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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对新经济进行 了界定，然后从理论的角度对新经济与传统经济进行 了比较分析，并提 出了我国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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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ract：This paperfirst analyzesthe b【HlI'dary ofneweconomy andthe breachtotraditional economictI 0 ofnew economy，then puts 

fenvardthe ，0|日micd el0lm m strategy ofour country． 

K w暇也 ：new economy；eco耵 c growth；de帆岫p田lleI吐strategy 

1973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研究报 

告，指出：在人 口、资源、环境之间制衡关系的约束 

下，经济的增长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极限。此报告在 

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之后科技进步逐渐 

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人们认识到科学技术是 

生产力，并预测未来将是“电子技术时代”、“后工业 

时代”，将出现与工业经济不同的“后工业经济”、“信 

息经济”。1996年，以发达国家为主要成员的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首次在<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 

经济>的报告中使用了“知识经济”概念。在 20世纪 

末美国的经济神话以及潮起潮落的世界经济时代背 

景下，掀起了人们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经济现象的 

研究高潮。 
一

、 新经济的界定 

世界正处于进入新经济的过程中，新经济是美 

国经济学界首先提出的概念。最近几年来，在信息 

产业、基因工程等高技术产业的带动下，美国经济持 

续高涨，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美国的经济运行正在发 

生新的变化，出现了经济连续增长，超过了传统经济 

学所认为合适的 2％_2．5％的限度，同时又未触发 

相应的通货膨胀，使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和财政 

赤字缩小同步并进，宏观格局上冲破了不同领域的 

经济进展互相排斥、顾此失彼、有碍经济总体平衡的 

窘境。新经济跟传统经济相比有以下明显特征： 

第一，增长原动力不同于传统经济，新经济是信 

息工业和经济结构升级换代的产物，是第三次工业 

革命，是以高科技、信息等为增长原动力，科学和技 

术的研究开发 日益成为新经济的重要基础，人力素 

质和技能成为实现新经济的先决条件。近年来，美 

国原有的三大支柱产业(建筑业、汽车业和钢铁业) 

的规模不断削减‘，而计算机、通信、航空等高新技术 

产业却不断壮大，尤为突出的是美国东部和西部的 

高技术企业 ，其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非同一般。数 

据表明，至 1999年，过去 3年 内美国经济增长有 

27％归功于高技术产业，而建筑业只占 14％，汽车业 

只占4％。美国信息业所创造的产值 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 40％。美国科技类股票价格 的年增长率达 

35％，远高于其他种类的 2o％。就业方面，新经济发 

展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仅在私营企业就高达 7300万 

个，是整个美国因为新经济而失去的就业机会的两 

倍。美国还重视科技和人力资本 的开发与投入， 

1997年，美国 R&D支出为 1960亿美元，约为当年国 

内生产总值的2．5％，超过了日、德、法、英、意五国对 

R&D支出的总和。美国对科技投入实施强有力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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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保障，通过专利制度、反垄断和扩大贸易等措施鼓 

