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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关键时刻，贯彻落实中央政府新常态一
系列改革举措就越要自觉。应当保持足够的
战略定力，也就是说除非是出现大的经济危
机或者金融危机，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不动摇。

显然，中国无意这样做，而美方虽然动作

不断，但也远未到摊牌的时候。此时中国政府

的一个重要表态是很有战略眼光的，那就是中

国不会因为贸易纠纷就打断自己改革开放的进

程。这是非常明智的。这个态度实际上就是不

希望贸易纠纷打断自身的改革开放进程。具体

来说，原因至少有两点。

一是如果说现在的贸易争端本质上是经济

全球化规则之争，那么中国只有在进一步扩大

开放中才能参与这个博弈，并且发挥自己的力

量。二是看待贸易争端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也要

跳出贸易纠纷来看，中国经济自身的问题，有

的与美国有关系，但主要的恐怕和美国没有太

大关系。

相反，由于贸易纠纷对经济的影响，我们

更应该警惕回到老路上去，为了保增长，继续

恶化原来的问题。比如金融去杠杆，同时我们

又面临实体经济的货币信贷过紧，出现质疑去

杠杆的声音。那么还要不要坚持金融去杠杆？

如果放弃了这一条，那么势必就回到了高债务

支撑高速度的老路上去。

这条老路还能走下去吗？答案显然是否定

的。最近市场流传出一份湖南省常德市政府在

6月 22 日召开的化解政府债务的专题会议内容

纪要，内容真假先不判断，但部分地方政府债

务状况恶化是不争的事实。据统计，2018 年全

年地方政府债到期量为 8389 亿元，较 2017 年的

2400 亿元大幅攀升。还本付息的压力之大可想

而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采取“置换”手段。

“置换”其实是以中央政府信用作为担保的，

也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否则银行系统也会

受到很大影响。这争取了时间，但这样的时间

显然是留给改革的，不是为了再来一次高举债

的高速度。

因此，越是关键时刻，贯彻落实中央政府

新常态一系列改革举措就越要自觉。应当保持

2018年注定是风云激荡、充满挑战的一年。

中美贸易争端虽然无法解释事情的全部，但已

经足以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

经济体系互动和融合的历史。国与国之间的贸

易纠纷，首先当然是利益纠纷，但因为美国的

特殊地位，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

的经济纠纷又不能完全从具体利益角度来解释。

虽然若隐若现，但这样的纠纷有可能上升

为体制和模式之争。这是我们在看待当前中美

贸易争端的时候需要格外留意和关注的。如果

是局限于经济全球化规则的分歧和博弈，那还

是有很大的谈判余地。事实上，无论中国还是

美国都看到了最近一轮的经济全球化的问题所

在，只不过因为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

但毕竟在可以讨价还价的范围之内。而如果上

升为体制和模式之争，那可能就意味着动员全

部国家资源的一场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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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保持战略定力
关键时刻，



21MEGA FINANCE   2018  07

同时对于国内各类政府补贴也要及时清理，尤

其是按照 WTO 协议和国内上位法进行规范，

可以考虑进行合适的缩减。

而无论是何种所有制性质的企业，一个基

本要求是“现代企业”。今年中央领导人几次

提到国有企业要建成现代企业，这是有深意的。

“现代企业”是进行国际经济竞争和规则博弈

的基础，这和企业是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道理

是一样的。对国有企业，现在的问题是方向十

分明确的改革也要搞试点，也要层层审批，有

时候这种审批其实是推卸责任或者说怕担责任。

“方向十分明确”，意思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

使用权、经营权分离，国有资本所有权属于国家，

但国有资本的使用权是企业，国有资本的经营

权应该是企业家。把企业家变成搞经营都要层

层汇报请示的“干部”，这就与十分明确的改

革方向不符，应当纠正过来。

“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贸易纠纷应

当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自己要做的事情，而不是

重压之下回到老路上去。

足够的战略定力，也就是说除非是出现大的经

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不动摇。正如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

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最近指出的：我们

的问题在哪里搞清楚了，才能解决经济形势怎

么看的问题，才能知道应该干什么。如果以为

仍处于高增长阶段，就会不遗余力、不惜代价

保增长，就会犯历史性错误。出发点错了，以

后的事，都会错。

在中美贸易纠纷的背景下，供给侧改革的

重要意义也凸显出来。以前我们很少从国际视

野来看待这个改革，其实这个改革对中国进一

步开放也很重要。40年前和 40年后中国经济对

世界的影响不是一个量级的，如今中国经济的

体量太大了，问题的性质就会变化，比如强大

的制造能力带来的产能过剩，巨大的消费能力

对国际市场供需格局的影响等。这也是中国输

出通胀言论一直存在的基本原因。实际上，中

国制造的出口主要是可替代性很强的低端制造，

我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应对被替代的

需要，也是扩大自身内需驱动力的要求。

因此，贸易纠纷也是我们推进改革的契机，

尤其是市场化改革。如今的规则之争，归根到

底是市场经济之争。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

说法是“公平竞争”。对此，我们应当认真研

究，有的必须反驳回去，坚持自己的立场，比

如强制性转移技术，其实过去多年我们常常总

结的一条教训恰恰是市场为什么没有换来技术。

而对于政府介入市场和企业的问题，则需要仔

细梳理，应当承认我们的市场化改革还不够。

贸易纠纷给了我们一个系统布置和推进市场化

改革的机会。

比如说政府采购的公平，中国于 2008 年 1

月签署了加入GPA的申请书，并向WTO秘书

处递交了初步出价清单。可以预计，中国将加

入 WTO 的《政府采购协议》（GPA）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