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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

温和复苏但风险犹存

多年来，作为观察世界经济的风
向标，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一直善于准确
把握世界经济形势，并对全球性趋势作
出前瞻性判断。本届年会也不例外，来
自近 100 个国家和地区约 2500 余名
政、商、学界精英，在达沃斯展开了一
场又一场把脉时局的“头脑风暴”。

种种迹象表明，世界经济正进入
温和复苏期。21 日，普华永道发布的
一项对全球 1344 名企业首席执行官的
调查结果显示，相信世界经济在未来
一年将转好的人数比例已经从去年同
期的 18%上升到 44%，而认为全球经
济 将 下 滑 的 受 访 者 则 从 28% 下 降 到
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
娜·拉加德 22 日在世界经济论坛官方
博客中发文指出，过去 5 年世界经济
已经规避了最坏的假设，世界经济复
苏已经恢复动力。

近几年来，欧债危机一直是年会
的重要议题。但从本届年会的日程看，
欧洲的关注度有所下降。这表明，经过
5年的危机洗礼，被债务高压的欧洲终
于开始摆脱衰退阴影。英国电信全球服
务首席执行官路易斯·阿尔瓦雷茨说，
欧洲经济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今年或
将出现温和增长。不过，英国新经济基
金会执行董事斯图亚特·华莱士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欧洲经济下行
风险依然存在，金融形势依旧脆弱，欧
洲经济要想恢复到危机前的产出和就业
水平尚需时日。

由于美国家庭去杠杆化基本结束
和财政紧缩的负面冲击逐渐消退，这个
全球头号经济体悄然加快了复苏的脚
步，与会者大多认为今年美国经济将加
速回升。美国前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
纳表示，他对美国经济的增长怀有信
心，美国经济正在走向可持续的扩张道
路。但他也认为，失业率下降还维持在
令人担心的低速率，而创造就业机会的
最大驱动力就是增长，因此要鼓励投资
到长期带来增长的领域，比如基础设
施、教育、科技研发等。

随着综合实力的上升，年会上有

关新兴经济体的讨论逐年增多。尽管
受到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影响，新兴
经济体去年整体面临“大减速”，但今
年增速触底回升迹象明显，有望继续
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拉动力量。在达
沃斯街头，南非打出了巨幅广告，阿
塞拜疆买下了移动公交广告位，尼日
利亚则在派发国旗绿围巾，其目的只
有一个——推广国家形象，扩大招商
引资。拉加德认为，新兴经济体作用
在日益增大，但也面临新的政策挑
战，未来应加强金融监管，更有效地
管理信贷周期和资本流动，为财政重
新提供操作空间。

中国经济：

韧性和活力再次凸显

去 年 ， 中 国 经 济 依 然 是 世 界 亮
点。中国经济成功应对多重挑战，在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等统筹施策
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稳中向好，稳
中有进，稳中提质。在国际金融危机
余波未平、世界经济尚待复苏和中国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这样一
张“成绩单”来之不易，再次验证了
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

在全球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
道的调查中，当被问及哪些国家对于今
年的增长最为重要时，有41%的企业首
席执行官认为是中国，高于美国的38%
和德国的14%。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盖
伊·赖德表示，中国已加速经济发展思
路上的转变，包括从投资导向型转向消
费导向型经济，并着重开发国内市场。
他说：“就中国而言，以可接受的水平
保持增长是非常重要的。全球经济需要
中国经济强有力、稳定和可预测的增
长。”而阿尔瓦雷茨甚至认为：“类似中
国这样的国家，或许我们不应该再将其
定义为‘新兴市场’，因为这一市场已
经兴起。现在更合适中国市场的概念是

‘高增长市场’。”
当然，也有与会者指出，随着中

国经济增长进入换挡期，经济结构面
临重大调整，亟须把改革的红利、内
需的潜力和创新的动力释放出来。赖
德认为，由于国土面积广袤以及在全
球经济中有着重要地位，中国面临着

