
中韩自贸区
!"#$年 ##月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韩国总统朴槿惠共同宣布中韩自贸区结

束实质性谈判"

中韩自贸区谈判于 !"&!年 '月正式启

动!旨在为两国货物贸易提供制度保障!拓

展电子商务#节能环保#金融服务等新兴战

略服务领域的合作! 共同构建一个规范稳

定可预期的框架" 建立中韩自贸区具有里

程碑意义!将有力促进亚太区域一体化"

中澳自贸区协定
!%&$年 &&月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共同宣布$实质性结

束中澳自贸协定谈判%"

!%#'年!将签署&中澳自贸区协定'!未

来五年! 澳大利亚给予中国的部分货物进口

零关税!两国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澳大利亚

乳制品#牛肉#海鲜#羊毛等制品和煤#铜#镍

等矿产将以低价销往中国!中国的机电产品#

工业制成品等也以零关税销售到澳大利亚。

中国经济：为世界经济创造机遇
! ! !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执
行所长 张海冰

回顾 !"#$年，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中探寻
出路和破解之道。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下，中
国通过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在区域和全球布
局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为中国经济发展
也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创造新的机遇和出路。

就中国经济外交的表现而言，呈现出以
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深化老机制创建新机制
中国一方面致力于深化和提升过去建立

起来的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如亚太经合组织
（%&'(），今年在北京召开的 %&'(峰会上，
提出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远景目
标，又比如金砖国家峰会（+,-(.），进一步深
化和实化合作，成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
应急外汇储备安排，等等；另一方面中国也积
极着力创建新的机制，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成
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

在多边经济合作机制中，中国与金砖国
家的合作最为突出。!"/$年中唱衰金砖国家
的言论不绝于耳，即所谓“金砖失色”论。但问
题和挑战越多，说明合作的机遇和潜力越大。
对于金砖合作和金砖国家，不应该用短期的
指标来衡量，而应该将其放在世界经济格局
调整和国际体系变迁的大趋势中看。中国正
是着眼于长远，立足脚下，一步一个脚印地推
进与金砖国家的合作。

目前，金砖之一的俄罗斯牵动世界经济
的神经。受美欧联合制裁影响，卢布汇率巨幅
震荡，国内通胀水平急剧飙升，加之国际油价
近期大跌，俄罗斯经济进入严冬期。金砖国家
的应急储备安排设立，便是为了帮助成员国
应对短期流动性短缺，其初始资金规模为
/"""亿美元，可以作为俄罗斯需求帮助的选
项之一。此外，中国近邻的存在，也是俄罗斯
经济的动力来源和可以合作的伙伴。远东地
区开发、油气资源合作、边境贸易和经济合作

等等都可以为俄罗斯经济提供支持。

强化周边拓展外围并重
中国多边经济外交的重点是亚太，除了东

盟国家之外，!"/$年的成就还包括中韩自贸区
和中澳自贸区协定的签署，以及中国和南太岛
国的对话合作，中国!拉共体的建立等等。中国
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来应对美国的排挤，在

全球拓展新的合作平台来创造新的经济活力。
就周边合作，!"/$年 %&'(北京峰会是

一大亮点。目前中国已成为许多 %&'(成员
最大的贸易伙伴、吸引直接投资和游客的主
要来源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中国对
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 0"1，中国经
济每增长 /个百分点，就将拉动亚洲经济增
长 234 个百分点。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

（)*%%&）的战略远景，将最大化削减竞争成
本，为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
开创更为便利自由的环境。由此观察，中国的
地区经济合作思维和战略更为开阔。

就全球而言，“一带一路”的提出，意味着
中国对外经济开放战略的布局拉开新的序
幕。这一战略的落实和推进，可以为世界经济
贡献一个海陆统筹、东西贯通、全球一体的开
放新格局。

发挥基础设施建设优势
中国政府动用外汇储备资金为金砖银

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丝路基金等注
入资本金，希望以此来撬动更大规模的银行
融资或民间资本。以基础设施为主导行业，化
解发展难题，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创造投
资动力和加大刺激力量。

!"/$ 年伴随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落户上
海，以及 %--+的成立，中国在国际发展合作
领域的地位获得实质性的提升。中国在基础
设施领域内的经验优势、资金优势、技术优势
和成本优势等等，为这两个新生银行奠定了
相对坚实的基础。

中国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修建的
泽蒙博尔察大桥顺利竣工，成为中国基建企
业进驻欧洲的崭新名片。国际社会艳羡中国
的经济实力，想搭上中国的经济快车是普遍
的一个心理。

重视与发展中国家合作
!"/$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和多边

经济合作也遍地开花，烂漫无比。细数起来，
中非合作论坛、中国!拉共体论坛，中国和南
太岛国领导人集体会晤、亚信峰会、中国!中
东欧国家论坛等等，不胜枚举。在经济合作和
发展合作两个方面，中国都给予发展中国家
更多更实的关切。其中，最为突出的两个亮
点：一是帮助非洲国家一道协力应对埃博拉
病毒，二是习近平主席与南太建交岛国领导
人的集体会晤。

