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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明白，现在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群众的实践

创造丰富多彩，不学习、不坚持学习、不刻苦学习，势必会落伍，势必难以胜任我

们所肩负的重大职责，要做合格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必须大力加强学习，努力用人

类社会创造的丰富知识来充实自己。

———胡锦涛

课程背景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２００２年底开始的制度化的集体学习截至２０１１年２月已经

７０次。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成果，一种国家的仪式，一个向外界传达这个国家未来

发展动向的重要窗口。对于一个拥有７　７００多万名党员的政党来说，这更是一种政党

的精神，一种内化的政治文明的结晶。人们注意到了每次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题，

媒体也对每次主持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进行了重点报道。但很多人可能

忽视了这项政治活动背后的一个群体，那就是与中央政治局领导集体面对面，在某

种意义上参与和影响着中央重大决策的中南海的这些老师们。

这是一群特殊的 “老师”。每一位都是精心挑选出的各个领域的翘楚。他们是一

个中国精英群体的象征，掌握着学术话语权并直达决策案头。

这是中国顶级学术研究的旗帜。无论是来自中央党校的教授，还是来自中国社

科院的研究员，抑或来自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等国家重量级研究机构以及重点大专院

校的学术领军人物。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班底。虽然每一次的学习仅仅是一个 “带有咨询性的学

习”，但其对政策的影响作用不可小觑。既紧扣当前重大问题，也结合中长期的问题

进行思考和探讨，所以，这些主讲者们事实上就是中国最高决策层的外脑和中央决

策智库的核心。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６日，７８岁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许崇德和３９岁的武汉大学教授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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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中步入中南海怀仁堂，一老一少，一种也许不是特意的安排，但毫无疑问，知识

的结构和年龄的落差，本身就有着特别的效果。这种结构无疑有助于脑力的震荡和

碰撞的激情，而这对于学习本身和学习者来说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天，中共中央

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宪法。

对于此次授课，《纽约时报》评论称：“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开创了与专家学者定

期磋商的做法，对于中国的许多学者来说，创新远远不是简单的领导风格问题。”

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６日至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１日，８年多的时间，７０次授课，间隔少

则二十多天，多则一个多月，１４０位中国各个领域的顶尖专家陆续来到中南海———从

学习宪法到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从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到气候

变化、非典防治以及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敏感问题；从世界历史和

大国崛起的规律研究到深刻汲取抗战胜利历史经验及回顾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的建立；从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态势到国防与经济协调发展；从现代奥林匹

克运动和办好北京奥运会到总结世博会经验，海量的知识和信息喷薄而出，震荡着

中南海上空的气息。

虽然这些讲座的具体内容没有更多公开的报道，但事实上，这些讲课的专家都

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知名学者，他们的观点，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对于一定时期政

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判断，我们都可以在诸多公开的场合看得见听得到。尤其是从中

南海讲课回来后，很多主讲专家都会接受一些媒体的采访或者到很多省市去讲课，

演讲主题多与在中央政治局集体讲解的主题相近。据此分析，这些演讲、采访等与

专家在给中央领导集体学习时的讲授内容，基本观点和主要思想应该是一致的，这

就为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中央的决策，学习和把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精神有了一

个方向。所以，反过来对比学习和研究这些专家的研究成果本身，也是把握中央重

大决策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更有价值的智慧

探索。

日本经济战略家大前研一的著作 《低智商社会》，将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社会的

种种问题归因于 “集体智商衰退”。大前认为，日本正进入一个 “低智商社会”，主

要表征是：集体不思考、集体不学习、集体不负责，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

当今世界，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

竞争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面对诸多国际国内的严峻考验，我们必须树立世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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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优化战略思维方式，提高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取

得，关键要看学习，因此，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战略目标，党的十

七届四中全会专门对学习型政党的建设做出具体的部署。只有坚持学习，我们才能

以更加开阔的视野观察世界，正确认识时代特点，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只

有坚持学习，我们才能全面了解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趋势，全面了解

当代知识创新、科技发明、人文进步情况，才能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

文明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科学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发展战略和