与其他国家类似而又不尽相同的挑
战。在他看来，就业特别是为年轻人
创造就业岗位、确保公平享有增长带
来的效益以及环境的可持续性是中国
面临的三大挑战。

全球治理：

呼唤命运共同体意识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近
几年世界经济在困境中复苏艰难的状
况，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存在的
严重缺陷，对世界经济体系和格局的
调整完善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当前的全
球治理遇到了不少挫折，比如：国际金
融系统未能预判并阻止国际金融危机
的爆发；旨在推动全球减排的联合国气
候变化谈判一直步履蹒跚；多哈回合贸
易谈判旷日持久，突破艰难；与此同时
发达经济体却力推新的贸易标准和规
则，发展中国家担忧被更高的国际贸
易门槛拒于其外⋯⋯

世 界 经 济 论 坛 在 其 《2014 年 全
球风险报告》 中指出，全球治理问
题 是 关 注 度 最 高 、 最 核 心 的 问 题 。
在 诠 释 本 届 年 会 主 题 “ 重 塑 世 界 ：
对 社 会 、 政 治 和 商 业 的 影 响 ” 时 ，
世界经济论坛再次指出，当前全球
治理的问题在于，仍然以应对危机
为目的，而不是主动采取战略。“能
够应对跨领域挑战的全球治理架构
尚未正式建立。”

确实，从当前世界政治和经济力
量格局的变化情况看，若要“重塑世
界”，改进全球经济治理模式自然是题
中应有之意。拉加德强调指出，尽管
各国面临的现实各异，但需要提前防
范共同的挑战，国际社会需要通过二
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
他机制来加强合作。世界经济论坛则
认为：“高度互联的世界要求我们对问
题进行全面、系统地描述，制定统一
的政策，并克服孤立性思维。”由此可
见，本届年会的对话交锋，实际上已
蕴含了改善全球治理框架的思路：树
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
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
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
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重塑世界：来自达沃斯的声音

在明媚阳光的照射下，本来

就受暖冬影响的瑞士冰雪小镇

达沃斯似乎比2008年以来的每

一个年头都要温暖些。而在本

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会场内，

与会者信心的明显回升，同样也

释放出融融的暖意。

白雪皑皑的瑞士小镇达沃斯正经
历着一年中最繁忙热闹的一个星期。
从叱咤政坛的国家领导人，到驰骋商
界的企业精英，再到满腹经纶的权威
专家，这里一时间汇聚了来自世界各
地的数千名精英。然而，不论从哪个
角度衡量，这个深藏在大山窝里的小
镇似乎都很难同这场高级别的“思想
盛宴”联系在一起。

尽 管 达 沃 斯 论 坛 年 会 已 过 “ 不
惑”之年，但达沃斯依然是那个达沃
斯。整个小镇只有一条主街，每位与
会者都要穿过一条积雪成冰的小道才
能进入年会会场。每当会议大厅举行
全会时，往往人头攒动，各个角落都
站满了排队入场的人，稍不留意就会
发生“肢体冲突”。新闻发布厅更是一
个只有大约 50 平方米、根本不通风的
地下室，如果挤满记者，加上灯光一
照，整个房间就成了桑拿房，接受采
访的“大腕”个个都是满头大汗。

然而，对于数千名与会者来说，
即使交通再不方便、会场设施再简
陋，似乎都没有太大关系，这丝毫
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热情和兴致，因
为他们更加看重的是年会十足的含
金量和强大的影响力。在这里，请
的都是超一流的嘉宾，谈的都是重
大的全球性话题，提供的则是自由
发挥的平台。

作为一个以研究和探讨世界经济
领域存在的问题、促进国际经济合作
与交流为宗旨的非官方国际性机构，
达沃斯论坛自创立以来，一直长于审
时度势，每届年会都基于当时亟待解
决的矛盾设置议题、启发讨论。随着
国际格局的深刻演变，其关注点也逐
渐突破纯经济领域，扩展到更广阔的
社会、政治乃至安全层面。

