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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对中美经济比较

与互动的判断
Ａ

李钢
１

李欧美
２

１

中 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２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摘 要： 《中国经济学人》 已经持续针对经济学人进行 了 ８次问卷调查 ， 本次问卷

调查聚焦 于 中美经济的比较与互动 。 问卷调查结果显 示 ， 经济学人对 中 美经济总体

持乐观态度 。 被调查者认为 ， 中 美产业 竞争力的构成要素禀赋差异明显 ，
美 国在人

才储备、 创新能 力 、 社会制度 、
工业体系完整性和融资 可得性五个方 面实力领先 ，

但成本成为其竞争力提升的最 大障碍 ；
而 中国在基础设施 、 成本竞 争力和政府推动

力三个方 面实力领先 ， 但技术能 力不足成为其竞 争力提升的最大障碍 。 被调查者

认为 ，今后２０年 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为 ５ ． ２％ ， 美 国为 ２
．

４％ ； 在２ ０３４年左右 中国经济总

量将会与 美 国持平 ， 但 需要 ６０年以上 中国才会与 美国人均ＧＤＰ持平 ， 中 国制造业在

２０４５年左右技术水平会与 美 国相 当 。
６２％以上的经济学人认为特朗普新政 可以有效

促进美 国制造业 回流 ，
其对特朗普

“

百 日 新政
”

评价平均分为 ７Ｓ分 。
６ 〗％以上的经

济学人认为 中美之间不可能爆发严重贸易 战 ， 其普遍认为 中美之间合作与 竞争并

存
， 中美 贸易 的增长空间较大 。 调查显示 ，

相比美国 ，被调查者对 中国债务 可持续

性的信心吏强 。

关键词： 中美互动 ； 中美贺易 ； 中美合作 ； 竞争力 ？

， 特朗普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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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解 经 济 学 家 对 中 美 产 业 竞 争 力 的 认 一

、对中美经济发展及产业竞争力现
识和看法 ，

２０ １ ７年 ５ 月 ９
一

１ ８ 日
，
我们面 向 Ｃ ｈ ｉ ｎ 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经济学家数据库和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微

信公众号数据库用户发放问卷调査 。（

一

） 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复苏更显乐观

本次调查共 回 收有效问卷 １ ３ １份 ，其中受访者全球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 ， 以 中美两国为代表

超过半数 （ ６９ ．
２％ ）来 自大学院校 ，

约 １４％来 自科研院的世界各大经济体在震荡 中缓慢复苏 。在调査 中 ，

所 ，还有
一

部分来 自 企业和政府机关等单位 。填写对美 国经济的看法是 ： ６ ７名经济学家认为美 国经

受访者所在地区的问卷共 １ ２７份 ， 从参与调査的经济已经度过发展低谷 ， 目 前处于向上增长的态势 ，

济学家的地区分布来看 ， 东部地区占 ７０
．
１％ ， 中部地

区占 
１ ８  ？１ ％

，西部地区占 

１ ０ ？ ２％
，境外 占 

１ ． 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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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调查人数的 ５ ３ ． ６％ ；
４９名 经济学家认为 美国经性五个方面实 力 领先 ，

体现出 美 国基于
“

高教育水

济还将在当前状态徘徊
一段时 间 ， 占总调査人数的平 、 高社会福利 、 低市场摩擦

”

的优势 ， 形成 了 比较

３９ ．
２％

； 仅有９名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还没到历史先进的生产技术 ， 建立了相对健全的产业体系 ； 中

最差时期 ， 占总调查人数的７
．
２％

；
对中 国经济的看法国在基础设施 、 成本竞争力和政府推动力三个方面

是 ：
２０名经济学家认为中 国经济已经度过发展低谷 ，

实 力领先 ， 体现出 中 国在
“

有为政府
”

带领下形成了

处于向上增长的态势 ， 占总调査人数的 １ ６％ ；
７３名经独有的产业竞争特色 （

见 图 ２
） 。

济学家认为 中 国经济增长还将在
“

Ｌ
”

