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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有曰：或跃在渊，无咎。中国古人此
处以龙之象喻大局应对，有在变革中以智勇谋势
之意。展望 2012，在财政危机交织，深层矛盾凸
显，格局深刻调整，变革之风劲吹的背景下，世
界经济迎来关键之年，决策者进退取舍，魄力与
智慧面临考验。

债务阴云压头
全球复苏遇险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刚发布的《世界经济展
望》更新报告预警说：持续发酵的欧债危机给全球
经济复苏带来严峻挑战。该机构预测，全球经济
将在今明两年分别增长 3.3％和 3.9％，比上次报
告的预测值大幅下调0.7和0.6个百分点。

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则称，世界经济目前“非
常困难”。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影响已传导至全
球，形成“强势逆风”。一旦危机加剧，世界经济形
势或比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深重期更差。

而联合国机构发布的《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
与展望》报告认为，2012年十分关键，世界经济可
能实现缓慢复苏，也可能再次滑向衰退。

三大国际机构对 2012 年世界经济形势预判
总体“偏空”。有专家指出，美欧债务困局特别
是欧债危机、主要新兴经济体增长是否出现反
转，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将成为今年的主要
风险因素。

欧债危机之所以成为首要风险，在于其如果
“不治”，会侵蚀尚不稳固的欧美金融体系，引发新
一轮金融风暴。今年，欧元区主权债务融资需求
近 2 万亿美元之巨，而且在第一季度就面临偿债
高峰。希腊将在 3 月迎来又一轮“大考”——约
184亿美元债务到期。届时，希腊能否偿债，市场
与政府之间如何博弈，将成为欧债危机演进的又
一个焦点。

进退间，欧债危机近期出现些许缓和迹象。
在欧盟层面，刚刚结束的新年首次峰会就“财政契
约”、欧洲稳定机制以及促进就业和企业融资等议
题达成一致。从危机策源地看，希腊与债权人债
务谈判有望近期取得突破。此外，意大利、西班牙
和法国等国前不久顺利发行国债，融资成本有所
下降，市场担忧情绪稍有缓解。

进入 2012 大选年的美国经济也是欲振还
休。数据表明，半年来美国经济有所恢复，但债
务压力明显、房地产不振、失业率居高、投资增
速放缓等负面因素依然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预测美国今年经济增速为 1.8％，依然低于潜
在增长水平。

对于已经成为全球增长引擎的主要新兴经济
体而言，“稳增长”则成为2012年的核心议题。在
发达经济体势衰之下，主要新兴经济体增长形势
如出现逆转，世界经济“二次探底”几率将大增。
此外，伊朗核问题近期有升级迹象，这类地缘政治
事件如演变为危机，或将大幅推升原油价格等，使
本就复苏艰难的世界经济平添负累。

深层矛盾凸显
新疾旧患激变革

世界经济长期“北高南低”；600 万亿美元虚
拟经济与60万亿美元实体经济背离；美元作为一
国主权货币与其全球交易、结算和储备货币的角
色冲突；欧元区货币与财政政策割裂……

危机爆发、繁荣退去，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
经济体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凸显出来。这些矛
盾相互交织作用，呈现复杂多变景象。

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危机背后是金融机构、企
业、家庭乃至政府的过度杠杆化。虚拟经济与实
体经济背离，金融体系的内爆反噬实体经济。而
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金融体系的“大窟窿”变成
公共债务的“大泡泡”，旧患未去新疾又生。然而，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去杠杆化、去债务化绝非易
事，或将持续10年乃至更长时间。

在被学者所形容的全球化“黄金10年”之中，
信贷的急速扩张令世界经济实现较快增长，但也
透支了增长潜力，掩盖了深层次矛盾。横向看，世
界经济南北失衡未因全球化明显改善，鸿沟反而

加大；纵向看，一些发达经济体错失结构性调整良
机，危机爆发导致民众福利水平倒退。

尽管目前各界对于危机是否源于难以回避的
经济周期，以及能否自我复原还有争议，但可以看
到，本轮危机激发的变革之力日益显现，一些积极
趋势为未来格局重构埋下伏笔。过去一年，以购
买力平价计算，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
经济中的比重首次达到平衡。世行行长佐利克表
示，无论是从经济数据上还是从观念和态度上，危
机都使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增长源泉看，美欧日带动转由新兴经济体
拉动。世界经济多极化之势日隆，经贸、金融、投
资和货币格局的重构加速。新兴经济体地位上
升，成为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调整的
重要力量。

从增长模式看，强调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匹
配，资源消耗型转向绿色持续型。在这方面，发达
国家正在调整过度透支的消费支出模式，新兴经
济体则逐步摆脱过度倚重出口模式，扩大内部市
场，提升产业级别。

