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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1_89_E6_9E_97_E4_c71_642731.htm 自2008年下半年，受

到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的影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

指标剧烈下降，实体经济经历二战后的“最严重”冲击。经

过各国政府和货币当局的经济刺激，2009年二季度以来，无

论是新兴市场还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指标逐步企稳，全球已经

渡过金融危机的恐慌而进入“后危机时代”。 “后危机”时

代国际经济形势将发生哪些变化？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如何？

对外贸易将发生什么变化？⋯⋯这些都是EMBA学生们迫切

想要了解的问题。12月11晚，浙江大学EMBA特邀对外经贸大

学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老师为学生解读后危机时代的国际

经济贸易形势。 讲座中，张汉林教授主要讲了危机后世界经

济与贸易发展；2010年全球经济贸易发展预测；美国、经贸

政策与中美经贸关系；中国经济贸易发展与政策展望。运用

大量的数据分析与案例分析，把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与中国

经济蓝图铺在了同学们眼前。 乐观看待危机明年全球经济最

起码正增长4.5%以上 自2008年危机以来，人人谈危机色变，

张教授却对危机和危机带来的影响持乐观态度。 虽然金融危

机以来，全球经济与以前的高增长相比是陷入了衰退中

，2008年全球贸易增长不到3%。但是现在主要的经济体都在

恢复，尤其是美国，从2009年前三季度经济指标来看，2009

年美国经济不会出现大的负增长，这是很值得关注的重要信

息。对于世界经济是不是完全走出衰退，国际学术界有不同

的看法。“我的看法比较乐观，我认为美国经济的确走出了



衰退，因此2010年，我们预测美国经济最少是3%的增长。对

于明年中国经济状况，IMF预测是9.0%，摩根斯坦利居然预

测11.5%，我们判断中国明年经济应该是9.5%-10%左右。” 

基于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张教授认为，今年全球经济绝对不

会负增长，而是正增长0.5%到1%之间，明年全球经济最起码

正增长4.5%以上。 “事实上2008年全球经济即使在第四季度

全面衰退时也有3.0%正增长，而今年才是真正的危机全面在

所有国家和地区显现的一年，即使这样，全球经济也仅仅是

衰退到0.5%1%。实际上全球经济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打击，

或者灾难性的破坏。我们夸大了危机带来的消极影响，尤其

因为这场危机从美国源起，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中心，所以我

们对经济的信心比较脆弱。” 张教授的乐观并不是盲目的，

而是有依据的。 这场危机源自欧美发达国家，又是由于全球

化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可以说现在世界经济相互依存达到了

任何时期都没有出现过的程度。世界经济之间、国与国之间

、经济贸易体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都达

到了历史上最紧密的时期。真正形成了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

心，以全球化分工、全球生产布局、全球生产消费这样一个

高度的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

为载体的所谓全球化时代。也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大家都是

利益的共同分享者，当然也是灾难或者责任的共同承担者。 

美国召开了20国联合峰会，大家联手来拯救世界经济。而不

是像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一样，经济贸易保护主义泛滥，

结果最后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 因此，张教授大胆预测明年

世界经济形势良好，而中国只要对策得当，我们应该是受益

者。而且他肯定的说：“美国绝对是这场危机的受益者之一



，它通过这场危机，解决了很多金融体系问题，所以美国资

本主义将会迈上快车道。” “当前，初级商品价格大跌开始

反弹，我认为这也是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很重要的信号；能源

价格回升更快，石油价格曾经一度从147、148美元跌到37美

元一桶，现在又稳定到85美元一桶；食品价格指数、工业原

料价格指数也在持续反弹，所以我对2010年的世界经济还是

相当乐观的。” 贸易模式将发生改变 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对国

际贸易将会产生的影响，除了全球需求大幅度下降不利于各

国的出口以及贸易融资萎缩外，最重要的是贸易模式将发生

改变。企业家和政府官员要高度关注。这次金融危机带给发

达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一个巨大的教训，那就是服务业

和制造业的关系不能够完全统一，必须要保留一定规模的制

造业。在这方面美国很有意识，美国制造业居世界第二，而

欧洲国家全是若干小国的制造业规模，在这场危机中，欧洲

受到的打击比美国要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很清楚

，要想实现美国经济安全，必须要实现美国产业安全，要实

现美国产业安全，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制造业。所以奥巴马

提出重振美国制造业。这种政策对我国必将产生两大要求：

招商引资的力度要更大；招商引资的难度也在加大。因为美

国和欧洲其他发达国家要留住自己的制造业，不让它外移，

甚至服务业也一样，减少服务业外包。 危机过后的中美、中

俄关系 基于贸易模式的改变，中美经贸关系会紧张。因为美

国就业压力太大，奥巴马为了保护就业，取得工薪阶层、工

人、劳工阶层的支持，就必须要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贸易政策

。截至11月底中国遭受的反倾销反补贴“两反两保”案子是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最高的一次。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出口



压力越来越大。今年全球总共发起20多起反补贴调查，70%专

门针对中国。反倾销案子35%专门针对中国，浙江的企业身

受其害。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于2009年9月末发布，总体来

说，有56个国家和地区针对中国采取了贸易保护措施，这对

我国构成了很大影响。 中俄关系达到历史上较好时期。俄罗

斯需要中国的资金，我们需要它的能源和武器。 未来世界经

济：通胀风险不大事业问题严重 对于大家普遍担心的“明年

全球通胀”问题，张教授提出自己的看法。 “可以说现在国

家和地区包括中央银行都使出了全身力气救市，显现出了很

大的成效，但是也潜在一个风险，确有通胀的压力。不过我

个人认为，明年出现全球通胀可能性不大。因为，这次危机

主要是美国金融体系内部和欧美发达国家金融体系的危机，

进而严重波及到与金融体系关系最密切的一些跨国公司或者

制造型企业。但是，美欧经济整体没有受到根本性动摇，如

肯德基、麦当劳几乎没有受到影响，美国最大的零售企业沃

尔玛，不仅没有放慢全球扩张的步伐，相反在中国和许多新

兴经济体加速了扩张的步伐。沃尔玛全年销售额比去年同期

还上涨了5%左右，利润上涨了4%左右。” 最后，张教授指

出，未来失业问题很严重，所以为了保就业，保民生，各个

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会高举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帜，所以经济

刺激政策仍需维持。 2010年中国经济走势与宏观政策预测

2010年中国经济走势张教授作出了一下几点判断：投资增长

较快、增速放缓；外贸出口小幅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继续较快增长；CPI缓慢回升。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仍应

是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既防止在经济回升过程中因继续“

保增长”的政策力度过大过急，导致投资过快增长，引发通



货膨胀；又要防止因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力度和政策效应减

弱，经济出现第二轮下滑，是未来宏观经济调控的首要目标

。 由于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2010年积极财政政策不会

退出，但政策力度较之2009年将会有大幅度减弱，进一步增

加公共投资的可能性不大。新增财政支出在继续完成现有公

共投资项目的同时，预计将会更加积极地促进结构调整和改

善民生。2010年积极财政政策将把“调结构”放在更加重要

的位置。 为了给经济的持续复苏提供宽松的资金条件，适度

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不会发生根本性转变。但随着经济刺激

政策累积效应的显现，流动性充裕，需求增加，潜在通胀很

可能转变为现实通胀，加息可能性也随之增大。2010年货币

政策将更加强调“适度”，避免信贷投放再次出现2009年上

半年过度膨胀的状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