政策措施，始终站在时代发展前列。

８年多的坚持，使得这个最初为了增强治国理政能力而进行的集体学习成就了一

个学习的国度和一个学习的政党，围绕这些学习的解读和关注越来越多，但我们现

在把目光聚焦于她背后那些主讲人的身上，因为 “智库”一词已成为他们以及所在

机构的代名词。而这些 “智库”们因为这个课堂，人生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影响。早

在１９９４年进入中南海讲课、时年３９岁的华东政法学院教授曹建明，如今已是最高检

察院检察长；２００４年时任同济大学校长的万钢，三年后正式担任中国科学技术部部

长，并于２００８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无论如何，政治局集体学习是一个信号，一个加速点。虽然中国改革开放的各

项工作一直都在进行，但是政治局集体学习后相关重点领域的推进速度明显加快。

所以，这种学习还不只是简单的知识传递。

让我们关注每次集体学习之后中国发生的变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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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推动我国科学发展问题研究
２００８－１１－２９

授课专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宋泓研究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张燕生研究员

坚持走科学发展道路，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

任务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１１月２９日上午进行第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

主持。他强调，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条件下，我们要有效解决前进中遇到的各种矛

盾和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全面提高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可持续发展

能力，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坚持走科学发展道路。

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次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是关于推动我国科学发展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宋泓研究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张燕生研究员

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并谈了对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他们的讲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继续扩散和

蔓延，我国发展的外部条件更趋复杂。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将突出面临国际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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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锦涛强调：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 ［ＥＢ／ＯＬ］．新华网 ．（２００８－１１－２９）．ｈｔ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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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影响持续加深、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压力，突出面临外部需求显著减

少、我国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减弱的压力，突出面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投资和贸

易保护主义上升的压力，突出面临人口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要求更为迫切的压力。能不能变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保持经济平稳较

快发展，是对我们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考验，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考验。科学

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在当前情况下，我们更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周密策划，采取有力措施，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胡锦涛强调，实现科学发展，首先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理念。要全面贯彻

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

重要思想，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

合上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进一步

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坚强意志、谋划科学发展的正确思路、领导

科学发展的实际能力、促进科学发展的政策措施。要深刻把握科学发展对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新课题，以宽广眼界审视发展，以战略思维谋划发

展，以辩证观点推动发展，既要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又要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

人的全面发展，既要着力解决当前发展中遇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又要标本兼治、

着力增强科学发展后劲。

胡锦涛指出，实现科学发展，关键是要确立和实施科学发展方式。我们必须

把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增强发展可持续性作为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

好。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把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加

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要着眼于全球经济发展新态势，坚持对

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加紧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

略，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胡锦涛强调，推动科学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把发展成果体现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科学发展才能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的自觉行动。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解决好人民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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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强调，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正在积极开展。各级党委要紧紧围绕

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统筹规划、精心组织、扎

实推进，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切实负起领导责任，确保学习

实践活动取得实效。要着力增强各级领导干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

力，真正把科学发展观体现到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行动中去，做到以身

作则促进科学发展、真抓实干落实科学发展。

　　宋泓
金融危机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变

“中国经济的科学发展与中国经济的世界地位相辅相成，科学发展是未来中国经

济的核心问题”。

———宋泓

宋泓，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

际贸易研究室主任。１９８７年就读于西北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１９９４年就读

于复旦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１９９７年进入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获

经济学博士学位，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００２年３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做访

问研究。

宋泓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

主要从事外国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和国际贸易方面的研究，独立主持多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研究项目、国家软科学研究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项目以及国家

有关部委的研究课题，曾在 《经济研究》、《管理世界》、《改革》、《世界经济》、《国

际经济评论》、《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贸易》和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等专业

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５０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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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泓的代表性论文及著作如下。

