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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凸显世界各种发展模式的困境

刘志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各种发展模式面临困境与挑战的问题日益凸显 。庞大的债务 、虚拟

经济过度膨胀 、过度自由放任和过度消费使盎格鲁 －萨克逊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 ；高失业率和巨大的福

利负担等使莱茵模式的经济发展越来越缺乏竞争优势 ；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发展模式日渐面临自

主创新能力欠缺 、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难以为继等诸多“根本性困难” ；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因

为基础设施落后 、巨额外债 、储蓄率过低和私人投资率较低而明显开始“不再适应” 。在后危机时代 ，各

国调整 、完善甚至创新自己的发展模式是大势所趋 。

［关键词］金融危机 ；发展模式 ；问题

Financial Crisis is Highlighting the Problems that
Face the World摧s Development Models

Liu Zhiming
（Institute o f Marx ism ，Chinese A cademy o f Social Sciences ，Bei j ing １００７３２ ，China）

Abstract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at the world摧s development models are facing up
to a variety of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since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The Anglo‐Saxon
model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unsustainable because of enormous debt ，over‐expansion of the
virtual economy ， excessive laissez‐faire and consumption ． It has also become more and more
apparent that the Rhine model is losing its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because of high unemployment and huge welfare burdens ，etc ．Development models used by some
Asia Pacific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are also gradually facing some fundamental problems such
as weak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valid export‐orien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etc ．
Development models used by some African countries have become obviously no longer adaptive
because of poor infrastructure ，massive debt ，low savings rates and private investment rates ．In
the post‐crisis era ，it is a trend fo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adjust and improve or even innovate
their own development models ．
Key words ：financial crisis ；development model ；problem



２００８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发展模式 、发展理念的深刻反思 。虽然法国前总理

米歇尔 ·罗卡尔等人关于“在所有地方 ，昨日的发展模式已经被推翻或者注定将被推翻 。各种新模

式将会出现 、互相对立”
［１］７４的论断有些言过其实 ，但也不能否认 ，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

世界上的各种发展模式都正面临着各自的困境或挑战 。

一 、西方发展模式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

西方发展模式主要指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 —萨克逊模式”和以法德为代表的“莱茵模式” 。

它们虽同属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 ，但各有其特点 。盎格鲁 —萨克逊模式一般是指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发动新保守主义革命后发展起来的经济模式 ，也被称为“新美国模式” 、“新自由

主义模式”和“市场导向型资本主义”模式等 。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 ：信奉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国家

最小化 ，市场最大化”原则 ，奉行最少的政府干预 、最大程度的竞争 ，主张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 ，推

崇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 、劳动力市场和自动调节的市场 ，支持低税率 ，鼓励私有化 、追求利润和财富

集中的合法化等 。这种以追求效率和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发展模式 ，其优点主要在于经济增长动

力强 ，科技创新不断 ，创造力相对旺盛 ，国际竞争力相对也更强一些 。但该模式过于强调自由放任 ，

忽视乃至无视政府对市场和企业的监管 ，以及强力推行忽视乃至无视平等 、社会公正等原则的社会

达尔文政策 ，从而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 、贫富差距悬殊等弊病 ，因而常遭人诟病 。

莱茵模式则是以法德为代表的 、主要为欧洲大陆国家所采用的“以自由竞争为基础 、国家适当调

节并以社会安全为保障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 。该模式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产物 ，主张走

介于传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 。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 ：坚持市场

自由竞争原则与适当的国家干预相结合 ，注重兼顾效率与公平 ，注意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强调劳资

“共参制”等 。该模式的优点是 ：继承了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私有制 、契约自由 、竞争自由 、经营

和择业自由等精华 ，又吸纳了社会主义的公正 、公平和共同富裕的先进成分 ，有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

和持续发展 。特别是从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到 ７０年代中期 ，采取莱茵模式的国家大都经历了经济社会发

展的黄金时期 ，出现了经济持续增长 、政治和社会稳定的繁荣局面 。但是 ，这种以“高工资 、高税收 、高

福利”为特征的模式也存在一系列问题 ，主要有 ：无所不包的社会保障制度导致社会福利支出过大 ，

国家和企业负担过重 ，生活水平的提高明显超出了生产力发展所能提供的能力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