励和保障科技创新。知识资源的共享性和不排他 

性，对人类供给的无限性，对人类产生需求的无限性 

是新经济与传统经济最根本的区别，也是美国新经 

济能够持续增长 100多个月的根本原因。 

第二，经济的主要载体不同，信息和通信技术在 

新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也使新经济更 

趋向全球一体化，互联网成为新经济的主要载体。 

人类知识所形成的第三次技术储备，在通讯、计算机 

领域充分释放，以互联网把亿万终端联结在一起的 

形式加以体现。在此“网络”上，光纤通讯技术、数字 

化技术、芯片技术、多媒体技术有机结合，使人们用 

全新的技术进行生产、贸易、消费、科学研究、学习和 

其他社会活动。据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电子商务研究 

中心的最新研究，1998年，互联网经济在美国产生了 

3 01 美元的国民收入，120万个就业岗位，成为世 

界上最顶端的 20个产业经济形态之一。其规模足 

以与能源(2 230亿美元)、汽车(3 500亿美元)和电 

信(2 700亿美元)等传统部门相比。到 1999年底，互 

联网已与 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亿用户连通，可进 

行全球信息传播，全球性交易，没有地理和时间的限 

制：互联网体系具有近乎无限的信息存储空间，是全 

球最大的信息资源库，世界各地的网上信息可以便 

捷地检索和传输，使各地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其 

作用非常广泛，可以改变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 

改变商业物流分配模式，减少生产和劳动成本，提高 

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互联网的普及不仅缩短了人 

们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时空距离，也为全球经济一体 

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互联网的信息资源为世 

界经济带来新的活力。 

第三，新经济具有很高的风险性。Case),Stengel 

曾说：“在有所得时最好是想一想所失”，新经济具有 

种种优势的同时，也将面临种种问题：首先，美国经 

济运行中出现大量泡沫成分。按照过去的规律，长 

时期的高速增长预示着通货膨胀的爆发和金融市场 

的崩溃。有人认为，由于 8O年代以来美国将技术创 

新和取消管制、开放市场以及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 

结合，由于高技术产业的强劲发展，已经使美国经济 

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新经济的条件下，持续的高增长 

并不必然引起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但更多的人则 

认为，当前美国经济既有新经济的内容，也存在泡沫 

的成份。盖茨曾在去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公 

开表示，美国的网络股存在泡沫。据美国摩根一斯 

坦利经济研究部的计算，当前美国股市的泡沫成分 

略为 34％。2000年 4月，美国以网络股为代表的高 

科技板块经历了5个月瞬间的暴涨暴跌。格林斯潘 

也不断提醒公众要理性地处理投资行为，美联储连 

续采取措施，力求抑制泡沫生成，以保持美国经济的 

稳定发展。其次，国际收支逆差加大。据 2OOO年 6 

月7日国际金融报消息：派克斯特罗姆指 出，1999 

年，美国外汇帐户号亏空已超过 GDP的 3％。维持 

巨额贸易逆差和国家债务负担，美 国耗用了全球 

72％的净储蓄。《洛杉矶时报》称：“目前出现的美国 

x~~l-贸易赤字是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它 

严重威胁着美国的经济”。再则，个人消费减少，劳 

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公司和企业盈利下降，欧元对美 

元霸主地位的冲击，社会收人分配 日益悬殊等诸多 

问题都不同程度阻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国际清算 

银行董事长兼行长派克斯特罗姆在 6月 5日举行的 

年会上警告说，全球股市可能突然大跌，利率也势必 
一 加再加，经济的波动性在增加，金融市场至今尚能 

很好应付，而且处于强势。但是股市可能的暴跌随 

时是导致经济“硬着陆”的潜在因素。 

二、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比较 

(一)新经济，旧规则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范里安(Hall Varian)曾用“新 

经济，旧规则”概括新经济与经济研究的关系。 

新经济使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 

析面临挑战。首先 ，新经济往往是既不存在供给曲 

线，又不存在需求曲线。供给曲线存在的逻辑前提 

是价格等于生产的边际成本。新经济就是经济学所 

讲的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产业推广，因为在垄 

断与其它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旦价格不等于边际 

成本，供给就荡然无存。成本结构从根本上否决了 

供应曲线：生产第一份信息产业的成本非常高，但复 

制此后的产品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 其次，“网络的 

外在性”使新经济在一定限度内不满足需求规律。 

知识产品与信息产品的消费行为存在规模效应：在 
一 定限度内，上网的人越多，软件产品使用人数越 

多，消费者就越是愿出高价购买产品。 

然而，早在半个世纪以前，网络的外在性、兼容、 

锁定与转移成本、网络竞争策略等问题的研究成了 

现代经济学的重要领域。1972年科斯(R．Co~e)关 

于产品耐久性与垄断之间的关系的论文，对网络上 

企业之间竞争与定价的意义，称为“科斯定理”。从 

8O年代至今，当代顶尖的经济学家范里安(V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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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皮罗(Shapiro)、拉封特(Laffont)与铁罗(Tirole)等已 

经就网络经济写出了一系列论文。经济学家利用高 

固定成本(或高沉没成本)、低边际成本和网络的外 

在性二者从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新经济的一些基本 

特点。1956年，Bain(贝恩)指出，若一个产业的固定 

成本或沉没成本很高，就会形成进人门槛。1991年，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 John．Sutton出版了专著《沉没成 

