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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来3波唱衰小高潮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改
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经济迅速
起飞。然而，由于政治体制和经济
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在外界尤其是
西方国家看来，中国是一个“另
类”，并且中国玩的那一套“不靠
谱”。这种从根本上存在的认识偏
见，成了日后不绝于耳的唱衰中国
经济论调的原点。

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进入
上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经济吸引
了全球关注。大约也正是在那一时
期，针对中国经济的各种唱衰论调
开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比
较“重量级”的要数1990年卸任英
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

1991年，撒切尔夫人访华期
间，曾与中国领导人就市场经济问
题爆发争论。她当时说，社会主义
和市场经济不可能兼容，社会主义
不可能搞市场经济。然而，在翌年
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明确提出中
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让撒切尔
夫人十分吃惊，此后她几乎再未就
此话题说三道四。

如果说铁娘子还只关心制度
层面的问题，那么她之后不断涌现
的唱衰中国的后辈们，则更加关注
中国的经济数据和市场表现，并以
此来“黑”中国经济。1992年之后，
中国经济一改前两年的低迷表现，
迅速走上高速增长的快车道，随之
产生了通货膨胀等问题，当时外界
有关中国经济将“硬着陆”的说法
层出不穷，不过，经过及时调整和
治理后，到1996年，中国经济成功
实现了“软着陆”。

但紧接着1997年爆发的亚洲
金融危机，又使中国进入通货紧缩
通道，为了稳定中国和亚洲经济，
中国通过人民币不贬值等举措，顶
住压力并渡过难关。在此期间，也
出现了第一波比较集中明显的唱
衰中国论调。

进入21世纪后，走出亚洲金融
危机的中国进入新一轮高增长时
期。然而，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和
国际投行却各怀鬼胎，要么无视中
国经济数据，武断地宣称中国经济
将面临长期负增长，甚至会有崩溃
的风险，要么无端唱衰中国A股市
场，借此抄底牟利。到2008年全球
金融危机之前，形成了第二波唱衰
中国经济的小高潮。

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也对中国
造成不小影响，但此后以中国为代
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
新引擎。然而，唱衰的声音虽有所减
弱却从未消失。特别是去年以来，新
兴经济体受自身结构调整和全球经
济低迷的影响，相继出现经济增速
放缓，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
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这被那些“黑
客”们认为是中国经济不行了的表
现，于是就有了第三波唱衰潮。

那些唱衰中国的“专业户”

我们不妨看一下这20多年来
唱衰中国经济的主要是哪些人。美
国人保罗·克鲁格曼，这位2008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经成功预
测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
正是他近年来不时发出“中国经济
要崩溃”的论调。

他口中的“中国崩溃”，似乎是
建立在其“看不懂”中国经济数据
的基础之上。2011年12月，克鲁格
曼在《纽约时报》发表《中国经济会
崩溃吗？》一文，指出中国“一系列
典型的经济泡沫迹象也一并显
现”，“金融体系泡沫开始破灭，金
融经济危机并非危言耸听”。

他声称“并不乐意参与关于中
国经济局势的讨论”，原因在于，他
认为“各国统计数据都像是科幻小
说，而中国的统计数据更是有过之
而无不及”。他依据对居民消费水
平、房地产市场和信贷体系表现的
分析，得出了“中国处在经济危机
发生前夕”的结论。

时隔两年，克鲁格曼又在《纽
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国碰壁》的文

章，除了对中国经济数据老调重弹
之外，他还妄言“中国的整个商业
运营方式，以及推动中国经济30年
来迅猛发展的经济体制，都已经达
到了极限”，进而声称“中国遇到了
大麻烦”。

在唱衰中国的道路上，克鲁格
曼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作为成功
预测了2008年次贷危机的经济学
界新星，被冠以“末日博士”之称的
美国人鲁比尼，素来强力看空全球
经济，去年底更对中国经济表态
称，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在2016年
进一步放缓至5 . 6%，远低于市场
各界预估的7 . 5%水平。换句话说，
在鲁比尼看来，中国经济将加速探
底，甚至存在“硬着陆”的风险。

