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一个中美都能 发 挥 作 用 的 多 边 机 制。
多位学者指出，中美之间已经建立的９０
多个对话机制起 到 了 一 定 的 沟 通、摸 底

作用，今后需要更 加 重 视 重 要 对 话 机 制

的实际落实 效 果。多 位 学 者 认 为，对 于

建设新型大国关 系，中 美 两 国 的 热 心 程

度存在明显差异，中 国 积 极 地 强 调 建 设

新型大国关系，并 用 伙 伴 关 系 来 定 位 中

美关系，而美国较 少 关 心 建 设 新 型 大 国

关系这个命题，并 把 两 国 关 系 形 容 为 非

零和竞争关系。中国应该从两国国内主

要社会力量入手，挖 掘 利 益 共 同 点 或 交

汇点，以民间 促 政 府、以 地 方 促 中 央，进

一步夯实两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社会

基础。本次研 讨 会 内 容 丰 富，交 流 比 较

充分，得到 了 与 会 学 者 的 积 极 评 价。中

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研究

员做了总结 性 发 言。他 指 出，中 美 关 系

无法简单地维持现状，更为紧要的是，双
方要防止两国关系落入零和式的冷战游

戏；现在需要两国在全球、地区和重大领

域共建一个健康 积 极 的 战 略 框 架，营 造

建设性的进程，逐 步 形 成 一 个 新 的 世 界

格局，真正建立起新型的大国关系。

中国美国经济学年会暨

“当前美国经济走势与中美经贸关系”
研讨会综述

刘元玲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７日，由中国美国经

济学会主办、东南 大 学 承 办 的 中 国 美 国

经济学会第九次会员代表 大 会 暨“当 前

美国经济走势与中美经贸关系重大理论

问题”研讨会在 南 京 召 开。会 议 就 当 前

美国经济走势、贸易协定以及区域合作，

美国经济政策走 向、财 政 政 策 发 展 和 货

币体系改革，美国国际经济地位演变、汇
率走势和新型全 球 治 理，中 美 经 贸 关 系

展望等议题展开讨论。来自中国社会科

学院美国研 究 所、武 汉 大 学、浙 江 大 学、

吉林大学、东 南 大 学 等４０多 家 单 位 的

１２０多位学者与会。会议就当前美国经

济面临的问题及发展趋势，财政政策、货
币体系 改 革 与 美 国 国 际 经 济 地 位 的 演

变、展汇率走势及 中 美 经 贸 关 系 展 望 等

问题交换了看法。

一、当前美 国 经 济 面 临 的 问 题 及 发

展趋势

与会者首先针对当前美国经济发展

的形势、面临的问 题 以 及 发 展 趋 势 等 问

题交换了看法。武汉大学周茂荣教授指

出，美国次贷危机 的 后 遗 症 到 现 在 还 没

有完全消除，尽管 美 国 在 努 力 发 展 战 略

型新兴产业，但目 前 仍 看 不 到 任 何 新 的

经济增长点出现。中银香港经济研究处

主管谢国樑先生 认 为，从 美 国 目 前 的 房

地产市场、制造业发展、个人实际收入和

支出、消费者信心指数以及就业来看，美
国目前的经济发 展 有 好 转 的 迹 象，预 计

第四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１．８％
的增长率。南开大学李坤望教授从生产

率增长趋势的角 度，指 出 当 前 美 国 劳 动

生产率增长放缓、投资低迷、产业没有新

增长点，对美国未 来 的 经 济 发 展 持 非 常

谨慎的乐观。清华大学的周世俭研究员

认为，美国民主、共 和 两 党 能 否 就“财 政

悬崖”问题达成妥协将直 接 影 响 美 国 未

来经济的发展走向。

关于美国 经 济 面 临 的 问 题，与 会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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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讨论 主 要 集 中 在 美 国 财 政 的 可 持 续

