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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形势与对策：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前沿问题探讨论文集》共选用了44篇优秀论文，分为6大部分。
论文的作者对我国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加快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促进外贸结构升级，以及全
球利益博弈新格局中中国所处环境的反思等问题做了详尽的阐述，从不同角度对国际国内的经济贸易
形势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与严肃的思考，对如何应对后危机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力争从科学角度做出一些
解答。
　　当前，世界经济虽然出现了向好态势，但其前景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外需下滑的压力依然很
大；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
但总体而言，全球经济信心逐步恢复，经济增长预期上调，全球经济逐步渡过了金融危机的恐慌，而
进入“后危机时代”。
　　后危机时代中国外经贸既面临严峻挑战，也面临新的机遇。
世界经济进入大调整、大重组、大变革时期。
金融危机对现有国际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都将发生重大变化，给我
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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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后危机时代的挑战与机遇发挥自身优势和作用，为我国商务事业服务外贸成绩比预期的要好，可
变因素依然存在调整贸易结构，要从实际出发研究后危机时代的新问题强推人民币升值对世界经济复
苏有害无益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亮点二、国际经贸形势世界经济复苏之路仍充满坎坷后危机时代
世界贸易不会根本改变的长期趋势金融危机、国际贸易与资本市场调整趋势——全球与中国日益密切
的中国与亚洲国家的经贸合作走出困境寻求更多的合作机遇——后危机时代的中欧双边经贸关系后危
机时代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情况金融危机难以根本改变美国消费模式全球利益博弈新格局与中国
的反思中美商品贸易结构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俄罗斯经济国际金融危机对印度
经济的影响、对策与前景三、我国对外经贸新中国外经贸六十年巨变(1949-2009)统筹协调“六外”关
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更加注重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金融危机后的中国外贸形势国际金融危机及
对我国发展的挑战东方国际集团：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与发展战略思考天津开发区发展历程的回顾与
展望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为龙头的环渤海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对策研究实施“走出去”战略，促进黑龙
江省境外投资合作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意义重大四、政策研究当前深化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的若
干问题金融危机下推进中国外贸结构调整的思考我国国际竞争力动态分析与提升战略中国可持续贸易
战略的政策调整思路适应国际贸易格局变化，加快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加速经济服务化进程，促进我国
外贸结构升级加强完善法律服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下我国吸收外资的政策难点及对策我国
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机遇与对策——兼论对外投资与合作方式的创新全球资本扩张型增长与我
国财政政策调整当前国际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与应对新形势下全球对华反倾销特点的动态观察与思
考五、人民币汇率问题坚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以改革促进内外均衡美国国债本质与人民币升值及
相关问题金融危机下如何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与战略选择日元升值过程中政府与企业的反应及其
对中国的启示六、加工贸易问题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加工贸易政策的适应性调整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
代工企业的影响及其转型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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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假定在后危机时代，因为后危机时代本身也是个研究的问题，它有多久？
如果说后危机时代仅仅是从经济负增长变成正增长，那这个时间太短了，可能2010年就变正增长了，
肯定不是这么短。
后危机时代指的是多久？
也就是说在后危机时代新的能源经济以及技术突破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多少条件才能使整个世界产业
分工、产业体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个可能也是需要研究的。
　　回头说后危机时代，我个人认为可能是这样一个过渡时期，从经济缓慢复苏到科技革命，带动新
的产业勃兴，到公司企业大量建立，形成经济新的动力这样一个过渡阶段。
这个过渡阶段在不同时期有长有短，这次后危机时代究竟要多久，这是要研究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中国开放型经济建设方针问题。
我个人认为开放型经济建设方针应该坚持内外需并重，而不是内需为主、稳定外需，这个说法是不积
极的。
坚持内外需并重是我们应该坚持的方针，绝对不能放松。
因为在我们现在内需当中，投资需求政府可以比较容易调控，但是消费需求培育还要有一个过程，尤
其是新的居民消费增长点完全需要很长的过程，不仅需要收入的过程，增加的过程，也需要体制改革
的过程。
因此它是一个慢变量，在这种情况下，外需是绝不能放松的。
　　现在讲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很多做法短期内都不能奏效，我也看了“十二五”规划各种各样
的打算，实际上这个问题研究了很长时间，没有改变这个状况，就说明这个事情很难，这个事情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现在如果忽视外需，或者说外需态度不积极，很可能会丧失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样一个有利
的时机。
　　要说的话很长，因为时间关系不展开。
　　第三个问题，我们怎样走向贸易强国。
这个问题这几年已经有不少研究，特别是到底贸易强国有什么样的标志，这是需要我们研究的。
当然学者提得很多，但是普遍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忽略数量的规模和速度。
速度、数量、规模都是被普遍忽略的，而且隐含着一个前提，都认为我们速度很快、数量很多、规模
很大，我认为这个认识是错误的。
现在我们之所以在世界上还被人家能够当回事，就是因为数量、速度、规模，不是因为你的质量。
但是我们的数量还不够大，按人均算，我们仍然是贸易小国，而不是贸易大国。
这个也需要论证，到底贸易强国需不需要有这个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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