其实，克鲁格曼也好，鲁比尼也
罢，他们分析中国经济的角度可能
不同，但得出的结论却大差不差。即
便如此，这些所谓的结论也并不新
鲜，甚至不够“劲爆”。在他们之前，
2002年时，两位美国教授——— 匹兹
堡大学的托马斯·罗斯基和麻省理
工大学的莱斯特·瑟罗——— 就曾妄
言中国经济将面临长期负增长。

然而，此后中国经济的表现，
可谓啪啪地打了二位教授的脸。从
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一轮高
增长周期，2 0 0 7年GDP增速达
14 . 2%，2013年，中国GDP总值已
突破56万亿元人民币。

谨防“乌鸦嘴”的负面效应

面对层出不穷的“乌鸦嘴”们，
连西方国家的一些专家学者都看
不下去了，纷纷站出来予以驳斥。

2013年，美国耶鲁大学杰克逊
全球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史蒂
芬·罗奇就直言，一些人患上了“中
国崩溃综合征”，这种“疾病”似乎
每隔几年就会困扰那些经济和政
治观察人士。他强调，“中国经济不
但远不会崩溃，反而正处于一个关
键的转折点，相信中国经济结构调
整的车轮将继续前行。”罗奇说，

“唱衰中国经济”论调纯属假警报，
它们都是基于一些不太全面的数
据来评估中国经济前景。

2014年5月，美国高频经济信
息社创始人兼首席经济学家卡尔·
温伯格在《华尔街日报》发文称，唱
衰中国的故事也许能带来相关书
籍的大卖，但好的故事并不一定都
是精确的分析。虽然中国经济增速
在30多年来有3次放缓，但自1979
年以来，中国经济从未出现过萎
缩。西方国家应该关注未来如何在
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里找到自己
的正确位置，而不是坚持认为中国
的现代化进程将很快以失败告终。

今年3月,南京大学中国南海
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峰
撰文指出，近期新一轮唱衰中国的
论调，和2001年美国华裔律师章家
敦抛出“中国崩溃论”不同的是，这
一轮鼓噪者中多了几个知名学者，
如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美
国传统基金会东亚问题高级研究
员奥斯林等。然而，这些论调并没
什么特别之处。

在朱峰看来，有三种“唱衰中国
论”：章家敦式的“唱衰中国论”完全
暴露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偏
见和私利，奥斯林式的“唱衰中国
论”是基于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
霸权利益，而沈大伟式的“唱衰中国
论”体现的则是美国的中国研究界
长期以来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负
面论调的不断累积，会对国内外市
场和投资者的信心带来负面影响。
近日，龙洲经讯首席经济学家阿纳
托莱·卡列茨基就在《世界报业辛
迪加》撰文说，应该当心各种怀疑
论者的声音反过来改变现实，即损
伤人们对中国政策的信心。中国正
在进行复杂的经济转型，在此期
间，获得国际投资者乃至本国公民
和企业的信任尤为重要。

唱衰中国的论调好似伴随中
国经济的“成长的烦恼”，在未来很
长一段时间里都很难挥去，对此，
我们一方面要用自身经济发展来
反驳这些论调，但另一方面也要时
刻警醒，凝聚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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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国家统
计局公布了前三季度
经济数据，其中GDP同
比增长6 . 9%，是自2009
年第二季度以来首次
降至7%以下。

此前一天，习近平
主席在接受路透社采
访时表示，一个国家经
济增长有快有慢是正
常的，不能说只能加速
不能减速，这不符合经
济规律。中国同国际市
场密切关联，全球经济
情况总体偏弱，中国不
可能独善其身。

然而，每当中国经
济出现波动时，外界总
是会出现“唱衰中国”
的各种论调。从上世纪
9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
与 市 场 经 济 无 法 兼
容”，到进入21世纪后
的“中国经济衰退论”、

“A股崩盘论”……如
今，当最新的中国经济
数据出炉时，此类论调
又重出江湖。尽管这些
唱衰者的预言总是被
中国经济随后的高速
增长所证伪，但我们也
不能完全无视其负面
影响。

□本报记者 赵恩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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