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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失衡与中国开放经济宏观动态》对有关全球经济失衡的文献做了批判性综述，以一种折中
方法将看似对立的观点整合为贯通一致的逻辑，并对全球失衡条件下的流动性周期加以研究，揭示了
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根源，指出其中潜在的金融风险。
此外，着眼于中国视角，分析了所谓“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货币金融安排以及中美两国的战略
经济关系，特别是中国在国际收支“双顺差”条件下如何推进汇率制度改革和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
。
最后，对中国开放经济在内外失衡环境中如何加快转型调整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强调经济转型应当
与两种背景紧密结合，外部背景是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全球经济失衡，内部背景是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
经济伦理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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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不仅面临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型，同时
还进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轨。
工业化和制度转轨都在经济逐步开放的进程中实现，其复杂性和独特性使得研究中国的开放经济具有
极大的挑战性。
总结三十几年经济开放的经验、加深对开放经济宏观运行机制的理解，对于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的跨
越式发展具有长期的根本意义，对于重新审视和定位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角色、妥善应对国际矛盾更
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当前全球经济不平衡不仅是国际经济领域的突出问题，也是一国开放经济运行的基础环境。
所谓“全球失衡”是指各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出现净赤字或者净盈余。
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经常项目余额持续扩张并不断集聚。
另一方面，作为货物和服务以及要素收益跨国流动的某种“镜像”，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急剧膨胀，由
此（但不限于此）而引起的“过度流动性”在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中不断进行着“创造与破坏”，并最
终不可避免地对实体经济产生冲击。
如此深广的经常项目失衡与流动性过剩在全球化历史上是空前现象，它昭示着世界经济的结构和性质
正经历着持久而深刻的变化。
　　在势态持续发展的刺激之下，“全球失衡”成为近十年来世界经济最热门的前沿课题。
关于“全球不平衡”的形成原因、可持续性以及调整路径，众说纷纭，甚至对“不平衡”的定义和测
度也存有争议。
尽管如此，目前国际社会，从学术界到政策层，仍然达成一种广泛的共识。
那就是全球不平衡在长期中是不可维持的，从规范意义上讲，也不应该长期维持，平稳有序的调整将
有益于世界经济。
　　有效促进全球失衡调整而不影响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需要世界各国，尤其是在世界产出中占有
较大份额、经常项目出现庞大余额的主要国家，联合行动、分担责任。
缓解全球不平衡不仅需要公共部门的政策调整，也需要私人部门的行为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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