型 曲线上徘徊

一段时间
， 占总调查人数的５ ８ ． ４

。

／？ ；
３ １名经济学家认 （ 三 ） 经济学家认为技术能 力与成本分別

为 中 国经济还没到 历史最差时期 ， 占总调査人数的成屮美两国竞争力提升的最大障碍

２４ ．
８％ 。总体来看 ，

经济学家判断 中 国经济发展的乐由于 中 、 美两 国 国情 国 力的条件不 同 ， 阻碍两

观程度低于美国 ，经济回暖仍面临困难 （见 图 １
） 。国产业竞争力 发展的原因也不尽相 同 。在调查中 ，

经济学家认为成本攀升压力激增 （ ４９ ． ６％
）和出 口 限

（ 二 ） 经济学家认力中美竞争力要素Ｗ所制
（

２ 〇％
） 是美 国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阻碍 ， 而技

冑肖术水平不髙 （
４４％

）
、 品牌影响 力不足 （

２３ ． ２％
） 、 成本

国家产业竞争 力关系 着经济发展的竞争实 力攀升压力激增 （
１ ６

°

／。 ） 、 国家形象及文化影响力 不足

和竞争特色 ，在调査中 ， 经济学家判断中美产业竞（
１ ２ ． ８％

）
是制约 中 国提升产业竞争力 的主要 因素

争力 的构成要素禀赋差异明 显 。 美 国 在人才储备 、（ 见图 ３
） 。

创新能力 、社会制度 、 工业体 系完整性和融资可得

１ １

还没 到最差 的时 期
３ ２

５ ２

还将在 目 前状 态徘徊一段时间
７６

６８

已经度过 低谷 ， 处于向上增长 的态势
２ ２

其他
１

０ １ ０２ ０３０４０５ ０６ ０７０８０

Ｉ 美 国中国

阌 １ 中美经济发Ｍ现状 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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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将保持在６％ － ８％之间 ，

１ ２％的受访者认为将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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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经济，家认为今后２０年中 丨

Ｋ
Ｊ经济增在２％ ＿４

。

／。之间
， 这说 明 多数经济学家判断我国经济

１Ｃ
－

率为 ５ ． ２
。

／。
， 美国 为２ ． ４％增长速度有进

一

步放缓的趋势 。 经济学家预测今后

关于今后 ２ ０年 中 国经济的平均增速 ，
６４％的受２０年中 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５ ． ２％ （见 图 ４

） 。



１ １ ６

Ａｂｏｖ ｅ８％ ０ ． ８％

６％ －

８％ Ｌ ＾

ｐ２ ２ ．４％

４％
－

６％｜
６４％

２％－ ４％ ｖ
； １

２％

Ｂ ｅ ｌｏｗ２％０ ． ８％

０ ． ０％ １ ０ ．０％２０ ．０％３ ０ ． ０％４０ ．０％５ ０ ．０％６０ ． ０％７ ０ ． ０％

Ｅａ ｓｔｅ ｒｎ■ Ｃ ｅｎｔｒａ ｌＷｅ ｓｔｅ ｒｎ■ Ｏｖｅ ｒｓｅ ａ ｓＲｅ ｓ
ｐ
ｏ ｎｄ ｅｎ ｔｓ

Ｆ ｉｇｕ ｒｅ４ ：Ｃｈ ｉ ｎ ａ
’

ｓＡｖｅｒａ
ｇ
ｅ Ｅｃｏ ｎ ｏｍ ｉｃ Ｇｒｏｗ ｔｈ ｉ

ｎｔｈ ｅＣｏｍ ｉ ｎ
ｇ
ＴｗｏＤ ｅｃａｄ ｅ ｓ

ｔｈ ｅｌａｃｋｏｆｂｒ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２ ３ ．２％
） ，ｓｕｒｇ ｉｎ

ｇ
ｃｏ ｓ ｔＵ Ｓｅｃｏｎｏｍ

ｙ
ｉ
ｎｔｈｅｃｏｍ ｉｎ

ｇ
ｔｗｏｄ ｅｃａｄｅｓ ，４８％ｏｆ

ｐ
ｒｅｓ ｓｕｒｅ ｓ（ １ ６％） ，ｉｎ ｓｕｆｆｉｃ ｉｅｎ ｔｎ ａ ｔ ｉｏｎ ａ ｌｉｍａｇｅ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 ｎｄ ｅｎ ｔｓｂ ｅ ｌｉ ｅｖｅｄｔｈａｔ ｉｔｗ ｉ ｌ ｌｆａ ｌ ｌ ｉｎｔｈｅｒａｎｇ