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 ，国家对劳务市场和产品市场干预过多 ，限制较多 ，劳动力成本过高 ，失业率上升 ，

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下降 ，企业缺乏进取和创新精神 ，经济发展受到制约［２］７６ ７７
。

虽然西方发达国家一度利用苏联解体大肆吹嘘自己经济发展模式的“优越性” 、“普世性” ，并通

过其控制的国际金融 、贸易等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西方发展模式 ，尤其是美国把自己的新自由主

义模式包装成“华盛顿共识” ，作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强加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 ，虽然苏东剧变

后所谓的“转型国家”纷纷效法甚至照搬西方发展模式 ，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因此迎来自己期待的经

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安定的局面 ，相反陷入经济衰败 、政治动荡和社会倒退的悲惨境地 ，这也导致这

些国家对西方发展模式的上述各种弊病有了切肤之痛 。

２００８年 ９月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更使西方发展模式尤其是盎格鲁 －萨克逊模式在世界范围内遭

遇了前所未有的最严重的信任危机 。俄罗斯总理普京 ２００８年 １０月 ９日在同俄罗斯共产党团派会晤

时就对美国的“自由经济”模式表示了质疑 。他说 ，“人们对美国作为自由世界和自由经济领袖的信

任 ，以及对华尔街作为自由经济中心的信任已经被彻底打破 ，而且再也不会重回至以前的情况了”
［３］

。

盎格鲁 －萨克逊模式的所谓“优越性”首先受到广泛的质疑 ，因为这场金融危机使“市场具有自我调节

力 、放松管制是私有经济取得成功的前提 、不在私营经济领域进行国有化和国家投资的美国政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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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这样三个教条都失去了魔力［１］１１５
。换言之 ，这场金融危机充分表明该模式奉行和极力兜售的市

场 、追求利润和竞争等一系列政策理念已无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 ，相反 ，它们本身成了问题的根源 。

不仅如此 ，该模式固有的弊病反而因为这场“震中”在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而得到更普遍深入的

揭露与批评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蒂莫西 ·加顿 ·阿什深刻

揭示出盎格鲁 －萨克逊模式突出面临的三个主要问题 ：首先是政府和市场 、公有和私有 、有形和无形

之手之间的平衡问题 ；其次是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 、环保 、低碳的经济增长 ，以免加剧全球变暖的问

题 ；第三个问题则是需要再度审视自身的原则 ，要么相当大一部分人无法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 ，要么

就必须改变较富裕国家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４］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

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埃德蒙 ·费尔普斯也指出 ，美国活力的减少并不是唯一的问题 ，伴随而来的还有

包容性的减少 。不仅是低收入的工人大都被排斥在 ２０世纪末和 ２１世纪初的经济繁荣之外 ，大部分

中产阶级也是如此［５］
。中国学者则纷纷指陈该模式“去工业化”后虚拟经济过度膨胀 ，两极分化导致

消费需求不足并进而导致“寅吃卯粮”的过度消费盛行 ，以及庞大的债务难以为继等弊端 。

盎格鲁 －萨克逊模式的所谓“普世性”之类的观点更是随着这场金融危机的蔓延扩展而烟消云

散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系主任谢尔盖 ·卡拉加诺夫就指出 ，“对世界的其他

部分来说 ，获得永久性胜利的西方成熟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模式好像再也不是唯一的意识形态目

标了”
［１］１００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也注意到了“世

界对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感到失望 ，我们提倡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昔日的光环”的事实 。不过 ，

他认为这也许是一件好事 ，因为“它锈蚀得已经不需要再进行修补了”
［６］

。

而且 ，盎格鲁 －萨克逊模式的发展前景也并不被人看好 。连美国财政部原副部长罗杰 ·奥尔

特曼也认为 ，以市场为基础的盎格鲁 －萨克逊模式虽然“曾帮助击退社会主义并倡导国家干预 ，推

动了英国工党的新生 、东欧的经济改革和越南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的开放” ，但“如今 ，这种模式蒙上

