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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

战略及“十二五”我国战略选择
1
 

 

曾 铮 

（长策智库全球宏观经济政策项目特约研究员） 

 

内容提要：“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和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为此，部分国

家和地区根据全球经济格局的新特点，制定了新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这些经济发展战略的

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在基本导向上却具有许多相通之处。其中，重振制造行业、探索新产业

革命、发展低碳经济、调整国内经济结构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为我国制

定长期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战略 

 

随着主要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强劲“反弹”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触底“回升”，世界经

济进入了缓慢“复苏”阶段，“后危机时代”也随之即将来临。面对“后危机时代”世界经

济发展的新特点，部分国家和地区在对先前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调整的基础上，纷纷制

定了新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些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必将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并决定了未来数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由此，科学界定“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

发展的重心和主题以及主要国家和地区相应的经济发展战略，分析其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战

略的启示，对于我国有效应对全球经济环境变化、科学制定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具有

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及主题 

 

“后危机时代”是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表现为世界经济在结构变动过程中的逐步复

苏。在这个阶段，由于金融危机带来了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世界经济的重心和主题也随之

发生改变。具体而言，“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及其主题的变化表现为以下三个

                                                   
1曾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长策智库全球宏观经济政策

研究项目特约研究员。zengzhengamr@gmail.com。作者感谢长策智库支持。本文为作者自身学术观点，

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立场，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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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 

（一）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将“回归”实体经济领域 

 相关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虚拟经济的发展超出了实体经济承受范围，是

产生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是金融深化

的必然结果。虚拟经济具有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的基本特征，它以

服务于实体经济为最终目的。随着社会信用的扩张，虚拟经济的规模迅速扩大，甚至超过了

实体经济。以美国为例，2007 年其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 30 倍。这种情况下，虚拟经济发

展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泡沫化”极为严重，成为导致本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之一。由此，“后危机时代”，通过金融体系“去杠杆化”挤压经济中的“虚拟泡沫”，使

整体经济发展重心回归实体经济，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一大特征。 

（二）世界经济结构将逐步“重塑”平衡状态 

全球经济失衡被认为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失衡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危机后必将难以为

继，世界经济结构将出现一次大的调整。而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支点在于各国经济结构的转

变，体现为各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由此，各国经济结构转变带来的世界经济重新平衡将

成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特征之一。 

（三）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将“催生”新一轮产业革命 

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看，人类应对经济危机并最终摆脱危机“后遗症”的方式有两种：

一是对外战争和国内革命，另一种是新技术革命。其中，实施新技术革命的社会交易成本较

低，是最为积极和有效的“去危机”手段。1857 年，以生产过剩危机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

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美、英及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企业在此次危机中纷纷破产。但

是，之后十年内，以电气化为核心的产业革命给资本主义国家注入了增长动力，使这些国家

迅速摆脱危机，走上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而 1929－1933 年的“大萧条”之后，以原子能、

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广泛应用为特征的产业革命的发生，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保

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了新的源泉。由此，经济危机往往伴随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而本

轮危机带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必将“催生”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 

（四）世界经济发展主题将锁定“低碳经济”和“绿色增长”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迹象趋于明显，以发展“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绿色增长”模式成为

世界经济发展新的“标准模式”，各国只有在这个基本模式框架中寻找符合本国的发展路

径，才能融入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促使本国经济良性发展。“低碳技术”可能成为“后危机

时代”新技术革命的主要方向。在“低碳技术”推动下，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创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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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新增长动力，寻求经济的“绿色增长”，将是“后危机时

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遵从的主题。 

 

二、“后危机时代”部分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简析 

 

根据“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特点，部分国家和地区都相应制定了新的经济发展

战略，在产业发展、技术革新和“低碳经济”等多个层次采取措施，以期尽可能在最短时间

内摆脱危机困扰，并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其中，美国、日本、韩国和欧盟委员会近期制

定的经济发展战略最具代表性。 

（一）美国的“新产业革命”战略 

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实行了短期经济刺激政策和长期经济促进政策相结合的经济战

略。其中，短期经济刺激政策的主要手段是财政援助和减税，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拯救危机

中的美国经济和创造社会就业。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同步实行了长期经济发展战略，该战

略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再工业化”战略；另一个是“新能源”发展战略。 

“再工业化”是奥巴马政府近期促进产业发展的主要战略方向，该战略主张重新提起对

国内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视，通过促进制造业高速增长，让美国回归实体经济，并力

图转向“出口推动型”经济发展方式。为此，美国政府主要采取了有效降低制造业成本和提

升制造业创新水平两方面的举措。在降低制造业成本方面，美国政府实施了降低制造业税收

负担、改革公共医疗保险制度以降低企业的医疗保险负担、减少管制和司法诉讼成本、实施

节能计划降低能源成本、鼓励创新投资及加强职业教育培训以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等具体