从增长目的看，各国都在思考如何兼顾效率
公平，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大课题。刚刚结束的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论坛创始人施瓦布
就提出，应发展以人才、开拓和创新精神为中心的

“人才主义”，引领经济、社会进步；提倡以合作为
中心的“合作实力”。

兼容并蓄共赢
中国世界新互动

龙年伊始，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到
各类机构，都在关注预测中国经济走势，虽各有差
别，但基本共识是，2012 年中国经济增速仍将保
持在８％以上的较高水平，长期增长势头不变。
这将成为支撑世界经济的重要因素。

在外部需求减弱和内部宏观调控大背景下，
2011年中国经济展现出较强韧性，增长9.2％。中
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说，全球金融危
机影响仍将长期持续，中国经济依赖出口局面或
现根本扭转。总的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
激开始向自主增长有序过渡。2012年，若国际经
济政治环境不再发生显著恶化，国内不出现大范
围的严重自然灾害和其他重大问题，中国经济预
计增长8.9％。今年1月份，中国先行指标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ＰＭＩ）为50.5％，较上月回升0.2
个百分点，显示中国经济缓中趋稳的态势。

对调整中的中国经济而言，适当“降温”有助
于调结构促转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规避
内外风险、稳中求进的策略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
提供了政策保障。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认为，中国经济仍能保持较快增长，这得益于较好
的财政状况、较高的储蓄率、足够的投资以及充足
的外汇储备。

专家指出，目前全球经济处在深刻变革中，如
何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性调整至关重要，将
决定中国在世界新坐标系的位置。与此同时，在
中国经济转型与升级中，资本、技术、资源和劳动
力等生产要素将在全球范围重新配置，全球经济
版图将被“重绘”，中国与全球经济高度依存、合作
共赢的关系将确立。

过去 10 年间，这一“正相关”已得到充分显
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年的11万亿元人民
币增至 2010年的近 40万亿元人民币，2010年，中
国经济总量升至世界第二位，占世界经济总量比
重升至９％以上。与此同时，2000 年至 2009 年，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累计贡献率超过20％，高于世
界经济总量排名第一的美国。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新兴大市场，2 到 3 年后，
中国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进口市场。中国商务部
初步预计，未来5年中国进口总规模将达到8万亿
美元。对全球经济而言，这无疑是重大“利好”。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从“中国制造”
到“中国创造”，中国已经并将继续为世界经济作
出贡献。如今，中国正致力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
变，这种转变将释放巨大动能，也将对构建更加合
理的全球经贸和金融秩序产生推动作用。

据新华社

2011 年，面对复杂而动荡的国际
形势，中国妥善应对，开拓进取，保持
了国家稳定，实现了经济较快发展，同
时使自身的国际地位继续提高。

2012 年，国际形势在过去一年的
基础上将如何演进？中国的发展将面
临哪些挑战，又有什么机遇？中国该
如何与世界实现良性互动？

力量消长 秩序失衡

专家认为，总体来看，新的一年，
国际格局中的两大趋势仍将继续发
展：一是力量消长，二是秩序失衡。

在力量消长方面，中国国际问题
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贾秀东认为，中国
将保持快速崛起势头，综合国力和国
际影响力将继续提升，但一些国家对
中国战略防范和牵制也会同步增加。
中美战略选择和互动日益成为影响国
际格局变化的最重要因素。

在秩序失衡方面，主要有三点值
得关注：

首先，中东的混乱状态还将持
续。日本国际政治专家浅井信雄指
出，在穆巴拉克下台后的埃及，军政府
正在谋求统治该国，招致了国民的强
烈反感，使得暴力冲突持续不断。利
比亚的卡扎菲政权在欧美军事介入下
倒台，但今后该国如何构筑新体制前
景还不明朗。

浅井认为，中东仅凭借自身力量
还不足以完成变革，而且中东局势的
演变还涉及中东以外国家的利益。因
此，外部力量的介入可能难以避免。
在此情况下，今后中东局势将走向何
方还难以判断。尤其是伊朗核问题很
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导火索。

其次，美国的战略重心调整将对
国际地缘政治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国
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海军少将
杨毅指出，随着美国抛出新的防务政
策指南，其战略调整思路已非常清晰，
也就是进行全球性的战略收缩，同时
重点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投入。

“这种投入包括政治上、经济上
和文化上的，特别是军事方面的。这
恐怕会导致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博
弈更加激烈。这个战略抛出后，美国
会一步步实施，包括部队的调整，海
军、空军力量以及基地的调整等，”
杨毅说。