了阴云”
［１］３２６

。世界经济论坛前总干事克洛德 —斯马贾和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莱德 —普雷

斯托维茨更是一致表示担心“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的契约被埋葬”
［７］

。

在金融危机面前 ，莱茵模式同样受到质疑 。在 ２００８年 ９月底前 ，还有不少欧洲政客对美国次

贷危机幸灾乐祸 ，认为这只是盎格鲁 —萨克逊式金融自由主义或所谓“美国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的重大失败 。更有人认为 ，这是美元没落 、欧元上升和欧洲的“社会市场”方式获得成功的标志性事

件 。很多欧洲政客甚至建议拒绝美国关于联手拯救金融市场的请求 。然而短短一两周后 ，整个欧

盟却不以欧洲政客们的意志为转移而深陷“救市”漩涡 。这场发端于美国却硬着陆于欧洲的金融危

机以不可阻挡之势几近摧毁了欧盟的金融体系并严重损害了其实体经济 ，在不到 ３个月的时间内 ，

就使欧盟陷入经济衰退的深渊 。随着危机在欧洲的蔓延和深化 ，“力图将自由市场与社会团结和管

制结合到一起的欧洲资本主义方案面临着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大考验”
［１］３２６

。欧洲经济发展模式隐

藏着的深层次问题 ，诸如高福利体制拖累增长动力 、“未能形成具有充分自我持续能力的经济增

长” 、过多依赖虚拟经济 、金融市场不够灵活 、应对非对称性外部冲击的能力较为薄弱等 ，越来越暴

露无遗和遭致诟病 。 ２００８年 １０月 ８日 ，法国枟世界报枠的一篇文章毫不留情地直接指陈莱茵模式的问

题 。该文指出 ：“２０ 世纪的福利国家工具被证实不适应 ２１ 世纪的世界 ，良性循环变成了恶性循

环 ———增长无力令福利国家瘫痪 ，重新分配导致经济竞争力处于不利地位 ，同时削弱了增长 。”
［１］７３

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后一度盛行的关于盎格鲁 —萨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的优劣之辩 ，枟华盛顿邮

报枠曾“很有针对性”地指出 ：过去二十多年来 ，美国在国内生产总值和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发展和提

高超越了欧洲 ，然而 ，金融部门的宽松规划也种下了美国发展遭遇破坏的种子 。欧洲牺牲增长 ，以

支持稳定的就业 、全民医保 、长假以及其他福利 。该文认为 ，“事实上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之间的区

别并不明显 。美国不是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丛林 ，欧洲也不是失去精神的社会主义怪兽” 。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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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没有证明哪种模式胜过哪种模式” ，欧洲和美国都犯了同样的错误 ，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 ：它

们都没能在刺激增长和保持效率 、控制资本主义制度锋芒之间达到一个可持续的平衡［８］
。

二 、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发展模式存在诸多“根本性困难”

虽然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不尽相同 ，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共同的基本点 。

一般认为 ，计划指导 、政府主导 、出口导向和实体经济为主等是亚太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发

展模式共有的特点 ，也曾是大多数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为追赶西方发达

国家 ，以发展经济和实现工业化为目标获得的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成功经验 。这些宝贵的成功经

验曾引领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快速发展 ，直接改变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落后面貌 ，改善了亿万

人民的生活条件 ，为缩小发展差距 、减少贫困人口 、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

是 ，这场金融危机使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急剧放缓 ，充分凸显了其经济发展模式的

“脆弱性” 。大多数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主要靠大量消耗资源能源和大量投入廉价劳动力推动

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正突出面临自主创新能力欠缺 、“高储蓄率抑制了国内需求” 、出口投资导向

战略难以为继 、“政府对资源和资本配置效率低下” 、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 、自然环境恶化与社会

贫富分化等诸多“根本性困难”与挑战 ，即正面临“不可持续性”的问题 。

因此 ，对于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 ，我们必须坚持用全面 、客观 、历史的眼光看待 ，

不能只看其“光明的一面” ，却对面临的突出问题视而不见 。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 ：“我们应该看

到 ，虽然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取得显著成就 ，但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 ，自主创新能力有待加强 ，长期

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 。亚太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面临着发展经济 、改善