本与市场结构》(Sunk Costs and Market Structure， 

MIT，1991)，从外生与内生两个角度研究了高沉没成 

本(如研发成本)在高新产业中的决定性。1998年， 

已身为哈佛大学经济系的访问教授的Sutton又出版 

了《技 术 与 市 场 结 构》(Tehnology and Market 

Structure，MIT，1998)，专门从技术上就沉没成本的投 

人结构考察一个企业、乃至一个产业的演化与绩效。 

早在 8o年代，Car1．Shapiro就对“网络外在性”作过 

系统的经济分析，他与 Katz合作发表于 1985年与 

1986年的论文[Joum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5(94)， 

822—841，Oxford Economic Papers，1986]专门讨论了在 

存在网络产品之间的兼容性与非兼容性时，高新技 

术的发明与采用所受到的影响。边际成本可以忽略 

不计，消费上规模效应使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失效，这 

对于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是致命的轰 

击。但它并不意味着新经济产业中的市场定价无规 

可循，关键在于设计出“筛选”机制，以区分不同层次 

的消费者对不同的软件或硬件的评价，即价格歧视 

理论。1997年后，在网络定价上造诣颇深的理论家 

Varian与 Shapiro写出了《信息规则》(Information 

Rules)，该书在 1998年 11月初全美的投资与商务书 

销售排行榜名列第一。 

(二)尽管可以是“新经济，旧规则”，新经济对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仍然产生了巨大冲击 

