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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发展》

前言

　　博源基金会是一个学术同仁的民间组织，成立于2008年1月。其创始初衷是“着眼于研究中国经济
、社会及国际关系领域内的中长期问题”。但是，博源基金会的成立可谓生不逢时。自成立至今，中
国经济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扑朔迷离，跌宕起伏。2008年初，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过热现象，通货
膨胀开始抬头。防止经济过热，防止物价过快上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时隔半年，国际金
融危机袭来，中国经济又急速下滑，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又成为重心。秉承中国知识分子的传
统，社稷安危系于心间，急剧变动的经济形势迫使甫一成立的博源基金会不得不仓促上阵，应对挑战
。　　在波涛中航行，嘹望十分重要。博源基金会进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搭建瞭望平台——经济学家
的讨论会，邀请在一线工作的经济学家担任嘹望手。这些经济学家尽管在“国际水域中扑腾”，却对
中国经济的振兴具有深深的眷念之情。博源基金会期望凭借着他们的学养、专业精神及爱国情怀，追
踪航迹，辨别风险，瞻望前程。他们的嘹望报告以博源基金会编发的内参（《中国经济观察——全球
视野与决策参考》）名义不定期向有关方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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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发展》

内容概要

《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发展》内容简介：博源基金会是一个学术同仁的民间组织，成立于2008年1
月。其创始初衷是“着眼于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及国际关系领域内的中长期问题”。但是，博源基金
会的成立可谓生不逢时。自成立至今，中国经济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扑朔迷离，跌宕起伏。2008年初
，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过热现象，通货膨胀开始抬头。防止经济过热，防止物价过快上涨，成为人
们关注的焦点。然而，时隔半年，国际金融危机袭来，中国经济又急速下滑，保增长，保就业，保民
生，又成为重心。秉承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社稷安危系于心间，急剧变动的经济形势迫使甫一成立
的博源基金会不得不仓促上阵，应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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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博源基金会成立于2008年1月，是一个在香港注册、得到香港政府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
利性公益组织。博源基金会以推动学术及政策研究为目标，着眼于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及国际关系领
域内的中长期问题。基金会的活动包括组织、支持研究课题，召集年度论坛，组织年度专题讲座及出
版专著及论文集行装。基金会以自己组织参与研究课题为主，同时也向外部研究机构及个人提供经费
，资助符合基金会研究方向的课题。博源基金僄理事由国内外知名人士组成，理事长为招商局集团董
事长秦晓，总干事为瑞银投资银行副主席何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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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可以把过去5年及未来若干年的全球经济发展划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全球化红
利”集中释放期。具体表现为，全球化使中国、印度及前苏东国家大量过剩的、低成本的劳动力成为
全球劳动力供给的一部分，从而使全球劳动力供给得以在短时期内迅速增加，全球经济的扩张速度得
以提升到一个更高水平。同时，由于经济快速扩张的原始推动力来自生产要素（即劳动力）的外生性
增加，通货膨胀并未产生，反而有所下降。　　在这一阶段，最直接受益者有三类：劳动密集型制成
品的生产者（如中国，因为剩余劳动力有了就业机会），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消费者（如美国，因为
开放贸易使其消费者得以充分享用廉价消费品），以及资本所有者（因为更多低成本劳动力加人生产
过程，使资本边际收益提高）。　　第二阶段是“硬”大宗商品繁荣期。“全球化红利”释放，经济
增长提速，带来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需求。这一需求压力首先表现为石油、铁矿石等这类被俗称为“
硬”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幅上升。这类“硬”大宗商品因受自然资源禀赋限制，中短期内供给增加有限
；同时，在生产活动中，“硬”大宗商品和劳动力这两种生产要素之间的可替代性最小。　　然而，
“硬”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并没有拖累全球经济扩张，因为劳动力外生性增加带来的正面冲击，抵
消了“硬”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不利影响。这也是即使近年来国际原油和铁矿石价格成倍上涨，其对
中国经济的影响却非常有限的根本原因。在这一阶段，“硬”大宗商品生产国（如石油输出国）成为
最大受益者。　　第三阶段是“软”大宗商品繁荣期。“硬”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是导致农产品
等这类被俗称为“软”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幅上涨的最重要因素。昂贵的石油和天然气使发展生物能源
变得有利可图，集中体现在大量土地被用于种植玉米等生产乙醇的燃料，从而导致其他农作物（如粮
食、饲料）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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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发展》

精彩短评

1、有点早了。但是有些例子需要认真对待。例如金融危机爆发原因在于金融衍生品过剩，当然这个
观点值得商榷。
2、我这个学法律的人，因工作需要，读这本书，结果可想而知：费力吃力，一知半解，一头雾水。
但也让我懂得了好多经济学常识，也激起了我对经济学的兴趣。感谢书中每一个睿智的一线经济学家
，他们的担当以及诸多真知灼见，让我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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