ｅ

ｃｕ ｌ ｔｕｒａ 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１ ２ ．８％
）
ａｒｅｔｈｅｋｅｙｂ

ａｒｒ
ｉ
ｅ ｒｓｔｏｏｆ２％－

３％
；３２ ． ８％ｏｆ ｒｅ ｓｐｏｎｄｅｎｔ ｓｂｅ ｌ 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 ｅ ｉｍｐ ｒｏｖｅｍ ｅｎｔｏｆ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ａｌｃ ｏｍ ｐ
ｅ ｔ ｉ ｔｉ

ｖｅｎｅ ｓｓｆｏｒｉ ｔｗ ｉ ｌ ｌｓｔａｙｉ
ｎｔｈｅｒａｎｇ

ｅｏｆ ｌ％－２％
；ａｎｄ１ ３ ． ６％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ｓ

ｅｅＦ ｉ

ｇｕ
ｒｅ３

）
．ｒｅ ｓｐｏ

ｎｄｅｎｔｓｂｅ ｌ ｉｅｖｅｄｔｈａ ｔ ｉｔｗｉ ｌ ｌ ｆａ ｌ ｌｉｎ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３％－４％ ．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ｓｔｓｆｏ ｒｅｃ ａｓ ｔ ｔｈ ａｔｔｈｅａｖｅｒａ
ｇ
ｅ

２ ．Ｐｅ ｒｃｅｐ ｔｉｏ ｎ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
ｒｏｗ ｔｈｒａ ｔｅｏ ｆｔｈ ｅＵＳｅｃ ｏｎｏｍｙｉ ｎｔ ｈｅｃ ｏｍ ｉｎ

ｇ

Ｄ 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Ｇａｐ ｓｂｅｔｗ ｅｅｎＣｈ ｉｎａ ｔｗｏｄ ｅｃａｄｅｓｗｉ ｌ ｌｂ ｅ ２ ．４％
（

ｓ ｅｅＦ
ｉｇｕ ｒｅ５

）
．

ａｎｄｔｈｅＵＳ
２ ．２Ｅｃｏ ｎｏｍ ｉ ｓｔｓ

Ｂ
ｅ

ｌ ｉ
ｅｖｅｄＴｈａ ｔＣ ｈ ｉｎａＷ ｉ ｌｌ

２
． １Ｅ ｃｏ ｎｏｍ ｉｓｔ ｓＢ ｅ ｌ

ｉｅｖ ｅｄＴｈａｔＣｈ ｉ ｎａ
’

ｓＣ ａ ｔｃ ｈｕｐ 
ｗ ｉｔｈｔ ｈｅ ＵＳ ｉｎＥｃｏ ｎｏｍ ｉｃ Ａ

ｇｇｒｅｇａ ｔ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ｉ ｌｌＧ ｒｏｗ ａｔ ５．

２％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ｂｙ
ａｒｏｕ ｎｄ２ ０３ 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ｉ ｌ ｌＧ ｒｏｗ ｂｙ

２ ． ４％ｉ ｎｔｈｅＣｏｍ ｉ
ｎ
ｇＷ ｉ ｔｈｒｅｓｐ

ｅｃｔｔｏｈｏｗｍａｎｙｙ
ｅａｒｓ ｉｔｗ ｉ ｌ ｌ ｔａｋｅ

ＴｗｏＤ ｅｃａｄｅ ｓｆｏｒＣｈ ｉｎａ
’

ｓ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ａ
ｇｇｒｅｇａ

ｔｅｔｏｅｑ
ｕａ ｌｔｈｅＵＳ

Ｗｉ ｔｈｒｅ ｓ
ｐ
ｅｃｔｔ ｏＣｈ ｉ

ｎａ
’

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ｇ
ｒｏｗ ｔｈｒａｔ ｅｌｅｖｅ ｌ

，３ ８ ．４％ｏｆｒｅ ｓｐｏ
ｎｄｅｎｔ ｓｂｅ ｌ ｉ 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ｔｗ ｉ ｌ ｌ