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大多建 

立在下述四个假设的基础上：外生技术，劳动力同 

质，完全竞争以及封闭经济(不发生产品和要素流 

动)。对于大多数关注宏观和微观问题的经济学家 

而言，他们把国际贸易视为特殊的外围领域。产业 

组织方面的专家也孤立地对技术变革和非完全竞争 

进行研究。劳动力异质性只在税收和劳动经济中起 

作用。有的经济学家考察富国而另一部分则研究贫 

穷的国家，他们各 自用相对孤立的概念和术语。受 

巨大的框框限制，经济学理论被肢解成截然不同的 

领域。导致研究领域分割的根本原因在于四个假设 

的误导。人均收人的改变通常被解释为技术改变。 

众所周知，产业结构和创新之间存在越来越复杂的 

联系，新经济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的三要素(土地、资 

本、劳动)决定论，知识成为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的 

要素。以OECD主要成员国为例，经济增长的 50％ 

以上以知识为基础。知识要素对其他资源来说具有 

以下显著的特征：数量的无限性，使用的共享性，传 

播和更新的快捷性，这些特征使其不再遵守收益递 

减规律。知识要素和技术的改进也使菲利浦斯曲线 

日益受到怀疑。二战后，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增 

长远远超过了实际收人的增长。国家间和国际的收 

人与所得分配也发生着显著和不规则的变化。以美 

国为例，从需求的角度分析其经济增长，会发现构成 

总需求主要内容的消费、投资、出口等主要与全球的 

经济形式有关。 

在过去 15年的时间里，经济学研究逐渐了打破 

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劳动力经济学、发展经 

济学和国际经济学问旧的分割。为此，马歇尔、索 

洛、熊彼特、贝克尔、苏尔茨、刘易斯罗默等对知识、 

技术、国际贸易等带来的经济增长给予了极大的关 

注。尤其是罗默的新经济增长理论 ，该理论在融汇 

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创新、提炼和优化选择，并在 

知识内化的经济增长模型方面进行了新的突破性探 

索，掀起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高潮，国际贸易理 

论也随产业组织理论变革，主流经济学家开始对发 

展感兴趣。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前沿成为宏观经济分 

析的基础。市场和公司的全球化使传统的封闭的宏 

观和微观经济分析越来越过时。为此，新经济增长 

理论特别注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之间 

的关系研究，并因方法论之争而产生不同学派。在 

欧洲有大量的学派分别就“熊彼德学派”和“进化论 

学派”的观点进行研究。最近，主流新古典传统学派 

在罗默(Paul Romer)、格若斯曼(Gene GI )和赫 

尔普曼(Elhana Helpman)(所谓的“新增长”学派)等理 

论家的带动下，又兴起了研究热潮。 

所有的学派都宣称继承了熊彼德的理论。新增 

长学派(Agion&Howitt 1992)的理论以内生 R&D投 

资和“创造性破坏”等概念为基础，并应用于部分模 

型之中。进化论学派继承了熊彼德的主要思想：将 

经济视为非均衡过程，如反对新古典学派(乃至“新 

增长”学派)推崇的平衡增长和稳态等概念。持有不 

平衡观点的主要有两个学派：新增长学派坚持认为 
一 般均衡模型的新古典传统方法，将增长和在技术 

进步上的投资视为最优代理(agents)人(企业和消费 

http://www.cqvip.com


38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OO年第6卷第 3期 

者)可管理、控制的现象 ，因此可预言长期稳态经济 

增长率。相反，进化论学派的非平衡观点指出大量 

的事实与稳态增长相矛盾，如经济的长期波动、结构 

性破坏、与政体不稳定相联系的制度变化等。上述 

区别似乎具有说服力，(在某些情形)它的确产生了 

与理论模型不同的重要区别(Faberg，1994)。 

进化论学派观点的丰富之处在于提供了对经济 

增长进行分析的机会，尤其是近年来的预测理论在 

实证研究方面可与新经济增长学派相抗衡(如 Jone~， 

1995a，b)。因此进化论学派的贡献对于我们掌握长 

期增长和技术改良(进步)的过程很重要。相反，由 

于供给学派注重实证结果的清楚性，如同数据一样， 

复杂的理论和方法的不同严重地阻碍了学派的发 

展。建立在新经济增长论一般均衡分析基础上的实 

证分析也许“过于简单”，但进化论学派通常得出一 

些应用和含义不太清楚的结论。 

此外，由于新经济中知识生产投入一产出关系 

之间的随机概率关系，生产过程的风险性，对人力资 

源的活动进行监督和激励困难性，以及市场机制最 

优状态问题及报酬系统的最优分配问题等多方面给 

经济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有待于深人研究。 

三、挑战与机遇——新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 

启示 

20世纪的最后 20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了重大成就，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综合国力明显增 

强，到 1999年底，按汇率计算的 GNP总值已超过 l 

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七位：若按购买力平价法计 

算，则已达到 3．9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位。钢、 

煤、水产值3．9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位。钢、煤、 

水泥、粮食等实物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其次，中 

国过去 20年所取得的成就主要由制度创新和非平 

衡发展所推动，表现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明确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多种经 

济成份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 

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及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增 

长和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在，世界经济已踏 

人新经济之门，中国亦将加人 WID组织。对中国而 

言，加人wro和以网络经济为基础的新经济是两把 

双刃剑，从新千年的第一年起将直接影响中国经济 

能否运转良好。中国 21世纪的发展战略既要吸取 

过去20年发展的经验，又要针对过去 20年的薄弱环 

节予以制定。 

第一，全面推行素质教育，加快科技进步，提高 

科技创新能力。根本解决发展科技教育的体制束 

缚，解决科技、教育与经济脱节问题，建立国家创新 

体系。只有这样整个国家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 

距，企业才能有实力参与国际竞争。第二，加快经济 

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大力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减少地 

区非平衡发展。政府应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 

大大江大湖的治理，加强城乡电网建设和改造，加快 

交通干线的建设。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 

部地区发展步伐，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第三，扩 

大内需 ，推进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打破 

城乡分割的体制，建立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制，积 

极发展小城镇，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和 

持续的增长动力。1997年 7月由泰国爆发的东南亚 

金融危机震撼了全世界，随后中国国内出现了“买方 

市场”。原因之一在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基地建立在 

“外向型”的以出口贸易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上，同时 

又把发展国民经济的资金来源建立在依赖引进外资 

上。中国政府为扩大内需采用了种种财政政策和货 

币政策，都收效甚微。因此必须努力发展“国内市 

场”，进一步解放农民，发展农村市场，让农民有权 自 

由发展农村市场，发展农业生产力，只有在此基础 

上，才能真正扩大内需，从而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建立 

在本国的产业革命的基础上并扩大海外市场。最 

后，应搞好生态环境建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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