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訪談

李揚表示，導致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
「舊患未除」，「新憂又至」。因此，

世界經濟的恢復，不僅需要消除導致此次
危機的基本因素，還須消除救助危機過程
中所採用的非常規措施引起的副作用，但
目前這兩方面的進展都不樂觀。

全球經濟失衡美國要負主責
李揚表示，危機的原因可從實體經濟和

金融經濟兩個層面分析。在實體經濟方
面，危機就是全球經濟失衡的格局長期存
在且固定在一種狀態上，並愈演愈烈。全
球經濟失衡的主要表現就是一些國家長期
貿易逆差和債務積累，另一些國家則長期
貿易順差和債權積累，且這一狀況持續惡
化。美國自1971年出現戰後首次貿易逆差以
來，基本上沒扭轉過貿易逆差狀況，但長
期保持在佔GDP2%以內的安全區間。然
而，進入本世紀以來，情況日漸嚴重，該
比例在危機爆發前已接近至7%，因此，美
國對於全球經濟失衡難辭其咎。
對於將此現象歸咎於中國的「中國責任

論」，李揚指出，這是片面的。從歷史上
看，全球失衡的逆差方始終在美國一方，
而順差國則順次由不同國家擔當，包括最
早的日本、德國，之後的亞洲「四小龍」、
亞洲四小虎，及至中國。在這種長期失衡
格局中，美國處在強勢一端，它握有國際
儲備貨幣發行的權力，可通過發行儲備貨
幣等金融手段來彌補逆差。因此，
糾正全球失衡，美國須承擔主要
責任，並應該對其發展方式、經
濟結構和宏觀政策進行調整。
但是，美國並未這樣做。目前
美國採取的QE2（第二輪量化
寬鬆政策）及可能的QE3，
完全就是「禍水東引」的老
故事。因此，應對QE2的不
利衝擊，中國只能實行量化
緊縮。
這場金融危機的金融原

因，李揚指出主要表現為美
國金融業對實體經濟的疏遠
化、過度槓桿化和泡沫化，

監管缺失及不合理的國際貨幣制度。依托
目前「沒有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布雷頓森林
體系」，美國的危機迅速向全世界傳導。現
行的國際貨幣體系，本質上保留㠥布雷頓
森林體系那種以美元為主導的結構，但失
去了對儲備貨幣發行國的責任要求和政策
約束。近來關於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諸種
方案，其實質都是讓儲備貨幣發行國承擔
應有的責任並重新被套上「韁繩」。但如果
了解當年美國何以堅決拋棄布雷頓森林體
系，就知道這些方案均沒有可能實現。

中國須參與制定國際新規則
李揚強調，中國須積極參與國際新規則

的制定過程。「在當今世界上，中國處於
債權人地位上。債權人最需要的是有秩
序，守秩序，而且不能由別人制定秩序，
因此，我們必須參與國際經濟新規則的制
定過程，充分反映我們的利益與訴求。」
他表示，此次危機雖然暴露出發達經濟

體的金融發展存在過度的問題，但中國金
融改革的速度不會減慢，更不會停止。
「利率市場化，資本項目可兌換以及人民幣
匯率彈性化等，是國家『十二五』規劃中
最重要的市場化改革方略之一。」

問：香港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將
迎來哪些新機遇？
答：如同內地一樣，香港正處在一

個比較重要的轉折期。國際環境的變
化，特別是中美關係的變化，對香港
的經濟地位和未來發展方向，具有極
大影響。香港的經濟高度依賴內地，
既要因應變化，也要促成變化。目前
香港面臨的很多問題，歸根溯源其實
就是中美關係的問題，是人民幣與美
元的問題。
香港經濟依賴內地，金融聯繫匯率

制又使其在金融面上與美國聯繫在一
起，這種狀況，既有壓力也有機遇。
香港自身的發展，宜注重結合國家戰
略，比如在人民幣國際化方面。不久
前我訪問英國，英格蘭銀行行長對我
表示，英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離岸金融
中心，歐洲大陸的金融業不發達，其
大量高端業務在倫敦展開，成就了倫
敦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因此，英國
經濟的恢復，相當程度上依賴於歐洲
經濟的恢復進程，與離岸金融中心的
發展前景密切相關。他的這個判斷和
評論可為香港借鑒。內地的金融業不
如香港發達，但實體經濟非常強大，
香港若能配合大陸發展，便能實現雙
贏。