民生的艰巨任务 ，面临着工业化 、城镇化 、现代化的崭新课题 ，面临着促进城乡 、区域 、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的重大挑战 ，面临着健全制度体系 、提升创新能力等紧迫问题 。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在实现全面发展

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需要长期艰苦努力 。国际社会应该用全面 、客观 、历史的眼光看待亚太新

兴市场国家发展 ，在认可其发展成就的同时 ，全面看待和充分理解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
［９］

不得不指出的是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俄罗斯 ２００９年的工业总产值下降 １０ ．８％ ，国内生产总值

下降 ７ ．９％ ，是自 １９９４年以来的首次经济负增长 。这毋庸置疑地暴露出俄罗斯粗放型或者说资源型

经济发展模式的严重弊端 。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也是不稳定的 。它不

仅会耗竭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 ，而且时常受国际市场行情波动的影响 ，从而使本国经济增长不可避免

地受外部因素的左右而产生波动 。俄罗斯政府已经意识到过度依赖资源性产品和海外市场是俄罗斯

经济发展模式的致命伤 。正如俄罗斯政府总理普京在枟俄罗斯 ２０２０年前的发展战略枠中指出的 ，虽然

“建立世界上最好的现代化能源部门 、设立从事原料开采和加工的高新技术企业 ，无疑是我们的重中

之重” ，但如果不能摆脱能源依赖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俄罗斯就可能会“沦为世界经济的原料附庸 ，在

将来使我国落后于世界主要经济体 ，并被挤出世界领先国家的行列”
［１０］３４

。 枟俄罗斯联邦 ２０２０年前国

家安全战略枠也指出 ，俄罗斯经济领域的主要战略风险和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表现在 ：国家经济发展仍

保持原料出口模式 ；竞争力下降 ；最重要的经济领域严重依赖国际市场行情 ；国家资源失去控制 ；工业

和能源的原料基础状况恶化 ；一些地区发展不平衡 ，劳动力不足 ；国家金融体系十分不稳定 ，抵御风险

的能力差 ；在经济金融关系方面仍存在腐败和犯罪的温床 ；非法移民 。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的问题也无法回避 。应该说 ，因为成功地“顶住了全

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并保持了令西方发达国家羡慕不已的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势头 ，中国经济发展模

式赢得了世界舆论的广泛赞誉 。许多人认为 ，与美国开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处方背道而驰的中国的

发展模式值得所有国家羡慕 、借鉴或效仿 。但国内外也有不少学者认为 ，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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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正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华尔街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摩根士丹利公司董事总经

理兼首席经济师史蒂芬 ·罗奇指出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正面临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需要重新

平衡 ，经济增长动力的重心需要更多地放在来自内部需求尤其是个人消费方面的支持等艰巨的全球

挑战［１１］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非洲区域局的政策专家里奥 ·霍恩 －法萨诺塞则认为 ，中国的

成功只是“有限的成功” ，因为中国“人均收入不及博茨瓦纳或安哥拉 ，三分之二的人口没有健康保

险”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依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仍然面临着生态危机 、社会差距拉大以及地方腐败

等艰巨的挑战［１２］
。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 ·加布耶夫则认为 ，中国发展模式具有发展不均衡 、生态环

境恶化 、过于依赖外部局势 、不善于实现创新式发展等弱点［１３］１１５
。

有中国学者把所谓中国模式面临的问题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 ：（１）创新动力不足 ，技术进步不

快 ；（２）资源短缺 ，环境污染 ，压力加大 ；（３）贸易摩擦不断 ，出口受阻 ，国际竞争激烈 ，外贸条件恶化 ，

外贸顺差过大 ，外贸依存度过高 ；（４）工业 、城市 、东部地区发展快 ，农业 、农村 、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 ，

“三农”问题严重 ，城乡 、地区发展差距扩大 ，收入差距拉大 ，发展成果分享不均 ；（５）公共品供给不足 ，

看病难 、买房难 、上学难 、就业难 ，生产安全和社会治安问题比较严重 ，农民 、农民工 、下岗职工等弱势

群体问题比较突出 ；（６）民主法制不够健全 ，诚信缺失 、道德失范明显 ，腐败现象也比较严重 ；（７）如何

更多容纳和接受广大民众意见 ，如何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 、有更多民众参与的公共决策体制 ，对完善

