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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何帆与张斌主编的《寻找内外平衡的发展战略》一书2006年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汇集了中国经济研究

和咨询项目的第二期研究课题“中国和全球经济：中期问题和对策”的综合报告和分报告。综合报告总结和概括了中方和

外方专家的主要观点和政策建议，分报告就中国经济的内外部失衡、人民币汇率政策改革、中国的能源问题以及中国经济

与世界经济等四大问题展开了学术争鸣。  

    当前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却出现了内、外部失衡。内部失衡是指储蓄率过高、投资低效和消费过低。关于中国的储

蓄率过高的成因，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Blanchard和Giavazzi认为，近年来社会保障体系的功能不断弱化，其中关键

部分是养老金制度难以降低居民个人的退休风险，加上趋于市场化的教育和医疗体制改革，又增加了个人的教育和医疗风

险，由此产生的结果之一是高储蓄率现象。其二，何新华和曹永福认为储蓄率过高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下降造成

的。由于整个社会的可支配收入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而政府对居民个人的转移支付和补贴下降，这些因素导致了居民个人

的可支配收入下降。外部失衡是指中国同时持续存在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余永定认为，中国的经常项目顺

差是由于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造成的，资本项目顺差是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资本流入造成的。唐旭等的研究结果表

明，在中国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的背景下，由“双顺差”所导致的外汇储备数额持续攀升，外汇占款成为发行基础货币的

主渠道，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加大，同时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且市场之间相互分割，不利于储蓄向投资的转

化，往往导致投资低效。 

    就发现的问题，外方和中方专家提出政策建议。Blanchard和Giavazzi提出设计一套更加有效的退休制度、医疗保险

的供给、私人保险市场的完善等政策组合来直接提升居民福利水平，逐步降低储蓄；让人民币升值，从而使得更多的资源

离开出口部门；增加医疗服务和其他公共服务的提供，同时要重点做好农村方面的工作。何新华和曹永福建议：重点加强

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使国民收入向居民部门有所倾斜，进一步减少企业间接融资的比重，满足居民投资渠道多

元化的要求。余永定和覃东海指出降低“双顺差”的政策选择，包括：增加政府当前支出以及削减税收以降低政府储蓄

率，增加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增加政府对研发的支持以增加政府投资率，增加公共支出以降低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

性，从而降低私人储蓄率，加快国内金融市场、投融资体系改革，使国内储蓄能够顺利转化为国内投资。 

    从2002年起（甚至可以追溯到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汇率问题就成为国际关注的一大热点。中国应该选择什么



样的汇率政策？Obstfeld认为，中国应该汲取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验来逐步实现汇率制度的灵活性。关于金融账户

完全可兑换，中国应该借鉴智利和以色列的经验。他提出，中国退出目前的汇率制度，需要采用“两阶段法”：第一，建

立人民币相对于主要贸易伙伴国货币组成一篮子货币的有限制的交易区间；第二，继续实行特别的金融账户自由化措施。

伊藤隆敏探讨了在短期内提高汇率制度灵活性，在中期内逐步开放资本项目的做法，并指出了能够避免金融危机的改革次

序。通过对日本和韩国的汇率制度改革经历的回顾，肯定了中国政策当局在2005年7月21日实行的汇率政策改革。 

    随着中国和东亚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广泛和深入，Eichengreen认为应该考虑建立一个正式的东亚范围内的自由贸易

区。Venables等分别从区域一体化的原理、欧洲一体化的经验为中国在东亚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支

持。Jean-Ferry和Sapi认为，中国和欧盟之间的经济关系遇到更多的摩擦，其原因是中国可能通过七种不同渠道影响欧

洲关系：即欧洲产业受到中美挤压的风险、运行失灵的欧洲劳动市场增加了调整成本、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或许会妨碍欧洲

一体化进程、中国的竞争造成欧洲特惠贸易关系的不稳定、中国确保获得能源和原材料的努力影响进口依赖的欧盟、欧元

汇率有着成为坠重调节变量的风险、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上升会减少欧洲在国际组织管理中的重要性。他们建议中欧

双方的决策者应积极面对相应的挑战并进行更多的双边对话来着手处理这些问题，而不是对它们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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