ｉｎ ｔｈ ｅｃｏｍ ｉ
ｎ
ｇ ｔｗ ｏｄ ｅｃａｄｅｓ

，６４％ｏｆｒｅ ｓｐｏ
ｎｄｅｎｔ ｓｔ ａ ｋ ｅａｎｏ ｔ ｈ ｅｒ１ ０ｙ ｅａｒ ｓ

；３ ０ ． ４％ｏ ｆｒｅ ｓ
ｐ
ｏｎ ｄｅｎ ｔ ｓ

ｂ ｅ ｌ ｉ
ｅｖｅｄｔ ｈａ ｔｉｔｗ ｉ ｌ ｌ ｈ ｏｖｅｒｉｎｔｈｅ ｒａｎｇ

ｅｏｆ ４％－

６％
；ｂｅ ｌ 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ｉ ｔｗ ｉ ｌ ｌｔａｋｅａｎｏ ｔｈｅ ｒ２０ｙ

ｅａｒｓ
；
２０％

２２ ． ４％ｏ ｆ ｒｅ ｓｐｏ
ｎｄ ｅｎｔ ｓｂｅ ｌ ｉｅｖｅｄｔｈａ ｔｉ ｔｗ ｉ

ｌ ｌｆａ ｌ ｌｏｆｒｅ ｓｐｏｎｄｅｎｔ ｓｂ ｅ ｌ ｉｅｖｅｄｔｈ ａｔｉ ｔｗ ｉ ｌ ｌｔａｋ ｅ３ ０ｙｅａ
ｒｓ

ｉ
ｎ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６％－

８％
；ａｎｄ１ ２％ｏ ｆｒｅ ｓｐｏｎｄｅｎｔ ｓｏ ｒｍｏ ｒｅ

；
ａｎｄｏｎ ｌｙ

１
１

．２％ｏｆ ｒｅ ｓｐ
ｏｎｄｅｎ ｔｓｂ ｅ ｌ ｉｅｖｅｄ

ｂ ｅ
ｌ 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ｉ ｔｗ ｉ ｌ ｌｆａ ｌ ｌｉｎｔｈｅｒａｎｇ ｅｏ

ｆ２％－４％ ．ｔｈａｔＣ ｈｉ
ｎａ

’

ｓ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ａｇｇ
ｒｅｇａ ｔｅａ ｌ

ｒｅａｄｙｅｑｕａ ｌ ｓ

Ｔｈｉｓｉ ｎｄ ｉｃａｔｅ ｓ ｔｈａｔｍｏ ｓ ｔ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ｓ ｔ ｓ ｔｈｏｕｇ
ｈ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Ｕ Ｓｌ

ｅｖ ｅ ｌ
．Ｓｕｍｍ ａｒ

ｉ
ｚ

ｉｎｇｔｈ ｅ ｉ
ｒａ ｎ ｓｗｅｒ ｓ

，ｔ ｈ ｉ ｓ

Ｃｈｉｎａ
５

ｓ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ｗｉ ｌ ｌｆｕｒｔｈｅｒｄｅｃｅ ｌｅｒａｔｅ ．ｓｕｒ ｖｅｙｂｅ ｌ ｉ ｅｖ ｅ ｓｔ ｈａ ｔｉ ｔｗ ｉ ｌ ｌｔａ ｋ ｅａｂｏ ｕ ｔ１ ６ ．６４

Ｅｃｏｎｏｍｉ ｓｔ ｓｆｏｒｅｃａｓ ｔｔｈａ ｔｔｈｅａｖｅ ｒａｇ
ｅ
ｇ ｒｏｗｔｈｒａ ｔｅｙ

ｅａｒｓｆｏｒＣｈｉｎａ ｔｏｃａ ｔｃｈｕｐ
ｗ

ｉ ｔｈ ｔｈ ｅＵＳｉｎｔｅｒｍ ｓ

ｏ ｆＣｈ ｉ
ｎａ

’

