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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拿出的“发展战略”和“中美合作战略”， 中国该如何

主动应对？笔者以为最核心的一条，尽快破解政企“利益冲

突”的格局，扭转产业结构调整和新的增长点探索行为上“

主体缺失”的尴尬局面。中国政府多学点企业和市场相关的

创造利润的“战术”，企业和机构则更要多学点宏观和世界

经济格局变化对中国经济生存环境产生影响的“战略”知识 

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和能源部长朱棣文这些天正在展开他们

的访华之旅。利用两位华裔在中国会得到的天然“好感”，

奥巴马政府在谋求中国对美国未来新增长点的计划和行动给

予最大帮助。这是美国政府在“后危机时代”寻求政府和企

业双重利益的统一和利益最大化的战略表现。 考察美国的金

融危机历史可知，他们解决危机的办法不是在哪里跌倒从哪

里爬起，而是摒弃在市场中已证明站不住脚的东西，并用最

多的精力和最快的速度去探索和发现人类未来可以再次依托

的崭新的财富创造方式。所以，当IT泡沫破灭后，美国政府

通过降息、废除对金融活动的一些管制，住房政策的改革等

措施，大胆扶持了本土金融体系的创新能力，以此来缓解IT

泡沫破灭对美国所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事实上，在前几年

经济繁荣时代最大的得益者还是美国的机构、企业和政府。

而今天危机让美国企业和美国政府付出的代价，就和以前历

次泡沫破灭一样，是一次“正常”而又必不可少的“调整”

，只不过如何将调整的成本和时间的代价控制在最小程度，



确实需要美国市场和政府携手的努力。 为什么这次美国“寻

找新的增长点”要与中国联手来做呢？这又给我们带来了怎

样的影响和启迪呢？ 众所周知，在财富创造的“三大环节”

过程中，美国向来重视跟“怎样创造财富”有关的研发、设

计和制定标准等所谓财富创造的第一环节。靠着第一环节的

优势，他们打造了大量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建立了种类繁多

的世界品牌和专利，赢得了很多市场的“定价权”，从而，

今天在全球市场运行机制和市场运行的物理平台中，世人随

时都会看到“美国标准”。而从这次两位部长带来了新能源

发展的合作战略而论，显然，美国已到了可将自身积累的成

熟技术、研发成果甚至标准范式展现给合作伙伴。而不必担

心对方会有“高于一筹”的创新能力的“发展阶段”。对他

们来讲，关键是如何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性”的优势，将“

思想”转变为“现实”，将“无形资产”转变成“有形资产

”，而所形成的新产品价格要让市场可以接受，让市场感到

物有所值！他们意识到了，当今世界只有中国才具有这样的

制造能力和成本优势，而且甚至中国有可能成为消化这类新

产品的市场主力。由此，笔者估计，环境和新能源领域的合

作（美国研发新产品的核心内容）一定会成为将于本月27日

至28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主

要议题之一。 那么，中国的“比较优势”究竟在哪里？在美

国人看来，中国的“比较优势”就在“形成实物”的第二环

节上，且短时期内很难被取代和撼动。我们拥有庞大的劳动

大军，“敢闯敢干”的企业家精神，拥有没有进入市场价值

评估体系的落后地区（外资进入成本较低），拥有要素资源

价格等相对稳定的政策环境，拥有勤奋努力好学向上的儒家



文化传统，拥有较为完善的市场运作的政策体系和制度机制

，所以，能够形成大规模生产和降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再加

上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步入中产阶层或形成中产阶层意识

，非常强烈向往能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活内容的新产品。

当然，从他们的视角来看，把新产品率先生产的“专利”交

给中国，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新的就业和新的市场的

绝好机会。 以笔者之见，这就是奥巴马政府向中国谋求“双

赢”合作战略的主要内容。 一旦美国新增长点通过与中国的

合作形成了令人瞩目的财富效应，那么，美国谋求的利益就

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品牌和标准给他们带来的丰厚硕果，而

是会扩展到他们在服务行业(财富创造的第三环节)所具有的

比较优势他们会充分挖掘市场潜力，将新产品真正转变为梦

寐以求的、更多的新财富。这样一来，美国会再次推动围绕

新增长点的全球化进程，让大家都参与到创造新财富和新生

活的这一浪潮中，只要美国的金融体系仍然保持世界霸主地

位，那么，新财富的管理依旧会仰仗美国的金融威力（当然

世人对美国金融体系的监督要求也会不断提高），美国还将

可能成为下一轮新增长点的最大赢家。 针对“后危机时代”

美国拿出的“发展战略”和“中美合作战略”，中国该如何

主动应对？这是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程和中

国在世界舞台上争取“权力”和“义务”平等的关键所在。

笔者以为，最核心的一条，就是社会上下都要充分意识到“

政企利益的统一是国家竞争力发挥的核心”这个道理。今天

，我们的问题是，政府看到了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并积极调

整税收制度和产业政策，但是，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机制

，由于中国市场存在固有的垄断势力，出现了政企“利益冲



突”的格局，中央政府的大国战略中的“信号”引导不起作

用，税收成本和产业政策的约束力不但没有让企业放弃两高

一低的投资，反而把政策改变所带来的成本提高因素，通过

他们的市场垄断力量转嫁给了弱势消费和生产群体，造成了

产业结构调整和新的增长点探索行为上“主体缺失”的尴尬

局面。 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中国政府应该多学一点企业和

市场相关的创造利润的“战术”，而企业和机构则更要多学

一点宏观和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对中国经济的生存环境产生影

响的“战略”知识。否则，缺乏“大气”的中国企业和机构

，无法意识到“无形资产”（创新的条件）在财富分配和风

险转嫁中的威力，而不了解“公平竞争”的政府，也无法体

会在全球化环境中靠企业只身打拼的艰难和“安于现状”的

苦恼（在市场中，冲在第一线的国有企业也会感到“力不从

心”，而民营企业则在渴求“政策的扶持”）。不管怎样，

今天我们在和美国新能源合作的谈判中，中资企业和政府的

“利益统一”，才是决定我们未来“利益分配”能力高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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