中国模式更为重要［１４］２５５
。还有观点认为 ，收入差距过大 、投资与消费严重不平衡 、资金资源宏观配置

遭到严重扭曲 、资源瓶颈约束 、产业升级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面临阻碍等是中国发展模式面临的巨大

挑战 ，如果不能很好地应对这些挑战 ，中国很可能要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１５］

。

在国际金融 、经济危机的强力冲击下 ，这些重大挑战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凸显出

来 。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 ，

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
［１６］

因此 ，在中国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今天 ，在金融危机后其他发展模式纷纷以中国为参照系反思自身弊病

的今天 ，我们不能夜郎自大 ，仍要虚心学习和借鉴其他发展模式的优长 ，因为“能否不断了解世界 ，能

否不断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 ，能否不断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 ，是关系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兴衰

成败的大问题”
［１７］１２７

。

三 、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再适应”

非洲大陆拥有五十多个国家 ，各国在政治和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千差万别 ，采取的经济发展模

式也不尽相同 。但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发展中国家” ，获得独立后的非洲一部分国家曾一度仿效

西方国家 ，实行西方市场经济发展模式 ，另一部分国家则学习苏联模式 ，实行计划经济发展模式 ，但

这两种“复制版本”的发展模式在非洲都表现出严重的“水土不服” ，导致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非洲经济

止步不前 。进入 ２１世纪 ，非洲国家立足于非洲独特的情况 ，自主制订了第一个全面规划非洲政治 、

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蓝图 ，即“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该计划纠正了非洲国家过去照搬照抄外

部发展模式的错误 ，强调自力更生 ，“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但迄今为止 ，非洲并没有真正形成成

熟的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 。其经济发展模式更为粗放 ，更依赖资源和初级产品的出口 ，更容易

受大宗资源性商品价格的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前 ，因为全球各种资源性商品价格持续走高 ，非洲经

济可以说是处于“持续发展和较低通货膨胀的最佳时期”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 ，１９９９年至

２００７年 ，非洲经济年均增长达 ４ ．６％ ，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２００８年 １０月

枟世界经济展望枠报告中预测非洲经济 ２００８ 年增长 ６％ ，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增长

６畅３％
［１８］３３

。但这场金融危机使非洲经济发展的良好形势陡然逆转 ，非洲迅即陷入财政收入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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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锐减 ，外汇储备和国际资本流入大幅减少 ，实体经济遭到重创的困境 ，非洲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的道路依然漫长 。 ２００９年 ３月 ，国际慈善组织“行动援助”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 ，截至 ２００９年底 ，

国际金融危机将导致非洲各经济体损失约 ４９０亿美元［１９］
。 ２００９年 ５月 １２日 ，非洲开发银行行长

卡贝鲁卡也预测说受全球金融动荡影响 ，２００９年非洲国家人均收入将比上年下降［２０］
，这将是 １９９４

年以来非洲国家人均收入首次出现负增长 。非洲开发银行同日公布的一份报告还预计 ，非洲国家

２００９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 ２ ．３％ ，低于 ２００８年 ５ ．７％ 的水平 。该报告指出 ，经济衰退进一步加

剧将严重拖累非洲国家消除贫困的努力 。该报告还援引相关数据说 ，２００９年非洲大陆将新增２ ７００

万贫困人口 ，２ ８００万个就业岗位将受到冲击［２０］
。对于这场金融危机对非洲经济的影响 ，有个比较

形象的比喻 ：“当美国打喷嚏时 ，欧洲就感冒 ，亚洲得肺炎 ，而非洲的肺结核开始恶化”
［１８］３３

。

２００９年 １１月 １２日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詹纳在第四届非洲经济大会上指出 ，非

洲经济形势陡然逆转的事实表明 ，在残酷的金融危机面前 ，非洲旧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再适应［２１］
。

非洲旧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适应性”主要表现在 ：非洲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和通讯设施落后 ，使

非洲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很难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 ；农业尽管是非洲寻求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的“希