ｓ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ｔｈｅｃｏｍ ｉｎ

ｇｔ
ｗｏｄｅｃａｄｅ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ａｇｇ

ｒｅｇａ ｔｅ ．Ｂ ａｓｅｄｏ ｎｔｈ ｅ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

ｗｉ ｌ ｌｂｅ ５ ．２％
（

ｓｅｅ Ｆ ｉ

ｇ
ｕｒｅ４ ）

．ａｇｇ ｒ ｅ ｇａ ｔ ｅｏ ｆＣ ｈ ｉｎ ａａ ｎｄ ｔｈ ｅＵ Ｓ ｉ
ｎ２ ０ １ ６ａｎｄ

Ｗ
ｉｔ ｈ ｒｅｓｐｅｃ ｔｔ ｏ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ｇ

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ｔｈｅｓ ｕｒｖ ｅｙｄ
ａ ｔａ ｉｎＦ ｉｇ

ｕｒｅ５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ｒｅｓ ｕ ｌ ｔｏｆ



Ｃｈ
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

ｓｔ Ｖｏｌ． １２
， Ｎｏ ． ４ ，

Ｊｕｌｙ
－Ａ ｕｇｕｓ ｔ２ ０１ ７１ １ ７

关于今后 ２ 〇年美国经济的平均增速 ，

４ ８％的受
（
三

） 经济学家认为还需要６０年以 丨

－

． 中国

访者认为将保持在２％ 

－

３
。

／。
，

３２ 
？
８％的受访者认为将人均 ＧＤＰ才会与美闰持平

保持在 １％ 

－２％
，
１ ３ ．

６％的受访者认为将保持在 ３％ 

－关于中 国人均Ｇ Ｄ Ｐ还需要多长时 间才可与美

４％ 。 经济学家预测今后２ ０年美 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国持平 ，
３ １

．
２％的受访者认为还需要 ５０年 ，

２ ８
．
８％的

２ ． ４％
（
见 图 ５

） 。受访者认为至少要等到 本世纪末以后 ，
２４ ． ８％的受

访者认为还需要 ３ ０年 ，

１ ５
．
２％的受访者认为还需要

（ 二 ） 经济学家认为２０３ ４年左右中国才会７〇年 。 综合经济学家们的判断 ， 本次调查显示 ， 中 国

与美国经济总量持平在人均ＧＤＰ上赶上美国平均需要 ４８年 （ 见图 ７
） 。

关于中 国还需要多长时间才可与美 国经济 总

量持平 ，

３ ８
．
４

。

／。的受访者认为还需要 １ ０年 ，

３〇 ． ４
。

／。的
（ 四 ） 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

受访者认为还需要 ２〇年 ，
２〇％的受访者认为还需要在２０４５年左右会与美国相当

３０年及以上 ，
仅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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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综合经济学家们的判断 ，本次调査显示 ， 中国在追平美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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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査结果比较可靠 （ 见图 ６
） 。们的 判断 ， 本次调査显示 ， 中 国制造业技术水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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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今后２ ０年中 国经济的平均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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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６ 中ｍ还忠多 氏时间可 与美国经济总 ａ持 卞：

美 国大约相差 ２８ ． ４６年的发展空 间 （ 见图 ８
） 。 也就是 （ 五 ） 经济学家认为２０年 后人民 币汇率将

说
，
经济学家认为中 国制造业技术水平在２０ ４５年左为 ５ ． ４左右

右会与美国相 当 ，这意味着在新 中 国成立 １ ００年时关于 ２ ０年后美元对人 民 币 的汇率 ，
４ ０％的受

中 国 实体经济会走在世界最前沿 。访者认 为将保持在５
－

７
，

３ ６％的受访者认为将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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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在３
－

５
，
２０ ．

８％的受访者认为将保持在 ７以上 ， 还有受访者打出不合格 。折算成百分制 ， 在此次调查 中

３
．
２％的受访者认为将保持在 ３以下 。 经济学家判断经济学家们对特朗普

“

百 日 新政
”

的综合打分约为

２０年后人民 币汇率的平均值约为５ ． ４
（ 见图 ９

） 。７６ ． ３２
， 普遍高于全球评价 ， 似乎特朗普更多的粉丝

在中 国 （见 图 １ １
） 。

三 、对特朗膂新政的认识

『叫 、 对中美经济米来发展趋势的刊断

（

一

） ６２％以 丨 ：的经济学家认为特朗膂新政

４以有效促进美国制造 、
丨ｋ回流（

一

）
６ １％以 Ｉ

． 的经济￥家认为中美不 口
Ｊ

＂

能

关于特朗普新政是否可 以有效促进美 国制造爆发严 逭贸易战

业 回流 ，
６２ ． ４％的受访者表示认可 ，

１ ８
．
４％的受访者关于未来 ３年 内 中 美是否 有可能爆 发严重 贸

并不看好 ， 还有 １ ９ ．
２％的受访者表示不能判断 （见 图易 战争的判断 ，

６ １
．
６％的受访者判断不可能发 生 ，

１ ０ ） 。 １ ６ ． ８％的受访者认为很有可能发生 ，
还有２ １ ． ６％的受

访者表示不能判断 （ 见图 １ ２
） 。

（ 二 ） 经济乍家对特朗 普
“

百 口新政
”