性、投资及 科 技 创 新 领 域。谢 国 樑 先 生

针对美国经济增长的短中期风险因素进

行分析，并认为美国“财政 悬 崖”问 题 有

可能拖到最后时 刻 才 能 达 成 协 议，此 前

将会对市场造成一些不稳定的影响。武

汉大学周茂荣教授认为，２１世纪的第二

个十年，受制于各 发 达 经 济 体 货 币 政 策

和财政政策失灵、欧债危机拖累、新经济

增长点难觅等因 素，世 界 经 济 仍 将 处 于

长期低迷的发展 状 态，美 国 也 将 处 于 持

续温和的复苏态势。南开大学李坤望教

授则认为，受过度金融化恶果的影响，美
国企业还将处于 投 资 低 迷 的 状 态，这 对

美国就业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吉林大学

李晓教授指出，美 国 的 金 融 霸 权 超 越 了

其产业霸权，维护 美 国 恒 久 赤 字 是 美 国

的核心利益所在，短 期 内 美 国 还 将 维 持

经济金融上的绝对优势地位。

二、财政政策、货币体系改革与美国

国际经济地位演变

中国美国经济学会顾问郑伟民研究

员以“当前财政悬崖和美 国 经 济 周 期 变

化”为题，对美国财政政策进行探讨。华

东师范大学吴信 如 教 授 指 出，若 美 国 现

行的政策不做适 当 改 变，美 国 的 财 政 路

径将不具有可持 续 性，但 短 期 还 存 在 空

间，因此对美国经济前景不要过于悲观，

因为美国在科技、教育、军事等方面仍然

具有国际竞争力。就美国的公共债务问

题，东北财经大学 路 妍 教 授 通 过 建 立 跨

期预算约束模型分析了美国公共债务的

可持续性，并运用 欧 洲 重 债 国 的 数 据 验

证了该模型和实证结果的合理性。分析

结果表明，美国的 公 共 债 务 具 有 可 持 续

性，但未来仍面临重大的挑战，这将对中

国经济造成影响。武汉大学王德祥教授

对美国最近十年来的州和地方财政的运

行和发展进行分 析，指 出 美 国 州 与 地 方

财政在应对危机的经验及其运行机制安

排方面，或许能为 推 进 我 国 的 财 政 改 革

提供经验和教训。

四川省社科院王晓琪研究员和谢春

凌博士分析了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

改革与我国的战略选择。在对各种改革

方案进行评估以后，他们指出，通过推进

人民币国际化，在 管 控 风 险 的 前 提 下 进

一步开放资本账 户，积 极 务 实 地 推 动 国

际货币体系改革是我国应有的策略。吉

林大学王达博士在分析美国主导下的全

球金融市场上法律实体标识系统（Ｌｅｇａｌ
Ｅｎｔｉｔ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缩 写 为 ＬＥＩ）

的构建之后，指出 这 一 方 面 代 表 了 国 际

金融监管改革的 主 要 方 向，另 一 方 面 也

将对广大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产生

复杂影响，中国应 该 积 极 参 与 其 中 并 发

挥作用。湖北大学吴秋实副教授等分析

了东亚区域内人 民 币 的 货 币 锚 地 位，指

出虽然东亚经济体目前都还没有正式宣

布把人民币作为 钉 住 货 币，但 在 实 际 上

人民币已经成为东亚区域内一个至关重

要的隐形货币锚。

中国美国经济学会顾问陈宝森研究

员以“中美科技创新的竞争与合作”为题

做主题发言，分析 目 前 美 国 在 科 技 创 新

上取得了页岩气 革 命、以 三 维 打 印 为 代

表的智能化生产 模 式 的 创 新，以 及 信 息

技术革命为代表的三项主要成就。并指

出，美国目前仍然 是 世 界 上 最 具 有 创 新

活力和潜能的国 家，中 国 建 成 创 新 型 的

国家还有很长的 路 要 走，中 美 两 国 应 该

在科技创新领域 合 作 共 赢，促 进 良 性 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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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国美国经济学会顾问李长久研究