人民幣在港交易有利國際化
中央樂見香港加快步伐，積極爭取

成為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客觀地
說，香港得天獨厚的優勢，在包括上
海的內地城市中並不存在。依托已有
的國際通道，人民幣在香港交易，便
得以直接進入了國際體系，並爭取到
廣泛的國際投資者參與。香港的法律
體系是國際的，從業人員是國際的，
交易體系是國際的，創造的產品是國
際化且為國際投資界認可、接受和熟
悉的，這就是香港發展成為人民幣離
岸中心的優勢。利用這一優勢，一定
會使大陸與香港雙贏。
人民幣「走出去」是香港金融發展千

載難逢的好時機。香港若能積極穩妥發
展市場，加強融合，多展開一些溝通內
地與國際投資界關係的事，將大有作
為，並帶動其他領域，實現再一次繁
榮。香港進一步發展人民幣業務的真正
基礎，在於依托國際化的金融機制，創
造出合適的金融工具，吸引廣大的外國
投資者。透過香港推人民幣「走出
去」，目前已開了個好頭。在此過程中
須注意創造一個穩定機制，實現進出有
序，不要有太大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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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唐山鄉插隊。1984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研

究員，博士研究生。

■曾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社科院金

融研究所所長。

■2009年7月至今，任中國社科院黨組成員、副院

長，並任中國金融學會、中國財政學會和中國

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

問：近期通脹成為中國經濟最受關注的

話題，當前物價上漲的原因，是貨幣超

發？是成本推動？還是輸入性通脹？有人

認為，中國將迎來「長期通脹時代」？對

此您是否認同？

答：對於中國的通脹問題，應該關注四
個特殊、反常的問題：一是11月份CPI比
10月多漲一個百分點，其中卻有兩個百分
點歸因於農產品，但中國農業卻連續第七
年獲得大豐收；二是在漲價這一利益調整
中，消費者受到損失，但生產者未獲相應
利益，凸顯出市場組織、流通渠道存在嚴
重扭曲；三是國外農產品收購機構加入倒
賣者行列，國內機構也以國際市場的動態
來決定其收購行為和收購價格，國內外市
場強烈地相互影響；四是國內市場正向國
際大宗商品市場看齊，趨於「類金融
化」。
事實上中國實現了連續七年大豐收，且

在十三類農產品中，穀物、蔬菜、茶葉、
油料、禽蛋等十類是超產，有兩類是平
產，僅棉花是減產，總體上看是基本平

衡、略有過剩的形勢。依此判斷，物價總
水平不應有巨大變化，目前發生了暴漲，
主要是由不正常因素推動的。須知，農產
品的需求是剛性的，實體面上的供大於求
的平衡關係，最終會顯示出其強烈的制約
作用，不過，它很可能仍然以價格劇烈波
動的方式回歸。
貨幣政策顯然解決不了上述供大於求

條件下的價格暴漲問題，但價格不可能
長期處於高位。從歷史上看，近十幾年
來中國物價水平是最平穩的。與美國的
低儲蓄下的貨幣供應增長不同，中國的
貨幣供應是高儲蓄造成的。如果貨幣供
應增長與財政赤字或工資不斷上漲密切
關聯，便將產生真正的通脹壓力，但在
中國，目前這兩個情況都不存在。因
此，目前的中國不存在長期、持續通貨
膨脹的壓力。

中央盼貨幣政策 無大波動復常態
問：中央將貨幣政策基調由「適度寬鬆」

轉向「穩健」，這一政策調整有何深意？

怎樣應對第二輪美國量化寬鬆政策？當前

的財政政策依然維持「積極」，是否也要

回歸常態？

答：不要簡單地從「穩健」二字來判斷
貨幣政策的取向。「穩健」的提法已有多
年，從歷史上看，這個詞的內涵可以容納
擴張，亦可以容納緊縮。這樣看，「穩健」
一詞主要表達的是不希望有太大波動，希
望回歸正常，恢復常態，從危機狀態過渡
到正常狀態。它表達的是一種政策立場，
並不必然表明政策方向。
以「逆風向而動」為基本規則，貨幣政