第三，难以解决的欧洲债务危机
将导致更多的严重后果。位于布鲁塞
尔的智库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专家阿亚
迪认为，在2012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很难画上句号，而且可能在世界范围
内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目前来看，欧债危机已由急症期
进入慢性期，一段时间内还可能发酵、
恶化、扩散，甚至与银行业危机并存并
交互作用；欧盟及其成员国就解决危
机达成的一致立场可能出现反复、倒
退，英国与德、法的博弈仍将继续；各
国削减福利和紧缩财政将引发新的游
行示威、严重暴力犯罪甚至骚乱。

专家指出，当前世界的总体形势
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远未真正过去，
经济复苏乏力。在此情况下，各国社
会内部矛盾积累很多。国内问题很可
能是各主要大国面对的主要挑战。此
外，2012 年世界上几个主要大国都将
进行选举，如美国、俄罗斯、法国等。
因此，大国政策走向将呈现更易受本
国国内因素影响的特征。

世局之变 影响中国

可以预见，2012年，国际形势仍将
充满不确定因素，动荡、变化的一面仍
将比较突出，但总体上有可能保持和
平稳定。那么，这种形势将对中国产
生什么影响？

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聘研究
员贾秀东看来，当前世界形势对中国
总体有利的判断仍能站得住脚，但中
国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环境特别是安

全环境更趋复杂，维护战略机遇期的
任务更加艰巨。中国要做的就是“趋
利避害”。

杨毅则认为，有利于中国和平发
展的因素仍然不少，可将其归纳为三
点：一是大国利益的相互依存、相互交
融，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尽管各国
相互之间难免有矛盾，但大家还是要
合作，因为不合作对谁都不利；二是中
国本身的政治稳定、国内安定、经济持
续发展就是对地区和国际稳定一个非
常重要的积极因素，而地区和国际稳
定反过来又会有利于中国的稳定发
展；三是在目前形势下，各国都在寻求
经济复苏，广大民众对军事冲突的厌
恶也是制约战争、维护和平的一个重
要因素。

同时，应当看到，世界形势的变化
发展也在给中国带来一些挑战。

杨毅认为，从周边看，朝鲜半岛问
题、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仍是需要持
续关注的热点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
会对中国周边环境的安全、稳定和繁
荣造成威胁。

对于 2012 年的中欧关系，欧洲政
策中心专家沙达·伊斯兰的判断是“稳
中有升”。但他同时指出，今年中欧关
系也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中欧经贸
有望维持增长势头，但双方均面临经
济增长放缓、消费意愿下降、出口困难
等因素，贸易摩擦可能增多；政治合作
大体稳定，但在美欧进行战略调整、相
互依存度提高的背景下，中欧关系发
展中的“噪音”可能增加；欧洲社会在
多重危机冲击下变得“保守、狭隘甚至
极端”，这将对中欧人文交流等产生一
定负面影响。

在中东，围绕伊朗核问题的对峙
正日趋白热化，会否导致军事冲突犹
未可知。伊朗是重要的石油出口国，
世界上许多国家从伊朗进口石油。墨
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国际政治问题专家
赫诺韦娃·达维拉说，伊朗是中国重要
的原油进口来源之一，如果美伊爆发
战争，世界能源供应将出现问题，届时
中国也难独善其身。而且中国和中东
国家的贸易也将因此受到冲击。

在非洲，2012年，包括肯尼亚在内
的多个国家将举行选举。肯尼亚国际
关系学者韦鲁·马查里亚认为，西方国
家将利用选举之机支持对西方更友好
的政权上台，以此来削弱中国在这些
国家的影响力。这将是中国在非洲面
临的一个挑战。

面对时势 妥善应对

时代在变，世界在变。那么，中国
该如何与世界实现良性互动？

专家指出，国际和周边环境深刻
影响着中国的发展道路、战略选择和
国家稳定，这种影响将日益渗透到中
国国家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另一
方面，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伴随着国
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其主动塑造国
际和周边环境的能力也在增强。

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山本吉宣
认为，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
国在与其他国家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
加强同各国的协商与合作非常重要。
要构建相互信赖的关系，相互之间不
应做损害对方核心利益的事，并应当
为此设立一些交流沟通的框架。面对
国际形势和中国自身的深刻变化，杨
毅认为，中国需要有一个与时俱进的
全球战略，其立足点有三个：首先，要
强化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的意识，一切
行动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包
括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和在重大国
际问题上的表态；其次，要坚持独立自
主的外交方针，在重大问题上要顶住
外部压力，根据是非曲直来做决断；第
三，要强化国际关系准则的意识，也就
是处理国际问题要讲道理，讲准绳，符
合国际关系准则的我们就支持，否则
就反对。这样才能在国际上赢得更多
尊重，更多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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