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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

热钱流出或影响中国楼市

2014年世界经济会有一个
比较微弱的复苏，比2013年稍
微好一点，但好转的情况并不
太大。

如果美欧日不会有明显的
经济回升和好转，我们的终端市
场就不会有明显的增长。发达国
家要逐渐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
政策，甚至某种程度上未来的利
息要逐渐上涨，会对新兴经济体
产生巨大的影响。

明年1月份开始，每个月美
联储要少买100亿美元的国债。
会不会产生资本外逃，是不是
资本外逃会影响资产泡沫的破
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不会
影响中国的很多楼市，这都需
要密切观察。

这十年是经济全球化发展
最快的十年，中国是受益最大
的。受益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
则，我们可以保护自己的出口
利益，增长才很快。但这个问
题，从明年开始会遇到越来越
多的困难。以美国为首的发达
国家在签署一系列的规则，名

义上是在创造地区贸易的新的
结构和组织，实际上都是在某
种程度上要绕过WTO。在这个
背景下，可能未来的经济体要
在国际贸易上遇到比以前十年
更多的困难。

还有一个问题，新兴经济体
还有战略上的困难，比如今年中
央提出的比较大的战略，就是开
设丝绸之路新经济带的战略。也
就是说如何利用陆上的资源，打
通从陆上通往欧洲市场的道路。

这个事情如果完全落实，
一方面可以拓宽我们的市场，
另一方面可以开拓我们的投资
渠道。但是这个过程中遇到了
巨大的阻力，因为美国人开始
注意到中国向西发展的战略。
美国人明年要从阿富汗逐渐撤
军，然后会利用这些地区给中
国制造更多的不安定，整个西
部地区实际上是跟中东地区联
在一起的，这个地区有很大的
不确定性。在这些事情上，未
来都可能是我们要面临的严峻
挑战。

山东省社科院副院长郑贵斌：

蓝色已成最具时代特点的颜色

目前，四大战场激活和浇热
了海洋，分别是舆论战场、外交
战场、法律战场和军事战场。蓝
色海洋已经成为最具吸引力的
关键词之一，关注度非常高，蓝
色已经成为最具时代特点的一
种颜色。

此前，全国各省都在制定区
域规划战略，山东如何应对？进
入新世纪的山东，面临富民强省
新跨越的任务，怎么实现空间的
拓展？怎么实现经济的转型？我
们找到了蓝色经济的新路径，提
出了蓝色经济区的设想。这就是
蓝色经济提出的背景，蓝色经济
是山东的一张名片，也是山东对
全国海洋强国建设的最大贡献。

把海洋和陆地结合起来，是
蓝色经济区的鲜明特点，蓝色经

济区主要的发展形式就是蓝色
经济。为了推广蓝色经济的新主
张，一定要把海洋经济纳入到山
东的区域规划当中，重要理念就
是海陆统筹。

蓝色经济的发展，一个是深
蓝发展，一个是高端发展，一个
是绿色发展。深蓝是向远洋发
展、向远海发展，还有就是海陆
一体化和产业的融合。比如海洋
生物产业，陆地化养殖产业链，
海水利用，海水淡化、船舶制
造、海洋装备工程怎么形成产
业链，港口物流怎么和国际外
贸形成大产业链，这些都是深
蓝。高端，一定要有高科技支
撑。再就是绿色发展，保护好、
利用好我们的海洋，使资源得
到可持续利用。

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宿玉海：

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外贸发展

当前国际贸易的特点之一，
就是区域类贸易发展迅速，据
此，山东应进一步加快青岛申请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步伐。

今年5月份，山东省政府呈
报了建立青岛自由贸易试验区
的请示。与国内其他正在申建自
贸区的城市相比，青岛具备独特
的区位优势和中韩自由贸易区
的背景，优先获得批复的可能性
比较大。通过青岛自由贸易试验
区建设，加快山东对韩国等周边
国家和地区开放的步伐，并以此
带动山东外贸的发展。

以走出去带动外贸发展。根据
山东的比较优势，可积极开展出口
引致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对外
直接投资，带动山东省原材料、零
部件、设备等的出口。例如，随着我
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纺织业的国
际竞争力越来越小，现在我们可以

通过走出去带动外贸发展。比如，
在海外投资建立纺织厂，投资所需
的纺织设备、纺纱设备、服装面料
等中间投入品均可从中国进口。这
样，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带动我
国关键零部件和关键设备等制造
业产品的需求，当下这应是促进外
贸发展的一个可行战略。

要支持企业来培育外贸竞
争新优势。传统的优势刚才讲
了，劳动力、土地、环保、资金的
优势越来越少，我们怎么来培育
竞争的新优势呢？怎么来提高劳
动生产力呢？比如说要在品牌、
在技术、在质量、在服务方面来
做更多的投资、更多的努力，这
是十八大提出来的，在企业建立
海外营销渠道、创建品牌等方
面,山东省应出台更多支持政策,

