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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 2017 年年会简报 
（总第 39 期）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2017 年 3 月 25 日 

 

 

分论坛 24 

全球经济：问诊亚健康 

 

时  间：2017 年 3 月 25 日下午 2 时 15 分至 3 时 30 分 

地  点：国际会议中心一层东屿宴会大厅 B 

主持人：彭博电视记者 Stephen ENGLE 

嘉  宾： 

耶鲁大学、香港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 陈志武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樊纲 

爱立信董事长 Leif JOHANSSON 

日本Orix集团董事长、CEO 宫内义彦 

联合国副秘书长 吴红波 

 

主要观点： 

 政界的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界的不确定性，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缓慢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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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解决全球经济亚健康问题时，要像中医一样治本，找出问题根

源。 

 在国家层面，经济政策需要按照国情设计，没有一刀切的解决方

案。在全球层面，也需要整体性策略。例如，货币政策单独没有

办法促进经济的增长，需要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 

 多边协定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美国政府反对多边主义，是因

为美国足够大，但许多国家仍需双边贸易协定得以生存。 

 可持续发展还只是个抽象概念，每个国家都在谈论，但很少付诸

行动。国家体制、机制需要进行相应改革，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

的要求。 

 

概  要： 

全球经济面临两大挑战，一是潜在增长率持续下降，二是实际

增长率持续低于潜在增长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增速放缓，开始

进入“亚健康”状态。与会嘉宾围绕“全球经济：问诊亚健康”的

话题，展开激烈讨论，其中既有共识，又有争议。 

全球经济进入“亚健康”状态 

樊纲表示，不能说经济高增长就是健康。2007 年，中国经济增

长率达 14%。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通过刺激政策使经济增长率重

回 12%，但这是过热的、不健康的增长。如果政府能够接受像 6.5%

的增长率，在经济增长稳定的情况下，该增长率也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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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f JOHANSSON 表示，政界的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界的不确

定性，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缓慢增长。 

陈志武表示，经济政策发挥效果的周期较长，至少要几个月的

时间，因此短期内无法评估经济政策的效果。 

宫内义彦表示，日本境内，投资机会已相当少，所以私营部门

要向外看。 

全球经济亚健康要“治本” 

樊纲表示，在解决全球经济亚健康问题时，要像中医一样治本，

找出问题的根源。 

陈志武表示，自然增长应该主要靠基础体制方面的改革。中国

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干预空间和政府干预频率，让

市场通过自然需求带来自然增长。 

宫内义彦表示，国家未来不应只关注GDP的增长，同时也要关

注社会的安全和稳定，社会质量对人来说更重要。 

Leif JOHANSSON 表示，创新发展需要把教育做得更好。现阶

段的教育方式是让学生进入企业工作，但未教其如何创新或创业。

通过教育让创业家精神在年轻人身上生根发芽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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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红波表示，在国家层面，经济政策需要按照国情设计，没有

一刀切的解决方案。在全球层面，也需要整体性策略。例如，货币

政策单独没有办法促进经济的增长，需要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 

吴红波为全球经济亚健康开出四个药方：第一，加强投资；第

二，短期投资和长期政策相结合；第三，政策性协调；第四，国际

合作。 

对待多边主义不能“因噎废食” 

吴红波表示，多边组织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制定游戏规则。国家

间相互进行贸易，需要遵循一些标准。标准可能并不完美，可能尚

需进一步完善，但不能因噎废食。 

Leif JOHANSSON表示，多边协定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美国

政府反对多边主义，是因为美国足够大，但许多国家仍需通过双边

贸易协定得以生存。 

Leif JOHANSSON建议，东盟国家不应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与其他

所有国家的领导进行沟通，而应寻找一种更好的沟通方式。 

可持续发展需要机制改革 

吴红波表示，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指出，可持续

发展涵盖经济增长、社会公正和环境保护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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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支持可持续发展，同时指出，由于体制性的设置，如政

绩考核与 GDP 相关，可持续发展只是个抽象的概念，每个国家都在

谈论，但很少付诸行动。国家体制、机制需要进行相应改革，才能

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