措施。在提升制造业创新水平方面，美国政府于 2009 年 8 月颁布了《美国创新战略：推动

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A Strategy for Innovation: Driving towards Sustainable 

Growth and Quality Jobs），主张通过重构国家创新基础，强化美国自主创新的基本要素；

通过鼓励发展有效创业的竞争市场，为创业和风险投资营造良好的环境，保持并提高美国公

司在全球创新领域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扶持重点行业（清洁能源、先进车辆和健康信息等）

的研发，推动战略性新兴行业的重点科研项目取得突破。 

发展“新能源”是奥巴马政府近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之一，投资发展“气候友好型能

源”（Climate-friendly Energy）是这个“重点”的核心。具体来说，美国政府的新能源

扶持政策的要义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在短期内（2010－2013 年），通过对“新

能源”电力企业提供信贷担保等资助，使美国国内新能源供应量增加一倍；第二，通过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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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能源”的个人、单位和地方政府实施补助，促进“清洁能源”的使用和能源效率的提

高；第三，长期内，美国政府将重点扶持清洁能源领域的创新活动，并决定在 10 年内投资

1500 万亿支持发展下一代新燃料和燃料基础设施；第四，通过实施“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

项目”（Cap-and-trade Program）限制化石能源使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鼓励和促进可

再生能源技术发展；第五，启动“重塑美国能源科学与工程学优势”教育计划（RE-ENERGYSE 

the American Workforce），通过提供奖学金、设立跨学科研究生课程，以及促进学术机构

和创新公司结成伙伴关系等措施，鼓励学生从事清洁能源领域的工作，以应对国家面临的

“能源危机”挑战。 

（二）日本的“新增长战略” 

早在 2006 年，日本就制定了“新经济增长战略”（New Economic Growth Strategy）。

而随着金融危机的来临和国际经济形式的变化，日本政府在 2008 年 9 月对这一战略进行了

调整。调整方向有两个：一是对 2006 年设定的 2015 年各项经济指标进行适时微调；二是重

新设计了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后的“新经济增长战略”可以简称为“两个战略，三个支撑”。

两个战略是：通过加强投资的集中度以改善国家资源利用效率，在“资源要素高价格时代”

树立全球“低碳经济”的典范；建立健全自主创新机制，提升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并实行

全球化战略，以获取更大的国际市场。为了实现这两个战略，日本政府制定了三项支撑政策：

一是调整经济结构，重构产业结构；二是重塑全球战略，深度获取全球市场，寻求经济持续

发展动力；三是以“面向未来”为导向，着重促进地方经济、中小企业、农业和服务业发展。 

2009 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逐步消退，世界经济即将进入“后危机时代”。针对这一

新的形势，在此前的“新经济增长战略”基础上，2009 年 12 月，日本政府“抛出”了旨在

确立危机后日本长期经济发展方向的“新增长战略”（New Growth Strategy）。虽然这个战

略的具体政策措施还在制定中，2010 年 6 月才正式对外公布，但是战略体系已经十分明晰，

并将成为日本未来 10 年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实施框架。“新增长战略”认为，“后危机时

代”是日本经济彻底摆脱“失去的十年”的绝佳机会，日本经济增长模式要从过去依靠公共

投资和遵从“市场原教旨主义”转向“需求引致型增长”模式。为此，日本政府将从利用国

内要素和扩大对外开放两个方面寻求经济增长动力。其中，在利用国内要素和促进国内产业

发展方面，日本政府将在环境和“新能源”产业领域投资 50 万亿日元，创造 140 万个就业

机会；在医疗和健康产业领域投资 45 万亿日元，创造 280 万个就业机会。在扩大对外开放

方面，日本政府将致力于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APEC FTAAP），并通过发展对外旅游业，进

一步提升日本在亚洲地区和亚太区域的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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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韩国的“绿色增长”战略 

2009 年 7 月，韩国公布了《绿色增长国家战略及五年行动计划》（Green Growth National 

Strategy and Five-year Action Plan），提出“绿色增长”的经济振兴战略，指出要发展

绿色环保技术和可再生能源，以实现节能减排、增加就业、创造经济发展新动力三大目标，

成为未来韩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纲领性文件。 

《绿色增长国家战略》提出，要在 2020 年前将韩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七大“绿色经济大

国”，2050 年成为第五大“绿色经济大国”。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韩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将遵从以下三个主题：一是防范气候变化，减少能源依赖；二是发展“绿