策從緊、從鬆，還是中性，要看宏觀經濟
形勢的狀況，目前當然需要適當收縮。值
得注意的是，以往貨幣政策僅僅需要應對
國內目標，而今，國際因素日漸重要。只
要美國繼續採取擴張性的宏觀調控政策，
中國就很可能繼續緊縮，且對應關係也漸
漸密切，以量化對量化。
財政政策要看財政平衡狀況，要看實際

赤字的規模是擴大還是縮小。2010年的財
政政策其實是緊縮的。中國經濟的基本態
勢是供大於求，儲蓄大於投資。政府存款
是基礎貨幣的組成部分。政府存款增加，
意味㠥有部分政府的稅收通過央行變成貨
幣供應進入市場。這使得中國的貨幣供應
的產生機制、鬆緊含義以及調控機制等，
同那些儲蓄不足和財政長期赤字的國家有
根本性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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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揚指出，構成中國處在仍然大有可為
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基本要素依然存在，
不過，必須以上世紀七十年代日本的發展

經歷為戒。「回想上世紀七十年代，
美國的情況在變壞，歐洲的情況
向好，特別是日本正處於黃金時
期，套用一句現在的話就是『日
本當時處在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
機遇期中。』但當時的日本陶醉
於日圓升值的狀態，在國內炒股
炒房，到美歐買田置地，白白喪
失了戰略機遇；而美國堅定不移
地進行自我調整，直至八十年代
末出現新經濟，步入此後快速發
展的二十年。」
他表示，以高科技引領經濟結

構調整，並有很細緻具體的後續規定跟
進，是中央在國家「十二五」規劃中強調
的重點之一。「這關乎國家長治久安，必
須動真格的，日本當年就沒有進行這方面
的努力。」
李揚指出，以往國際經濟危機之後，都

會緊隨全球性債務重組，而每一次重組，
均使得發達經濟體在國際經濟和金融領域
中的核心地位進一步鞏固和強化。這一次
完全不同。如今深陷債務危機中難以自拔
的，是那些掌握㠥國際儲備貨幣發行權和
國際規則制定權的發達經濟體。他們被自
己呼喚出的惡魔纏身，非有新興經濟體的
援手不能解脫。因此，目前這次債務重
組，可能產生有利於廣大新興市場國家的
結果。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揚向香港文匯報指出，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衝

擊不能低估，未來五年甚至十年內，全球經濟很可能持續處於低速增長、劇烈波動，以

至多次探底的狀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領域與不同的機構，可能接續出現新問題。對

此，中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並制定了多種應對防範措施。目前，對應美國的量化寬鬆

擴張性政策，中國正實施「量化緊縮」政策予以對應。他並強調，中國應以上世紀日本

未能很好把握經濟騰飛後的整固機會為戒，不要錯失鞏固提升整體國力的戰略機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建華、楊帆、何凡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揚向香港文匯報指出，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衝

擊不能低估，未來五年甚至十年內，全球經濟很可能持續處於低速增長、劇烈波動，以

至多次探底的狀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領域與不同的機構，可能接續出現新問題。對

此，中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並制定了多種應對防範措施。目前，對應美國的量化寬鬆

擴張性政策，中國正實施「量化緊縮」政策予以對應。他並強調，中國應以上世紀日本

未能很好把握經濟騰飛後的整固機會為戒，不要錯失鞏固提升整體國力的戰略機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建華、楊帆、何凡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揚向香港文匯報指出，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衝

擊不能低估，未來五年甚至十年內，全球經濟很可能持續處於低速增長、劇烈波動，以

至多次探底的狀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領域與不同的機構，可能接續出現新問題。對

此，中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並制定了多種應對防範措施。目前，對應美國的量化寬鬆

擴張性政策，中國正實施「量化緊縮」政策予以對應。他並強調，中國應以上世紀日本

未能很好把握經濟騰飛後的整固機會為戒，不要錯失鞏固提升整體國力的戰略機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建華、楊帆、何凡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揚向香港文匯報指出，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衝

