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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世界经济学科始终是中国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甚至多年来成为文
科大学生的专业首选。
对外开放的需要把世界经济学科和世界经济研究推到了前沿。
　　但是，世界经济毕竟是太大太复杂了；究竟如何研究世界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这不仅包括世界经济学科建设上的分歧，而且包括世界经济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
　　世界经济是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国家经济的总和，对世界经济的研究必须以研究主要发达国家为
基础。
这是对世界经济最直观的理解，但这只是一个粗浅的理解。
近年来国内外都有一些学者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大跨国公司的总和
。
不论这一论断是否正确，今天对世界经济整体的研究不但越来越必要，而且越来越成为可能--经济全
球化使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个整体，而不再只是各个具体国家的简单总和。
必须研究经济全球化才能真正认识今天的世界经济。
当然，主权国家没有消失，而且还是世界经济运行的基础和规则制定的主体，国别经济水平的差异使
不同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截然不同的作用。
与此同时，大型跨国公司已经从全球范围规划其生产与经营，成为决定世界经济的又一主体，推动着
经济全球化不断加速。
对世界经济定义与结构的这些认识，既是中国世界经济研究发展的基本脉络，也不断推动着我们对世
界经济认识的深化。
　　正因为中国是为了对外开放才研究世界经济的，所以中国的世界经济研究始终显著地体现着与国
内经济研究的紧密关联。
从改革之初研究如何吸取各国经济管理经验，如何与各国发展双边经贸关系，到20世纪90年代后研究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与对策，中国世界经济研究发展的每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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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分为两篇，共计八章。
第一篇讨论当代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联系，讨论改革开放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经济已取得巨大
发展成绩、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如何深化改革与完善市场经济。
该篇内容展示了世界经济动态发展的趋势；对重大的经济变数，对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的关系以
及对此三大经济力量的分析，则在较高的战略层次上展开。
第二篇着重分析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后，如何与WTO当代国际贸易体制合作，主要是从发展
机遇的层面，加以考虑。
除了对WTO的法律性质和中国政府在法制、行政、政策方面的任务有所涉及，特别对发展中的中美经
贸关系，进行了回顾、展望，这是由于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美国这一当代最强政治经济大国
的关系，有着特殊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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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特殊经济体制和政策经历一定历史阶段之后将必然失灵。
日本不是一个完全意义的市场经济国家，其成功经验中有各种保护落后的限制，在新的背景下，对这
些经验必须加以彻底抛弃。
严格意义的市场经济模式并不排除甚至必须具有一定的政府干预，但干预和调节的范围是有限度的，
并且，就干预与调节的本质而言之，应当具有国际化的、科学的、严谨的经济学定义。
其基本标准是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第一性，恪守政府职能的严格界定，符合一国经济、区域经济、全
球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目标与要求。
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政府是强者，市场是弱者，根据弱者优先原则，市场先于政府，这是有效且有
限政府功能发挥的基础，作为建立秩序的市场扩展到哪里，政府的规模与范围就应收缩到哪里。
　　(2)应长期致力于培养企业这一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微观基础的动力机制，这是后起发展国家的重要
战略构成，政府“调控”，不是政府“参加”，概念不同，效果相反。
政府对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但政府既能够促进发展，也能够阻碍发展。
需使政府促进发展，而不是阻碍发展，市场优先于政府，以市场为基础来界定政府，用足市场，慎求
政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求诸政府，才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准则。
日本政府、金融、企业经济“铁三角”的弊端与有害性是随着日本经济的艰难运行，尤其是国际经济
新环境的刚性约束作用加强而日益显现的，这一点，对人世以后中国的发展尤有预警价值。
“工业卡特尔、排外的信贷业务和规章制度使美国公司难以向日本出售商品，而它们却有助于使日本
成为世界最大汽车、电脑芯片和电子用品生产国之一，然而这些做法导致在日本出现一系列臃肿、效
率低下的企业。
政府允许银行自由地向制造商提供信贷以促进工业卡特尔，在卡特尔里，成员互相‘帮助’而非互相
竞争。
日本经济制度还使政府官员与企业界以种种方式形成紧密联系，使企业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独特地
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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