色经济”，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引擎；三是改善国民生活水平，提升国家经济地位。在三大主

题下，从 2010 年开始实施的《绿色增长五年计划》提出了十大经济举措。其中，针对第一

个主题，《计划》提出要从有效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和增强能源自

给能力以及提高产业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三个方面入手进行战略部署。针对第二个主题，《计

划》认为需要实施的具体措施是：积极培育和发展“绿色科技”，坚持传统产业“绿色化”

和创造新的绿色产业相结合，为绿色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产业结构基础，促进产业结构不断

优化升级。第四个主题涵盖了三方面的重大举措：一是实现土地和水资源“绿色化”，建设

绿色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二是倡导国民日常生活的“绿色革命”；三是通过各项举措，使韩

国成为“绿色增长”的“楷模”和“领袖”。未来五年，韩国将累计投资 107 万亿韩元发展

“绿色经济”，并将创造 156 万至 181 万个就业岗位。韩国政府还计划在大城市开展“变废

为能”活动，充分利用废弃资源，到 2012 年在全国建立起 14 个“环境能源城”，到 2020

年建成 600 个利用农业副产品实现能源 40%自给的“低碳绿色村庄”。此外，韩国政府还计

划在未来四年内拥有 200 万户使用太阳能热水器的“绿色家庭”。 

（四）欧盟的“2020 战略” 

制定于 2000 年的“里斯本战略”（Lisbon Strategy）是欧盟在 2000－2010 年实行的

基本经济发展战略。该战略旨在通过提高就业和创新水平，使欧盟在 2010 年前成为全球最

具竞争力的知识经济体。2001 年 6 月，在哥德堡举行的欧盟理事会为里斯本战略增加了另

一个重要内容－－环境问题，由此构成了以经济、社会和环境为三个支柱的“里斯本战略”。

由于“里斯本战略”实施初期效果不佳，2005 年欧盟对其进行了调整，以经济增长和就业

为优先目标重新启动了这一战略，并成为引领欧盟改革的政策框架。2008 年 3 月，根据全

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新情况，欧盟审议通过了“里斯本战略”的第二个三年实施规划

（2008-2010 年），重点在知识创新、商业环境改善、劳动力市场改革以及能源和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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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领域推动成员国深化改革，同时加强“里斯本战略”的对外开放，在全球化竞争中积极

寻求与别国市场的对接和开放。 

2010 年 3 月，通过系统评价“里斯本战略”实施效果，并判断“后危机时代”世界经

济的特征，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盟 2020 战略”（EU 2020 Strategy）的正式文本，作为

“里斯本战略”的接续，描述了未来 10 年欧盟的经济发展战略。该战略文本认为，“后危

机时代”欧盟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是通过高效使用资源和鼓励自主创新实现经济更加健康

和更为“绿色”的发展，而增加知识投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欧盟未来经济战略的主要

举措可以归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发展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依靠知识和创新增强发展数字经

济的潜力，通过知识增长创造产业附加值；二是提高就业能力，加快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减

少失业率，加强工作转换和就业培训，并形成鼓励企业家成长的环境；三是建设具有绿色竞

争力的经济，通过更有效地使用资源和能源、推进新技术的应用以刺激经济增长，创造新的

就业和服务，实现欧盟确定的环境和气候目标；四是建设“流动欧洲”（Flowing EU），加

强泛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鼓励成员国公民特别是年轻人自由流动，并通过在线服务和高

速互联网将欧洲连为一体。 

 

三、部分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对我国的启示 

 

“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将进入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时期。随着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和

国内经济增长“上行”动力的出现，我国经济很有可能进入新一轮的景气周期。但不可忽视

的是，我国经济社会还处于转型时期，经济结构问题突出，使得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存在诸

多不确定性。在制定“十二五”规划中如何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环境，确立近五年，乃至

更长时期内的经济发展战略将成为我国经济能否保持长期稳定增长的关键。上述国家和地区

在“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发展战略蕴含了丰富的“发展智慧”，萃取其精华可为未来我国经

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有益的借鉴。具体来说，借鉴美、日、韩、欧近期制定的经济

发展战略的相关导向和具体内容，以下四条启示可供我国制定未来长期经济发展战略所用： 

（一）推进传统产业“现代化”，开拓新兴产业领域 

“后危机时代”，上述国家和地区经济战略的重心之一是振兴本国制造行业。制造业的

振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加强技术革新，培育出新兴制造行业；二是实现对传统行业的“现

代化”改造，通过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引导其实现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提

升制造行业的生产效率。“后危机时代”，上述国家和地区把振兴制造业的关键环节定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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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而产业升级不是“喜新厌旧”，而是在现有生产技术逐步靠近世界“前沿技术边

