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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自贸区诞生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因此，上海自贸
区的发展将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既有涉及对全球趋势判断、自贸区定位、政府转型、贸易升级、
金融开放和创新等战略方面的思考，也有大量涉及具体政策如何推进、监管如何更新、法制如何建设
、产业如何布局、资本如何走向全球等战术问题的研究。面对这些理论上的挑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依托自身学术实力，适时推出了这本论文集，旨在对上面列出的诸多问题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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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由于觉得写得太好了 一直情绪激动看得断断续续 这是什么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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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战略研究》的笔记-第1页

        经济全球化发展特征
1.�产品流动全球化
货物贸易仍旧处于世界贸易的主导地位，这说明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中，产品生产全球化特征仍是居于
主要位置，全球产业价值链的网络仍旧是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的特征。

2.�要素流动全球化
资本流动全球化：产业资本全球化；金融资本全球化（金融市场国际化、金融交易国际化、金融机构
国际化、金融监管国际化）
劳动要素流动的全球化

如前所述，FDI增长趋势决定了贸易的扩张进程。这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是由生产过程全球化决定的，
而不是由产品交换来主导的。生产过程的全球化其实就是生产工序过程开始全球化，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因为现代化工业生产采取了标准化零部件方式，而产品生产的工序过程是可分解的，且具体
的不同生产工序过程对于要素禀赋结构需求存在着差异，这位生产工序层面的全球化提供了可能空间
；而是如前面所说的，现代技术的发展以及估计交易制度与体系的日益完善，使得跨国间交易成本大
幅下降，令跨国公司采取分解产品生产过程，从产品工序层面利用各国要素禀赋优势变得更为经济可
行，也就使生产全球化可以从产品零部件的层面来挖掘各国间要素比较优势，促使发达国家的外包业
务成为一种趋势。这也就能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服务贸易发展迅速的情况下，货物贸易仍旧会居于
主导地位的原因；同时也就能理解为什么跨国公司会以建立全区产业价值链的形式来参与到世界市场
的竞争中来。因为人口老龄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发达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也成为产业资
本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

由于双代理问题的存在，即使在国际间投资壁垒大幅下降和技术准备成熟条件下，金融资本的全球化
仍旧相当有限。
金融资本并未能成为这一轮全球化进程深化的主题和主导推动力。必须承认由于产业资本具有经济发
展过程的支配力，也自然具有对此次经济全球化的支配力。这是因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产业资本投资
的结果，产业资本的投资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金融资本的发展需要依托于产业资本的发展，依赖
于产业资本的财富创造能力，金融资本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只是节约了社会交易成本。
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过程必须依托于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进程，因此一旦金融资本全球化发展脱离产业资
本全球运动方向时，就容易出现金融危机，比如2007年的次贷危机。危机发生在于金融资本逆产业资
本的全球化过程而出现的金融脱媒，即产业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而金融资本却从发展中
国家或其他资本盈余国家流入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这样的对流循环关系使得两类资本的回报率持续
出现较大的差异，由此引起这一脆弱的队列循环链被打破，从而出现危机。因此，对于危机解决的对
策之一就是实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配置比例合理化，其实质是金融资本的运动必须反映产业资本
的运动，虚拟经济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持续的差异性回报率）

不论是作为主动推动者的发达经济体来说，还是作为被动参与其中的新兴经济体来说，都分享到了全
球化红利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好处。但主导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发达经济提相对实力会有所下降，而以中
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相对实力会有所上升，原因何在？
我们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全球化红利分享上存在的差异。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其跨国公司拥有高端生
产要素如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使其能控制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布局和利润分配，因
此而获得较大的静态全球化要素收益分配红利。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来说，参与全球化分工
之前，经济体内部存在着严重的要素价格扭曲，市场机制也极端不完善，通过参与全球分工，使得国
内经济要素相对价格得以较大程度的改善，由此激励了要素有效积累。所以对于这些后进国家参与全
球化，获得的全球化红利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参与以效率为向导的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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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链，使本国要素资源配置错配减少，优化了经济结构，使经济整体效率得到提升；另一方面是在参
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分工过程中，国内扭曲的要素相对价格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市场机制使要素积
累效率得到提升，从而增强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并因此获得了全球化红利中的长期动态增长红利
。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产业资本的外流一方面提高了产品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国不
能适应全球化分工的劳动要素逐渐退出劳动市场，导致国内需求能力相对下降。就新兴经济体国家来
说，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是垄断要素，享受垄断价格，而劳动力要素是竞争性价格，是低价，再
此基础上形成的收入分配是非均衡的。结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的
一个现象是，全球总需求吸收不了全球总供给。为了应对这种全球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情况，发达国
家的金融资本通过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方式造成金融泡沫，通过财富效应来吸收过多的全球总供给。就
短期而言，通过建立在资产泡沫基础上的家庭、企业和政府债务杠杆率的上升可以实现供给与需求的
暂时平衡，但随着金融资本收益率逐渐地超过产业资本投资回报率，因此形成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金融
泡沫，最后只能以危机的方式重新调整社会资产的配置方式，以实现资产配置的再平衡和总供需的再
平衡。

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再平衡不仅仅是由发达经济体自身来完成的，需要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新布局
条件下才可以实现。
美元所代表的美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将通过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作用于已经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中的所有参与国家。美国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失衡问题的解决，需要在经济体系中重新配置产业
资本和金融资本，而金融领域华尔街垄断地位的现实存在与产业资本的发展所面临的激烈竞争环境的
差异，使两类资本的新平衡实现将会是产业资本的调整依赖于金融资本的调整方向。而两者再平衡的
调整目标是实现资本回报率的平衡，这决定了这一轮的再平衡调整将采取相对价格变化的方式来进行
，因为金融资本的汇报率依托于产业资本的投资收益，所以再平衡将会是以金融资本相对价格下降来
完成的，而金融在经济体的垄断地位意味着只能以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实现再平衡的调整。

2、《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战略研究》的笔记-第38页

        自由贸易区的激增以及区域主义多边化趋势，既给WTO对边体制带来机遇，也同时带来了挑战。
两者之间的内在冲突与互动发展，构成了全球经济贸易的制度结构转型机制。一方面，以自由贸易区
为代表的区域主义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为了摆脱WTO多边体制所遇到的障碍甚至停滞，与此
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倒逼机制，从而试图解决多边体制的现有问题，突破现有的障碍。但如果这一倒逼
机制不起作用，则区域主义很有可能发展成新的多边主义、生长出新的多边体制，即出现所谓的“区
域主义的多边化”。如此不断演进，从而在多重框架内形成区域性安排与多边体制互动发展的格局。
这一制度结构演进生生不息，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区域主义与多边体制之
间存在互动发展的制度演进机制，以及现行WTO多边体制陷入困境，所以我们认为，目前的全球经济
贸易制度框架正逐渐由以WTO(GATT)为主导的多边框架发展到区域主义安排与WTO多边体制并存的
多重框架。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如果WTO多边体制面临的困境无法突破的话，未来很可能会出现
以区域主义多边化为主导、现行WTO多边体制为最低门槛（即维持现状或可能被抛弃）的新多边框架
。但不管怎样，目前自由贸易区区域性安排与WTO多边体制并存的多重框架已经成为全球经济贸易的
新的制度结构。尽管如很多研究所分析的那样，这一多重 框架的内在冲突以及利弊不一而足，但它至
少为各经济体提供了更多的、促进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机会与平台。因此，在不放弃多边主义的同
时，积极推进区域主义，无疑将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经济体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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