帮助企业在传统优势减弱的情
况下，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市场官王帅：

真正的好战略是把小事做好

传统行业转型创新，不仅是
经济结构“偏重”的山东要考虑的
问题，整个中国制造都需要面对。

就拿阿里巴巴来说，其实
阿里巴巴刚做公司的时候也不
太懂什么是电子商务，我们只
是觉得这个社会有巨大的购物
需求，就开始做一个网站，能够
买东西、卖东西。但随之而来的
是支付问题，如何诚信支付？我
们就开始做支付宝，支付宝当
时的使命很简单，你敢用我就
敢赔。我们做了支付宝，忽然发
现物流跟不上。大家都知道，每
次淘宝要做活动，物流会爆仓，
每次“双十一”前，国家邮政总
局就会召集全国物流企业来应
对产生的巨大的包裹量，所以
我们必须做物流。我们一直是
在跟着问题去发展，遇到问题
解决问题。

本月初，我们22亿元投资海
尔集团拓展大件商品的物流，希

望联手打造一个平台，让中国的
制造业能够通过一个好的平台遍
布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

其实，不论是新行业还是
老行业，真正的战略是把小的
东西做好。真正的产业升级，首
先要问自己，你具不具备给别
人服务好的能力？这些东西很
多都是小的。传统行业和电子
商务的结合刚刚开始，我们认
为，互联网会为制造业带来新
的变化，以前是流水线制造，一
万个茶杯或者是衣服都是一样
的，但是现在的小孩，他肯定要
穿和别人不一样的衣服。比如
家电大规模的流水线的作业，
基本就那么几个样子，但是因
为互联网的数据对接，使按需
定制成为可能。我们和长虹合
作，比如说很小的一个冰箱，我
们会征集很多订单，然后再去
做，这样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积
压，卖得会很快。

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

经济繁荣要看企业利润率

一系列数据表明，中国经
济下行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未来不要再期望维持8%以上的
经济增长率，5%—7%的增长率
是合适的选择。

这一届中央领导人事实上
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对
中国经济没有盲目乐观。如果
企业都在赚钱，意味着经济处
在繁荣期，如果企业都不赚钱
了，说明经济开始下行了。这个
判断标准比什么都重要，看经
济是否还能保持繁荣，不要看
各种统计数据，要看一个个企
业是否还在赚钱，要看企业的
利润率。

外贸出口向来被称作中
国 经 济 发 展 的 三 驾 马 车 之
一 ，但 中 国 的 外 贸 出 口 基 本
上 到 顶 峰 了 ，再 往 上 跳 的 空
间 很 小 。中 国 出 口 企 业 面 临

四 大 挑 战 ，第 一 是 劳 动 力 成
本 上 升 ，第 二 是 人 民 币 不 断
升值，第三是税收不断攀高，
第 四 是 企 业 融 资 成 本 奇 高 。
这四大挑战决定了中国在全
球竞争的能力。

出口和投资都在下降，唯
一在涨的就是房地产，但是光
一个房地产能支撑中国经济多
少年？美国100年的时间房价只
涨了36倍，而中国，以上海为例，
房价是一年翻一番，十年翻了
多少？中国的高房价能维持多
久？

有调查显示，三线城市里
每个家庭平均有2 . 8套房，爷爷
奶奶有房、爸爸妈妈有房，现在
孩子结婚，你不给他买房，他找
个女朋友都难。若干年后，每个
家庭会有几套房？中国房价会
有跌的那一天。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

城镇化根本是解决农民需要

说到底，新型城镇化最终
是要解决好人的问题。以人为
本的城镇化，不是干锦上添花
的活，要做雪中送炭的事。

我走过许多城市和乡村，
看到的是最真实的城镇化发展
现状，中国城镇化水平上去了，
但也面临问题，千城一面，都是
高楼、宽马路和大广场。我们感
觉到，每个城市的生活并不是
十分方便，出门得开车，买东西
还贵。

这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城镇的发展模式和空间扩张
的问题，我们看到双向八车道
大马路在城里铺着，车走很方
便，人不方便，走天桥得走老远
才能过去，这仅仅是不方便的
部分细节。

往大了看，我们搞的是豪
华型城镇化，片面为了眼球。规
划馆、工业区建设、大量豪华地
产，能有的概念全容纳进来了，

让人仿佛置身于未来，全是一
味为改变而改变，并未精确计
算过为此要花费的大量公共成
本。解决了富人、精英的需求，
而忽略了广大中低收入人口，
特 别 是 农 民 需 要 的“ 雪 中 送
炭”——— 他们进城以后最直接、
迫切的需求。

中国的城镇化确实是世界
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有这么大
规模的人口城镇化。从2000年到
2012年，平均每年有2000多万人
进入城镇，这是前所未有的，但
只有真正解决了农民进城问题
才是城镇化的根本。

现在在城镇工作的农民，
挣了钱寄回家，在村里盖起了
大别墅，这些房子大部分闲置，
猪圈鸭棚鸡窝占据了很大的部
分，买的洗衣机因为闲置就用
来放大米，这是当下城镇化的

“纠结”。

主办：省委宣传部 省社科联 山东大学 齐鲁晚报
协办：山东省博物馆学会 山东博物馆 山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筹）

权威专家原汁原味的演讲，更能代表他们的思想。精心整理之后，我们在此为您
呈现参加“2013齐鲁大讲坛·对话高端”的六位省内外权威专家学者的核心观点实
录，希望这种原生态的形式，能解答公众对新一轮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疑惑。

【编者按】

宿玉海

王帅

郑贵斌

韦森

丁一凡

李铁

本版整理 本报记者 王赟 高扩 刘德峰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左庆


	A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