擊不能低估，未來五年甚至十年內，全球經濟很可能持續處於低速增長、劇烈波動，以

至多次探底的狀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領域與不同的機構，可能接續出現新問題。對

此，中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並制定了多種應對防範措施。目前，對應美國的量化寬鬆

擴張性政策，中國正實施「量化緊縮」政策予以對應。他並強調，中國應以上世紀日本

未能很好把握經濟騰飛後的整固機會為戒，不要錯失鞏固提升整體國力的戰略機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建華、楊帆、何凡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揚向香港文匯報指出，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衝

擊不能低估，未來五年甚至十年內，全球經濟很可能持續處於低速增長、劇烈波動，以

至多次探底的狀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領域與不同的機構，可能接續出現新問題。對

此，中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並制定了多種應對防範措施。目前，對應美國的量化寬鬆

擴張性政策，中國正實施「量化緊縮」政策予以對應。他並強調，中國應以上世紀日本

未能很好把握經濟騰飛後的整固機會為戒，不要錯失鞏固提升整體國力的戰略機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建華、楊帆、何凡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揚向香港文匯報指出，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衝

擊不能低估，未來五年甚至十年內，全球經濟很可能持續處於低速增長、劇烈波動，以

至多次探底的狀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領域與不同的機構，可能接續出現新問題。對

此，中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並制定了多種應對防範措施。目前，對應美國的量化寬鬆

擴張性政策，中國正實施「量化緊縮」政策予以對應。他並強調，中國應以上世紀日本

未能很好把握經濟騰飛後的整固機會為戒，不要錯失鞏固提升整體國力的戰略機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建華、楊帆、何凡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揚向香港文匯報指出，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衝

擊不能低估，未來五年甚至十年內，全球經濟很可能持續處於低速增長、劇烈波動，以

至多次探底的狀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領域與不同的機構，可能接續出現新問題。對

此，中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並制定了多種應對防範措施。目前，對應美國的量化寬鬆

擴張性政策，中國正實施「量化緊縮」政策予以對應。他並強調，中國應以上世紀日本

未能很好把握經濟騰飛後的整固機會為戒，不要錯失鞏固提升整體國力的戰略機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建華、楊帆、何凡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揚向香港文匯報指出，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衝

擊不能低估，未來五年甚至十年內，全球經濟很可能持續處於低速增長、劇烈波動，以

至多次探底的狀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領域與不同的機構，可能接續出現新問題。對

此，中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並制定了多種應對防範措施。目前，對應美國的量化寬鬆

擴張性政策，中國正實施「量化緊縮」政策予以對應。他並強調，中國應以上世紀日本

未能很好把握經濟騰飛後的整固機會為戒，不要錯失鞏固提升整體國力的戰略機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建華、楊帆、何凡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揚向香港文匯報指出，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衝

擊不能低估，未來五年甚至十年內，全球經濟很可能持續處於低速增長、劇烈波動，以

至多次探底的狀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領域與不同的機構，可能接續出現新問題。對

此，中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並制定了多種應對防範措施。目前，對應美國的量化寬鬆

擴張性政策，中國正實施「量化緊縮」政策予以對應。他並強調，中國應以上世紀日本

未能很好把握經濟騰飛後的整固機會為戒，不要錯失鞏固提升整體國力的戰略機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建華、楊帆、何凡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揚向香港文匯報指出，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衝

擊不能低估，未來五年甚至十年內，全球經濟很可能持續處於低速增長、劇烈波動，以

至多次探底的狀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領域與不同的機構，可能接續出現新問題。對

此，中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並制定了多種應對防範措施。目前，對應美國的量化寬鬆

擴張性政策，中國正實施「量化緊縮」政策予以對應。他並強調，中國應以上世紀日本

未能很好把握經濟騰飛後的整固機會為戒，不要錯失鞏固提升整體國力的戰略機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建華、楊帆、何凡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揚向香港文匯報指出，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衝

擊不能低估，未來五年甚至十年內，全球經濟很可能持續處於低速增長、劇烈波動，以

至多次探底的狀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領域與不同的機構，可能接續出現新問題。對

此，中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並制定了多種應對防範措施。目前，對應美國的量化寬鬆