对于主办方而言，为与会者提供
一个免受干扰、畅所欲言的交流平台
才是最重要的。达沃斯论坛创始人兼

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就曾说，论坛
年会并非决策会议，而是一个非正式
平台，供全球政商学界人士就影响世
界发展的最热门话题进行坦诚交流和
讨论。在这里，与会者可以随意挥
洒，毫无保留地谈出自己的见解和看
法；在这里，经常可以看到思想的碰
撞和观点的交锋。一道道“思想大
餐”和“精神盛宴”足以让每位与会
者都感到物超所值。阿里巴巴集团董
事局主席马云对此深有感触。尽管他
对往返达沃斯的交通满腹抱怨，但却
已 6 次与会，因为每届年会“总是能
够给我方向感”。

正如一位与会者所说，世界需要
一个像达沃斯论坛年会这样的场合，
让政治、经济、社会各界精英汇聚一
堂，让不同的利益攸关方听到对方的
声音。而达沃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一个很普通的瑞士小镇，却又是那么
的不普通。

达沃斯论坛年会魅力何在

在当前全球经济面对重大转折之际，世界经济论坛

将“拥抱破坏性创新”列为本届年会主要议题，是期望与

会者把脉变局，贡献创新突围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举

措。从与会者的发言中可以深切感受到，中国新一届政

府展现出的改革创新理念和举措，带给世界的是巨大启

示，传递给外界的是强大信心。

随着世界经济步入危机后的转型调整期，各主要经

济体都在加快创新转型。美国积极推进再工业化，欧盟

实施“欧洲 2020 战略”。新兴经济体正处在深刻的文明

转型过程中，从传统的农业文明走向现代工业文明，追赶

起步不久的信息文明时代。创新变局为新兴经济体的跨

越式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新的起点上，新兴

经济体更不能与历史机遇失之交臂，纷纷加快了变革创

新步伐。

破坏性创新的概念最早是由西方经济学大家熊彼特

在 1912 年提出的，他把创新视为不断从内部革新经济结

构，即不断破坏旧的、创造新的。基于对创新理论的深入

研究，熊彼特提出，经济分为“增长”与“发展”两种情况。

所谓增长，如果是由人口和资本的增长所导致的，并不能

称作发展，因为那样更像机械地累加。而发展则被定义

为“执行新的组合”，实现的是质变。这恰恰同中国政府

提出的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理念相契合。

国际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经济不景气，对

中国转型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倒逼压力和强劲的推进动

力。本届年会的与会者普遍注意到，面对寻求经济发展

模式深刻转变的历史性任务，“双轮驱动”的中国式创新

尤其令人瞩目。中国政府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大力推动科技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强有力的政

策引导下，近年来中国自主创新硕果累累，为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此基础上，中国还把创新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制

度层面，通过创新宏观政策调控方式，寻求“新组合”带来

的“新动力”。与会者不仅感受到中国政府改革创新的胆

识和决心，而且大多认为，这一波创新并非小修小补、小

打小闹，而是以市场化为方向、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宗

旨的制度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

必将为中国经济长远发展奠定牢固基础。

变革呼唤创新，创新推动进步。纵观历史，危机、调

整、复兴交替贯穿世界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国的改革

创新基于中国政府对全球大势和中国现实的深刻理解和

全面把握，不仅能够激发市场活力，释放内需潜力，驱动

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而且将反哺世界经济，增益

国际治理，为全球经济曲折漫长的复苏带来春天的讯息。

中国改革创新

令世界瞩目

中国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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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经济由“冷”趋“暖”、

全球治理仍面临复杂挑战的背

景下，本次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以

“重塑世界：对社会、政治和商业

的影响”为主题汇聚全球各路精

英，共同探讨重塑世界格局、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良策

与会者在询问论坛技术服务问题。

一位与会者正通过手机查询论坛信息。

与会者三五成群在交流。

被白雪覆盖的达沃斯小镇。被白雪覆盖的达沃斯小镇。

小镇建筑上随处可见论坛举办信息。

与会嘉宾在接受媒体采访。

两位与会者在对话。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吸引着全球各个行业的精英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吸引着全球各个行业的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