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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办公室                    2018 年 9 月 20 日 

中心专家出席 2018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 

深度对话聚焦世界经济发展前景 

9 月 16 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 2018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

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中心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及中心学术委

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出席会

议。 

16 日上午，“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取向与策略”主题论坛中，中心理事长、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三大建议：第一，改善劳动力

的供给和配置；第二，加强教育和培训领域的投资；第三，减轻企业的负担和创

业的成本。 

蔡昉解释，如果按照户籍人口来算，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 42%，大量的劳动

力还没有被挖掘出来，因此要改善劳动力的供给和配置。同时，劳动力的重新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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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还能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成为全要素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源泉。另外，人力资

本的提升是专项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此需要加强教育和培训领域的投资。 

 

“我们习惯于对大企业，对国有企业比较放心地去支持，但是对新型企业容

易不信任，担心风险等等，因此使它们的创业成本非常高，”蔡昉呼吁，要减轻企

业的负担和创业的成本。“如果不肯冒风险，该进来的不能全部进来，该退出的不

能全部退出，就不能达到破坏性创新的效果。” 

蔡昉还指出了当前在需求端所面临的短期困难，并对此提出三大建议：第一

是改善收入分配，使消费倾向更高的社会阶层可以提高消费，这不仅能支撑中国

经济增长，同时还能使需求拉动因素更加平衡；第二，提高消费的便利性；第三，

构造成熟的消费细分市场，挖掘消费潜力。最后蔡昉表示，要完善和均等化基本

公共服务，实现社会政策的托底。 

在“贸易摩擦下的全球经济”主题论坛中，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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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对于定量的 GDP增长，

现在比过去需要更多的债务来支持，这是一个全球的现象。分析当前世界主要经

济体可以发现，在政府债务对 GDP 比重方面，日本、美国、欧洲均有上升，中国

虽有上升，但不如前三者上升得快，因此，中国政府的债务非常安全。 

 

李扬指出，在居民债务占 GDP 比重方面，美国去杠杆非常迅速，日本和欧洲

相对平稳，中国的居民债务占 GDP 比重也在上升，但在安全的幅度之内。 

李扬分析，在非金融企业债务对 GDP比重方面，日本、美国、欧洲没有特别

明显的趋势，但中国的趋势很明显，非金融企业债务占 GDP 的比重迅速上升，但

好在从 2017 年开始下降。 

李扬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债务密集度显著上升，

第一，房地产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第二，无节制的金融创新加速了金

融对实体经济的疏远化；第三，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加大；第四，全球经常性账

户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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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表示，全球经济增长的债务密集度上升会产生多种影响。第一，要想经

济平稳增长，就需要比以前更多的金融支持，这对各国货币当局都是挑战；第二，

债务累积造成的泡沫及其所形成的金融周期可能会引发金融危机；第三，危机发

生之后很难走出危机，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在谈到中国去杠杆的政策调整问题时，李扬表示，调整会更加理性、更加符

合实际、更加可持续。目前中国采取的政策是稳杠杆，这有利于处理当前复杂的

经济和金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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