界”的基础上，降低生产成本，保持产业优势；同时，积极研发新兴生产技术和培育新兴制

造产业。有鉴于此，“后危机时代”，我国整体产业优化升级的基本战略应该定位为，在保

持传统“重型”产业并促进其实现升级的基础上，开拓和发展新的产业领域。 

（二）调整内部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发展转型 

世界经济结构的失衡和主要国家经济结构的矛盾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

之一。因此，如何利用全球经济格局调整的机遇，通过国内经济结构的重构挖掘经济内在潜

力、实现经济持续发展是多数国家和地区“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战略共同关注的问题。在

要素投入结构方面，美国和韩国都提倡积极研发和鼓励使用“新能源”，以缓解环境资源约

束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在产业结构上，美国拟通过“再工业化”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协调

发展；在需求结构上，日本强调要注重平衡内需和外需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区域结构上，

日本政府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注重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协调和平衡。由此，利用危机后世

界经济格局调整的机遇，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是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未来经济发展战略共同关

注的问题。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战略也需要重视结构调整具体措施的安排和设计，为经济持

续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和持续动力。 

（三）探索新产业革命，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产业革命的核心和源头是科技革命，而科技革命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创造新的生产要

素和生产工具，摆脱现实要素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另一种是通过创造新的生产要素组合

和生产组织技术，提高整体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投入产出比。尽管本次危机后新

一轮产业革命雏形初现的迹象仍然不甚明显，但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展战略中已经探索出

几个可能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的产业领域。根据现阶段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科技攻关方

向，“新能源”技术可能是生产要素和生产工具领域产业革命的重点之一，而“物联网”技

术开发很有可能成为近期人类生产要素组合和生产组织技术层面产业革命的主题。以美国为

代表的发达国家已经将“新能源”和“物联网”列为其振兴经济的两大重点，并着手设计和

实施这两项技术的长期资助措施。由此，为了在可能发生的新产业革命中占据主动和制高点，

保持和提升国家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我国也应该在传统技术改造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并

从事这两个领域的技术革新。 

（四） 发展“低碳经济”，着力于“低碳技术”研发 

“后危机时代”，部分国家和地区不约而同的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作为经济发展战

略的主导方向。在实行“低碳经济”过程中，政策支持是实现“绿色增长”的重要动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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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国家和地区通过确立长期发展规划和目标来引导“低碳经济”发展，促使社会经济各方形

成统一预期；建立利益补偿机制，通过加大政府投入、政府补贴及奖励等多种形式，鼓励社

会投资参与“低碳产业”。而“低碳技术”是“低碳经济”的重要支撑，是“低碳经济”发

展战略的核心。欧盟、美国、韩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强调，要在“清洁能源”和“绿色技

术”领域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其中，太阳能技术、生物能源技术、轻水反应堆技术、燃料电

池技术、煤气化技术、碳捕获技术、低碳汽车技术及智能电网技术是“低碳经济”的内核技

术，必须集中研发和率先突破。只有加强“绿色技术”的研发，才能使“低碳经济”的发展

有稳固基础，也才能发挥“低碳经济”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四、 “十二五”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总体战略选择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将成为第一大贸易国，同时又面临着“中等收入陷

阱”的困境。“十二五”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机遇期与转型期，如何从“经济大国”

转变为“经济强国”将是“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针对世界经济新

的特征和各国经济战略调整，我国必须从以下四个层面把握总体战略重点： 

（1）深化制造产业发展，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十二五”时期，我国要

继续确立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并实现其转型升级。在保持传统制造业并促进其

实现功能和工艺升级的基础上，开拓和发展新兴制造业领域。 

（2）引导技术创新革命，从“引进吸收”转向“自主创新”。“十二五”期间，我国要

通过功能性产业政策和导向性产业政策并行实施，加速培育技术革命。一方面要加大重点战

略性新兴行业规划的制定，引导创新经济资源向新行业聚集；另一方面要形成有效的竞争市

场，为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环境。 

（3）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从“失衡增长”转向“平衡发展”。“十二五”期间，我国需

要重点加快要素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调整。要坚持市场适应性调整和制

度诱导性调整相结合，正确处理政府手段和市场手段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4）实施低碳经济战略，从“三高模式”转向“绿色模式”。“十二五”期间，我国实

现“绿色增长”的关键是建立一套适应“低碳经济”的保障体系。一要从国家层面制定低碳

经济发展战略，建立发展低碳经济的长效机制；二要加快低碳相关产业的发展，打造新的经

济增长极；三要建立低碳技术创新体系，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科技支撑；四要建立适合发展

低碳经济的政策法规体系和投融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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