擴張性政策，中國正實施「量化緊縮」政策予以對應。他並強調，中國應以上世紀日本

未能很好把握經濟騰飛後的整固機會為戒，不要錯失鞏固提升整體國力的戰略機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建華、楊帆、何凡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揚向香港文匯報指出，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衝

擊不能低估，未來五年甚至十年內，全球經濟很可能持續處於低速增長、劇烈波動，以

至多次探底的狀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領域與不同的機構，可能接續出現新問題。對

此，中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並制定了多種應對防範措施。目前，對應美國的量化寬鬆

擴張性政策，中國正實施「量化緊縮」政策予以對應。他並強調，中國應以上世紀日本

未能很好把握經濟騰飛後的整固機會為戒，不要錯失鞏固提升整體國力的戰略機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建華、楊帆、何凡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揚向香港文匯報指出，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衝

擊不能低估，未來五年甚至十年內，全球經濟很可能持續處於低速增長、劇烈波動，以

至多次探底的狀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領域與不同的機構，可能接續出現新問題。對

此，中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並制定了多種應對防範措施。目前，對應美國的量化寬鬆

擴張性政策，中國正實施「量化緊縮」政策予以對應。他並強調，中國應以上世紀日本

未能很好把握經濟騰飛後的整固機會為戒，不要錯失鞏固提升整體國力的戰略機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建華、楊帆、何凡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揚向香港文匯報指出，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衝

擊不能低估，未來五年甚至十年內，全球經濟很可能持續處於低速增長、劇烈波動，以

至多次探底的狀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領域與不同的機構，可能接續出現新問題。對

此，中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並制定了多種應對防範措施。目前，對應美國的量化寬鬆

擴張性政策，中國正實施「量化緊縮」政策予以對應。他並強調，中國應以上世紀日本

未能很好把握經濟騰飛後的整固機會為戒，不要錯失鞏固提升整體國力的戰略機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建華、楊帆、何凡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揚向香港文匯報指出，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衝

擊不能低估，未來五年甚至十年內，全球經濟很可能持續處於低速增長、劇烈波動，以

至多次探底的狀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領域與不同的機構，可能接續出現新問題。對

此，中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並制定了多種應對防範措施。目前，對應美國的量化寬鬆

擴張性政策，中國正實施「量化緊縮」政策予以對應。他並強調，中國應以上世紀日本

未能很好把握經濟騰飛後的整固機會為戒，不要錯失鞏固提升整體國力的戰略機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建華、楊帆、何凡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揚向香港文匯報指出，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衝

擊不能低估，未來五年甚至十年內，全球經濟很可能持續處於低速增長、劇烈波動，以

至多次探底的狀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領域與不同的機構，可能接續出現新問題。對

此，中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並制定了多種應對防範措施。目前，對應美國的量化寬鬆

擴張性政策，中國正實施「量化緊縮」政策予以對應。他並強調，中國應以上世紀日本

未能很好把握經濟騰飛後的整固機會為戒，不要錯失鞏固提升整體國力的戰略機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建華、楊帆、何凡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揚向香港文匯報指出，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衝

擊不能低估，未來五年甚至十年內，全球經濟很可能持續處於低速增長、劇烈波動，以

至多次探底的狀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領域與不同的機構，可能接續出現新問題。對

此，中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並制定了多種應對防範措施。目前，對應美國的量化寬鬆

擴張性政策，中國正實施「量化緊縮」政策予以對應。他並強調，中國應以上世紀日本

未能很好把握經濟騰飛後的整固機會為戒，不要錯失鞏固提升整體國力的戰略機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建華、楊帆、何凡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揚向香港文匯報指出，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衝

擊不能低估，未來五年甚至十年內，全球經濟很可能持續處於低速增長、劇烈波動，以

至多次探底的狀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領域與不同的機構，可能接續出現新問題。對

此，中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並制定了多種應對防範措施。目前，對應美國的量化寬鬆

擴張性政策，中國正實施「量化緊縮」政策予以對應。他並強調，中國應以上世紀日本

未能很好把握經濟騰飛後的整固機會為戒，不要錯失鞏固提升整體國力的戰略機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建華、楊帆、何凡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揚向香港文匯報指出，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衝