望所在” ，但仍未摆脱靠天吃饭的命运 ，农业产量不稳定 ；储蓄率过低和私人投资率较低 ，使非洲抵

御外界冲击的能力薄弱 ；“生产和出口低附加值的农业和矿业初级产品 ，同时大量进口中间产品和

制成品”的生产和贸易格局 ，使非洲经济增长极易受到国际市场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而呈现不稳定

性 ；过快的人口增长 、仍较严重的贫富分化 、巨额外债和内战等使非洲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受到严

重威胁 ；等等 。 ２０１０年 ５月 ，以“反思非洲增长战略”为主题的第 ２０届世界经济论坛非洲会议也认

为 ，虽然非洲国家有望和新兴市场一道率先走出危机低谷 ，但非洲经济发展还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

战［２２］
。这主要包括相对稳定的非洲政局近期出现逆转 、基础设施落后 、气候变暖和人口暴增等 。

四 、余 　论

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各种类型发展模式的困境同时凸显的事实充分证明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

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因此 ，金融危机后 ，世

界各种类型的发展模式在深入反思各自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基础上 ，调整 、完善甚至创新自己的发

展模式就是大势所趋 。这也许是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积极意义之所在 。

的确 ，世界各种类型的发展模式在“平衡” 、“包容” 、“可持续” 、“创新”和“安全”等顺势而生的新

的世界发展理念或者说发展目标的激励下 ，纷纷调整发展战略 、转变发展方式和创新发展动力 ，以

打造自身竞争力新的坚实基础 。

具体而言 ，西方发展模式尤其是盎格鲁 —萨克逊模式现在开始优先关注安全发展 ，注意规避风险

尤其是来自金融领域的风险 ，重新开始注重政府干预 ，维持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平衡 ；重新开始重视实

体经济 ，并提出了“再工业化” 、“低碳经济” 、“智慧地球”等发展战略 ，力图在新能源 、节能环保 、信息网

络等领域抢占国际产业科技发展制高点 。美国更是明确将着力点放在由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向出口

推动型增长模式转变上 ，并希冀通过美元贬值提升美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 ，通过“绿色新政”和“智慧

地球” ，打造新型制造业 ，形成出口新增长点 ，通过不惜动用各种贸易保护措施等举措实现这种转变 。

可归为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俄罗斯则力求实现由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向创新型经济发展

模式的转变 。在 ２００９年国情咨文中 ，梅德韦杰夫总统提出未来俄罗斯经济发展五大战略方向 ：节约

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发展宇宙航空和核能技术 ；发展现代化医疗和医药生产 ；发展现代化通讯

基础设施 ，研发大型计算机 ；建立“硅谷”科技研发中心 ，尽快使俄罗斯走上一条创新发展之路 。此外 ，

俄罗斯还成立了由总统亲自负责的俄罗斯经济现代化和技术发展委员会 ，并表示争取用 １０ — １５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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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２３］
。

中国则致力于推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 、内生增长的科学发展轨道 。为此 ，中国坚持把经济结构战

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并努力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 ，促进经济增长向依

靠消费 、投资 、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 ，深

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作用 ，提高教育现代

化水平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壮大创新人才队伍 ，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 、劳动者素质提高 、管

理创新转变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

和落脚点 ，努力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 ，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 ，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 ，

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坚定

推进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等领域改革 ，加快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努力促进现代化

建设各个环节 、各个方面相协调 ，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 。

非洲国家则正在努力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着力提高经济一体化水平 ，以建立新型经济一体化发

展模式 ，更好地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 。

从金融危机后世界各种类型的发展模式纷纷调整和变革各自发展战略 、发展理念并注意相互

借鉴 、取长补短的趋势中可得出很重要的一个结论 ：随着西方发展模式光环的消失 ，西方发展模式

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国际标准和唯一选择 ，各国人民根据各自国情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

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 ，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越来越成为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

内的世界人民的普遍共识 。

但需要指出的是 ，经济发展模式是一定国家或地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经济

发展路子 ，它具有深深植根于该国家或地区政治 、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历史惯性或延续性 ，再加上经

济全球化使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联系已经非常紧密 ，因此 ，可以预见 ，一定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模

式的调整和转变必定充满艰难与挑战 。甚至可以预见 ，世界各种类型的发展模式在调整和转变的

新的历史进程中 ，必定伴随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博弈和争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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