世界经济：在低速增长中复苏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卓越研究院国

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徐明棋

世界经济在 !""5年金融危机后经过了 0

年多的长期调整，复苏的态势进一步确立。美
国在危机后实施的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
终于在 !"/$年 /"月终止，全球流动性扩张
的周期结束，进一步说明了世界经济的复苏
总体趋势进一步巩固。但是，不同国家的经济
复苏势头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给世界经济复
苏的前景抹上了一丝阴影。

美欧日复苏势头不同
结构调整进展不一样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经济复苏势头相
对强劲，美国 !"/$年第二季度的 67&增长
率折算成年率高达 $3!8，第三季度仍有 41，
!"/$年全年大约增长 !391，而明年的增长趋
势可望实现 4341的增长速度。
欧洲则形势不尽如人意，原来预期 /1的

增长恐怕要泡汤，大约只有 "301的增幅。日
本经济今年第一季度环比折算年率达到
/391，但是随后连续两个季度下滑，出现了阶
段性的衰退，整个 !"/$年都可能出现 "301

左右的负增长。
导致美欧日经济增长出现分化的原因很

多，首先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进展不一样。美国
经过危机后的调整，结构性问题有了改善，页

岩油气革命带来的不仅是廉价能源，与页岩
油气相关的投资和生产本身就对经济有很大
贡献，再加上美国在一些新兴产业上的领先
地位都为经济复苏提供了动力。反观欧洲和
日本，带动他们经济增长的主要行业和动力
都不明显，经济的调整还在继续。

其次，经济政策产生的增长效应有很大
差别。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在金融上对实体经
济的刺激不可忽视，美国资金成本被降到历
史的低位，而刺激的成本则大部分被转嫁至
海外。

欧洲则还继续为危机后经济一体化的深
化承担较高的成本，财政契约要求成员国快速
降低财政赤字，所以大多数国家不得不继续缩
减财政开支，这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是负面
的。欧洲央行又缺乏像美联储那样的制度基础
来搞直接的量化宽松，扩张基础货币的能力远
不如美联储，因此刺激效果大打折扣。

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所动用的量化宽松
刺激效果被消费税从 01提升至 51所抵
消。加上日本与亚洲邻国关系紧张，出口受
到了严重影响，国际收支逆差加大，经济陷入
新的衰退。

不过，明年发达国家总体经济状况将好
于今年，制约他们经济增长的主要风险已基
本释放，日本安倍政府或者会推迟进一步增
税，而继续实施量化宽松，将产生积极作用。

经合组织最近对 !"/0年美国经济增长
预测为 43/1，欧盟为 /3/1，日本 "351。不过

本人预测美国和日本的经济 !"/0年的增长
速度可能都会略高于经合组织的预测数。

对世界市场依赖度高
新兴国家增速现下降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一直
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亮点。但是由于新兴国家
的经济具有明显的赶超特点，是在工业化和
城市化的过程中实现的高速增长，稳定性较
差，容易受到外部世界冲击。其中中国是唯一
受外部冲击相对较小、经济保持稳定高速增
长的国家。

随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以及 !"/0

年可能提高利率，资金从新兴国家市场流出，
导致除中国之外的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出现
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这说明新兴经济体对世
界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依赖程度非常高。

受资金外流和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等因素
的影响，金砖国家 !"/$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普
遍比 !"/4年有所下降。-:)对金砖国家 !;/0

年的经济增长前景预测也有所保留，今年 /"

月份最新的预测为俄罗斯 "301，印度 93$1，
巴西 /3$1，南非 !341。

中国 !"/$ 年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3$1，
而明年仍将保持在 <1以上。-:)对 !"/0年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预测
分别是 !341与 03"1，发展中国家增速虽然有
所加快，但是与前几年相比仍逊色很多。

新兴国家经济要发展
改革调整将成为关键

新兴市场甚至整个发展中国家未来经济
增长虽仍可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但面临的
调整压力也在加大。
第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世界经济

产业结构正在经历新的调整，整个生产过程的
价值链进一步向高端服务业倾斜。转型的基础
是技术创新和体制改革，而这两方面新兴市场
的基础都不十分乐观。一方面人才的集聚和科
技的积累不足，创新突破非一日之功；另一方面
改革现有的行政和企业生产体系涉及利益格
局的调整，也非短期内能完成。因此发展中国
家要继续赶超必须在创新和改革上化大力。
第二，金融制度改革。以金砖国家为代表

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体制相对落后，很
多储蓄资源因为金融抑制等原因流出国外，
经济增长对外部资金的依赖普遍较高。如不
加快改革国内金融体制，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低下瓶颈将会抑制其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
第三，社会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社会财

富分配不公会引发社会不稳，从而影响经济
发展速度。而社会组织结构僵滞以及不同利
益集团的协调机制不健全也成为问题。

不过，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尤其是南南合
作，我们对新兴市场国家和整个发展中国家
经济增长的前景仍然可以保持乐观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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