擊不能低估，未來五年甚至十年內，全球經濟很可能持續處於低速增長、劇烈波動，以

至多次探底的狀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領域與不同的機構，可能接續出現新問題。對

此，中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並制定了多種應對防範措施。目前，對應美國的量化寬鬆

擴張性政策，中國正實施「量化緊縮」政策予以對應。他並強調，中國應以上世紀日本

未能很好把握經濟騰飛後的整固機會為戒，不要錯失鞏固提升整體國力的戰略機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建華、楊帆、何凡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揚向香港文匯報指出，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衝

擊不能低估，未來五年甚至十年內，全球經濟很可能持續處於低速增長、劇烈波動，以

至多次探底的狀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領域與不同的機構，可能接續出現新問題。對

此，中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並制定了多種應對防範措施。目前，對應美國的量化寬鬆

擴張性政策，中國正實施「量化緊縮」政策予以對應。他並強調，中國應以上世紀日本

未能很好把握經濟騰飛後的整固機會為戒，不要錯失鞏固提升整體國力的戰略機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建華、楊帆、何凡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揚向香港文匯報指出，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衝

擊不能低估，未來五年甚至十年內，全球經濟很可能持續處於低速增長、劇烈波動，以

至多次探底的狀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領域與不同的機構，可能接續出現新問題。對

此，中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並制定了多種應對防範措施。目前，對應美國的量化寬鬆

擴張性政策，中國正實施「量化緊縮」政策予以對應。他並強調，中國應以上世紀日本

未能很好把握經濟騰飛後的整固機會為戒，不要錯失鞏固提升整體國力的戰略機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建華、楊帆、何凡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揚向香港文匯報指出，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衝

擊不能低估，未來五年甚至十年內，全球經濟很可能持續處於低速增長、劇烈波動，以

至多次探底的狀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領域與不同的機構，可能接續出現新問題。對

此，中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並制定了多種應對防範措施。目前，對應美國的量化寬鬆

擴張性政策，中國正實施「量化緊縮」政策予以對應。他並強調，中國應以上世紀日本

未能很好把握經濟騰飛後的整固機會為戒，不要錯失鞏固提升整體國力的戰略機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建華、楊帆、何凡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揚向香港文匯報指出，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衝

擊不能低估，未來五年甚至十年內，全球經濟很可能持續處於低速增長、劇烈波動，以

至多次探底的狀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領域與不同的機構，可能接續出現新問題。對

此，中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並制定了多種應對防範措施。目前，對應美國的量化寬鬆

擴張性政策，中國正實施「量化緊縮」政策予以對應。他並強調，中國應以上世紀日本

未能很好把握經濟騰飛後的整固機會為戒，不要錯失鞏固提升整體國力的戰略機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建華、楊帆、何凡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揚向香港文匯報指出，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衝

擊不能低估，未來五年甚至十年內，全球經濟很可能持續處於低速增長、劇烈波動，以

至多次探底的狀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領域與不同的機構，可能接續出現新問題。對

此，中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並制定了多種應對防範措施。目前，對應美國的量化寬鬆

擴張性政策，中國正實施「量化緊縮」政策予以對應。他並強調，中國應以上世紀日本

未能很好把握經濟騰飛後的整固機會為戒，不要錯失鞏固提升整體國力的戰略機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建華、楊帆、何凡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揚向香港文匯報指出，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衝

擊不能低估，未來五年甚至十年內，全球經濟很可能持續處於低速增長、劇烈波動，以

至多次探底的狀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領域與不同的機構，可能接續出現新問題。對

此，中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並制定了多種應對防範措施。目前，對應美國的量化寬鬆

擴張性政策，中國正實施「量化緊縮」政策予以對應。他並強調，中國應以上世紀日本

未能很好把握經濟騰飛後的整固機會為戒，不要錯失鞏固提升整體國力的戰略機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建華、楊帆、何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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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揚與英格蘭銀行行長金恩會面。