打分

力７６分以 丨 ：（
二 ） ６７％以 丨

？

． 的经济学家认为中美贸易的

对于特朗普执政百 日 内的 经济政策评分
（
满分附 Ｋ空间较 大

５分 ）
， 有 ９ １ ．

２％的受访者认为可以达到及格以上水关于未来 中 美贸 易增长空 间的判断 ，

６７ ？
２％的

平 ， 其中更有 ５
．
６％的受访者打出满分 ， 仅有 ８ ． ８％的受访者认为 中美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很强 ， 贸 易增长

Ｉ
ｉ ｓ ． ２％

｜
２４ ． ８％

０ ．０％５ ． ０％ １ ０ ．０％１ ５ ．０％２０ ．０％２ ５ ．０％３ ０ ． ０％３ ５ ．０％

东部■ 中部西 部■境外

丨
却 ７ 中国还需 多 长时间可与美Ｍ人均ＧＤＰ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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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间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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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的受访者认为中 美 经济发展的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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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的受访者续 ‘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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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互补性的认识 （见 图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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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０ 特朗普新政是否 吋以促进美国制造业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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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对特朗普执政西天美国经济政策的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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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对中 美贸易増长空间的判断

国将成 为战略伙伴 ， 还有４ ． ８％的受访者认为短期 内（

一

）低成本越来越不能成为中同 竞争优

中美冲突不可避免 （见 图 Ｉ ５
）
。势的来源

关于未来 ２ ０年 中 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判断 ， 受

五 、 对中闻产业未来发展的建 议访者认为从高到低依次是 ： 国 内消 费市场健全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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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 对中美债务可持续性的判断

其他 ２ ．４
。
／。

｜

中美成 为战略伙伴
：

ｊ

ｎ

ｊ

％

＂

ｕ＾７ ｉ

＝

；

＞
ｖ

ｆ

｜
８ １

－６％

中美冲突 不可避免

｜

４ ．８％

０ ．０％２０ ． ０％４ ０ ．０％６０ ．０％８ ０ ． ０％
１
０ ０ ． ０％

东部■ 中部西部■ 境外

Ｉ对 １ ５ 对２ ０年Ｐ中羌主流经济关系 的判断

进国 际合作空 间 、 产业链健全 、基础设施完备 、
政策关于我国应采取何种产业政策的判断 ， 有 ６ ４％

具有前瞻性 、
工业技术先进 、 低生产成本 （

见图 １ ６ ） 。的受访者认为应着力扩大国内 髙端产品市场份额 ，

２４ ． ８％的受访者认为应继续扩大 国际市场份额 ， 还

（
二 ） 网 内 山

？

场将是 屮 丨
网产 业发展的 关键有 Ｉ Ｉ ．

２
。

／。的受访者表示不能判断 （
见 图 丨 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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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 １ ６ 对米来２ ０年中同制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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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国内 高端市场份额■Ｉ６４％

扩大 国际市场份额｜
２４ ．８％

不能判断 ｜ ｜

＾２％

０ ．０％ １ ０ ． ０％２０ ．０％３ ０ ．０％４ ０ ． ０％５０ ．０％６０ ．０％７ ０ ．０％

东部中部西部■ 境外

阐 １ ７ 对我闻应采取何种产 ＞
ｌｋ政策的判断

《中 国 经济学人 》期刊作 为中外学术交流的平距至少还有 ６ ０年 ；
由 于 中美之间差距导致的经济互

台 ，
是国外学者 了解中 国经济与经济政策的重要窗补性还很强 ， 中 美 贸 易的增长空 间仍 旧 较大 ， 因而

口 。 作为
一项持续 的调研项 目

，
《中 国 经济学人 》 已中美之间爆发严重贸易战争的可能性较小 。总体而

经进行了 
８次调研 。 本次调査结果显示 ， 中美之 间经言

， 中国经济学家还是对中 美经济的前景充满 了乐

济发展阶段仍旧有 巨大的差距 ， 中美之间 的经济差观的期待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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