员指出，美国 在 人 才、教 育、创 新 方 面 的

战略重视和投资将对美国 实 施“再 工 业

化”和“第四次技术革命”提供良 好 的 物

质和人才保障，美 国 在 国 际 经 济 中 的 地

位还不存在根本性的挑战。中国社会科

学院美国研究所王孜弘研究员以国内生

产总值（ＧＤＰ）为 衡 量 标 准 对 中 美 经 济

实力差进行分析，指 出 百 分 点 差 距 的 缩

小不意味着值差的缩小。若以国内生产

总值为衡量标准，中 国 改 革 开 放 三 十 年

来同美国的经济 差 距 不 是 缩 小 了，而 是

扩大了。近年来中美间以国内生产总值

衡量的差距与２００６年前比有所缩小，但
与人民币升值有关。即便如此，同１９８０
年代中国改革之 初 比，中 美 间 的 以 国 内

生产总值衡量的 差 距 仍 是 扩 大 了，而 不

是缩小了。

三、区域合作、贸易协定与美国经济

政策走向

与会者围绕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

协定（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ＴＰＰ）最近的发

展情况、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中国

应该如何应对等问题展开讨论。福建社

科院全毅研 究 员 分 析 了ＴＰＰ的 最 新 进

展，以及美国参与 并 主 导 该 协 定 对 东 亚

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认为参与ＴＰＰ是

奥巴马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一次重要调

整，标志着美国新 的 亚 太 区 域 合 作 政 策

的战略转变，中国 对 此 应 该 采 取 两 边 下

注的策略，争 取 双 赢 局 面。浙 江 大 学 陆

建人教授指出，美 国 推 动 的 跨 太 平 洋 战

略经济伙伴协定对中国及其亚太区域合

作战略既是挑战 又 是 机 遇，总 体 来 看 是

机遇大于挑 战。中 国 应 该 积 极 应 对，分

享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利益。南开大

学宫占奎教授认 为，中 国 目 前 尚 未 准 备

好加入跨太平洋 战 略 经 济 伙 伴 协 定，因

而中国对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的

参与和影响也是有限的。

上海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成靖博

士结合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的近

期发展，对美国对 华 直 接 投 资 进 行 了 分

析。研究显示，美国对华投资在２０１１年

呈现净流出现象，特 别 是 对 中 国 具 有 优

势竞争力的制造 业 投 资 出 现 下 滑，一 方

面由于经济复苏和“再工业化”战略吸引

美资回流北美自 贸 区，另 一 方 面 也 是 由

于中国国内经济环境变差。广东金融学

院刘运顶副教授系统分析了奥巴马政府

的《美国创新战略》，指出 美 国 鼓 励 创 新

的做法在全球范 围 内 均 具 有 示 范 意 义，

对于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中国也有深

刻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四、汇率走势、新型全球治理和中美

经贸关系展望

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陈伟恕教授在

题为“世界秩序巨变期的中美经济较量：

一种新视野的探讨”的发言中指出，美国

在货币问题上有 三 个 基 本 的 做 法：维 持

美元作为世界独尊的货币地位是其最高

目标之一；美国虽 不 是 直 接 的 美 元 汇 率

操纵国，但美元数 量 和 美 元 利 率 是 美 国

的操纵工具；美元 长 期 上 的 贬 值 趋 势 和

短期内的升值波 动，会 是 美 元 在 相 当 长

时期内的基本特征。浙江工商大学赵英

军教授和他的硕士研究生戴玉华对人民

币均衡汇率与失调做了基于自然均衡汇

率 理 论 ＮＡＴＲＥＸ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ａｌ　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ｓ，ＮＡＴＲＥＸ）模型的实证分

析，指出自改革开 放 以 来 人 民 币 币 值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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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是被低估的。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

况，阐述了造成低估或高估的原因，认为

中国应当适当上 调 汇 率 水 平，以 促 进 我

国经济健康发展。

武汉大学刘威副教授对２０国 集 团

治理对全球经济失衡演变的影响做了研

究。他认为，由于２０国集团的机制化建

设不足、其全球失 衡 治 理 与 世 界 经 济 复

苏存在矛盾、未重 视 全 球 经 济 结 构 性 失

衡调整、对失衡治理标准未达成一致，以
及２０国集团未改 变 以 美 国 为 中 心 的 国

际金融体系的影响，２０国集团治理并未

根本改 变 当 前 全 球 经 济 失 衡 扩 大 的 趋

势。

吉林大学项 卫 星 教 授 作 了 题 为“中

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和脆弱

性：基于‘金融恐怖平衡’视角的分析”的
主题发言。他 指 出，中 美 之 间 的 经 济 相

互依赖主要表现为非对称的双边资本循

环。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

敏感性和脆 弱 性，远 远 高 于 美 国。国 际

金融危 机 通 过 中 美 之 间 的 双 边 资 本 循

环，加剧了中国对 美 国 货 币 政 策 和 金 融

市场的依赖，特别 是 强 化 了 两 国 之 间 的

“金融恐怖平衡”。他 认 为，美 元 本 位 制

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出口导向发

展战略，是导致中 国 在 中 美 经 济 相 互 依

赖关系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远远高于美

国的根本原因。目前中国不能主动打破

两国之间的“金融恐怖平 衡”，但 必 须 通

过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和加快金融转 型 这 两 个 途 径，降 低 中

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脆弱性。湖北

大学陈汉林教授与她的学生胡敏玲提交

的题为“中美高技术产品 产 业 内 贸 易 问

题研究”的文章认为，中美高技术产品产

业内贸易是以垂 直 型 产 业 内 贸 易 为 主，
虽然表面上出现 巨 额 的 贸 易 顺 差，但 这

是国际优化分工 的 结 果，中 国 在 高 技 术

领域中的自主创新能力还比较薄弱。中

国应该 采 取 措 施 来 调 整 和 优 化 产 业 结

构，培养有竞争力的高技术大型企业等。
根据大会 议 程，中 国 美 国 经 济 学 会

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同期举行。秘书长

张彬教 授 汇 报 第 八 届 理 事 会 以 来 的 工

作，会员代表大会 审 议 并 通 过 学 会 章 程

修改草案。第 八 届 理 事 会 会 长、第 九 届

理事会召集人陈继勇教授就第九届理事

会顾问、名誉 会 长、会 长、副 会 长 和 秘 书

长人选提出建议名单并获大会通过。学

会会长与秘书长分别由武汉大学陈继勇

教授和武汉大学张彬教授担任。中国社

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王孜弘任副

会长，中国社会科 学 院 美 国 研 究 所 研 究

员王荣军任副秘书长。
（本文责任编辑：张超）

“非政府组织与美国对外关系”
研讨会综述

陶非奇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７～１８日，“非 政 府

组织与美国对外关系”国 际 学 术 研 讨 会

在浙江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浙江大学

世界历史研究所 暨 美 国 研 究 中 心 主 办，
与会者来自国务 院 新 闻 办 公 室、中 共 中

央对外联络部、美国国务院、美国驻上海

领事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美国问题

研究所、北京 大 学、复 旦 大 学、中 国 人 民

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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