日本前車之鑒 中國應把握機遇增國力

長期通脹壓力
中國目前並不存在

在中國社科院大樓李揚副院長辦公室裡，
幾縷暖陽投射屋內，數棵小小的綠樹生機盎
然，與窗外寒風中的萬木蕭疏形成鮮明對
比，恍若強勁復甦的中國經濟與景氣低迷中
的國際金融形勢。從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源，
到後危機時代的應對，從內地通貨膨脹的爭
論，到人民幣國際化給香港帶來的機遇⋯⋯
李揚縱論熱點，剖析爭議，言談間處處折射
出中國這位高級智囊的理性和自信。

師承多位著名經濟學者
出身教師之家的李揚，是粉碎「四人幫」

之後的七七屆學生。他曾經當過農民、建築
工人，文化大革命接近尾聲時還參加過工農
兵學員高考，成績在全市排名第二。若非陰
差陽錯，他所學的專業將會是建築。
在安徽大學，李揚遇到一位名叫滕茂桐的

教授，這位教授師承中國經濟學泰斗陳岱
孫，畢業於牛津大學，還當過國民黨中央銀
行信貸科科長和南開大學教授。這位滕老師
對李揚影響很大，在他報考碩士研究生時，
建議他選擇當時地位不高、但在市場經濟學
中最有前途的金融學。在滕教授推薦下，李
揚還先後師從復旦大學陳觀烈教授和人民大
學王傳綸教授專攻金融學和財政學。這兩位
教授分別畢業於哈佛大學和格拉斯哥大學，

因而使李揚受到比較系統的經濟學訓練。

倡改匯率表述獲中央接納
如今，李揚在中國金融界舉足輕重。2003

年，中國受到世界各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
力，同年9月，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的斯諾訪華
在即，中央積極應對，將一份文件徵求意見
稿送至李揚所在的社科院金融所，李揚隨即
率眾反覆討論，建議改變人民幣匯率的表
述，並親自向中央決策者陳述意見，獲得採
納。當溫家寶總理會見斯諾時，便第一次提
出了「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
的基本穩定」。吸納李揚等專家建議的這一表
述，從此成為官方有關人民幣匯率的標準用
語。此外，在諸如CIC的創建、美元劇烈波
動條件下的中國外匯儲備管理等眾多金融改
革和發展領域，李揚的研究和建議均有一定
的貢獻。
在中國，有小部分人總是以西方經濟學

家馬首是瞻，貶低中國經濟學人。李揚認
為，如果用理論成果是否被正統西方經濟
學吸收，以及是否在國際上「前10名」的
雜誌上發表過論文作衡量，中國的情況令
人沮喪。但若論解決問題、教育群眾、推
動經濟發展，中國經濟學家們與西方同行
相比毫不遜色。

中國經濟學家不遜西方同行

■李揚與OECD
秘書長葛利亞。
■李揚與OECD
秘書長葛利亞。
■李揚與OECD
秘書長葛利亞。
■李揚與OECD
秘書長葛利亞。
■李揚與OECD
秘書長葛利亞。
■李揚與OECD
秘書長葛利亞。
■李揚與OECD
秘書長葛利亞。
■李揚與OECD
秘書長葛利亞。
■李揚與OECD
秘書長葛利亞。
■李揚與OECD
秘書長葛利亞。
■李揚與OECD
秘書長葛利亞。
■李揚與OECD
秘書長葛利亞。
■李揚與OECD
秘書長葛利亞。
■李揚與OECD
秘書長葛利亞。
■李揚與OECD
秘書長葛利亞。
■李揚與OECD
秘書長葛利亞。
■李揚與OECD
秘書長葛利亞。
■李揚與OECD
秘書長葛利亞。
■李揚與OECD
秘書長葛利亞。
■李揚與OECD
秘書長葛利亞。
■李揚與OECD
秘書長葛利亞。
■李揚與OECD
秘書長葛利亞。
■李揚與OECD
秘書長葛利亞。
■李揚與OECD
秘書長葛利亞。
■李揚與OECD
秘書長葛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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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揚向香港文匯報指出，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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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多次探底的狀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領域與不同的機構，可能接續出現新問題。對

此，中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並制定了多種應對防範措施。目前，對應美國的量化寬鬆

擴張性政策，中國正實施「量化緊縮」政策予以對應。他並強調，中國應以上世紀日本

未能很好把握經濟騰飛後的整固機會為戒，不要錯失鞏固提升整體國力的戰略機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建華、楊帆、何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