１．《发展中国家自立型产业成长与 ＷＴＯ规则》①

宋泓于２００７年在 《世界政治与经济》上撰写此文，认为从理论上讲，ＷＴＯ规

则对所有的成员是一视同仁的。但实际上，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经济规模不同

的成员，ＷＴＯ规则的具体执行却会造成截然不同的影响。宋泓从发展中国家自立型

产业成长的角度具体分析了 ＷＴＯ规则对落后国家的限制以及这种限制的影响。研究

发现在 ＷＴＯ规则下，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难以发展起自立型产业及产业体系，现有的

产业也很容易被转型或替代，并演变成为发达国家产业国际扩展或转移的场所。

２．《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②

宋泓２００４年在 《招商周刊》发表此文，认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由以前的

劳动密集型产品，向电子、化学、运输工具以及机械等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生产

活动转化；非股权参与的外包形式引人注目；生产能力转移不再是个别企业的孤

立行为；生产能力转移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如何将被动

地接受发达国家的生产能力转移和自身产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是我们面临的一

个重要课题。

３．《建议抓住国际生产能力转移机遇》③

宋泓２００４年５月９日在 《经济参考报》发表文章指出，国际生产能力的转移虽

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以现有能力水准参与国际市场的可能，有利于在发展中国家

形成集聚效应，并促进发展中国家政策和商业环境的改善，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

对跨国公司的长期依赖可能使得发展中国家失去经济发展的自主动力。

宋泓指出，从目前我国接受国际生产能力转移的现状来看，存在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我国所从事的这一段生产链，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或装配活动；即使是

技术或资本密集型的产品，所从事的也是劳动密集型的工序。二是我国发达地区的

人工成本也开始升高，这将导致低成本的优势不能充分体现。三是知识产权保护不

力，限制了一些不是很依赖劳动力和土地的产业 （如制药业）扩大投资。四是跨国

企业凭借造型新颖、技术先进的产品赚取高额利润，而依靠贴牌定制 （ＯＥ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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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泓 ．发展中国家自立型产业成长与 ＷＴＯ规则 ［Ｊ］．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７ （９）．
宋泓 ．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 ［Ｊ］．招商周刊，２００４ （２６）．
宋泓 ．建议抓住国际生产能力转移机遇 ［Ｎ］．经济参考报，２００４－０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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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往往只有１％～２％的利润，这就限制了我国企业进一步升级的潜力。五

是制造业配套能力差，出口加工区往往成了与国内经济关联度低的出口基地。

４．《中国进口战略与管理》

２００９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宋泓所著的 《中国进口战略与管理》一书，

书中认为中国对外贸易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出口支持和进口替代阶段，整个经济正步

入自主创新、自主发展阶段。国内所需要的高新技术和设备越来越难以通过进口的

形式获得，自主技术、自主创新将成为产业升级、经济发展的主要来源。同时，在

此阶段，进口管理的重心也将转移到保障稳定供给、防范进口冲击上。基于此，本

书提出了中国 “十一五”和 “十二五”期间的 “安全发展”进口新战略。其核心是

重点关注资源类行业和高技术行业的进口贸易，放开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

长期内逐步实现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发展。以 ＷＴＯ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为中国这种

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政策空间。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９日，宋泓与张燕生一起走进中南海，就 “推动我国科学发展问

题研究”为题，向参加集体学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作了讲解，并谈了对推动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及其产生原因分析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不仅对美国及世界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产生了强烈影响，还对

我们曾经奉为金科玉律的很多规则、做法及相关的理论和政策提出了严峻挑战，并

对我国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此次金融危机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其产生原因、

如何应对等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

在对外国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和国际贸易方面研究的基础上，宋泓对金融危机

及其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特点及未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

战略思考，为我国科学发展战略的制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山崩地裂般的破坏力让国际

金融体系一朝染疾，很难恢复元气。那么，什么是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它对经济

有哪些影响呢？

（１）金融危机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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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 （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

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①。

２００９年宋泓在 《时事报告》上撰文指出：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所以会剧烈地影响

到我国的实体经济，与我国已高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及过去３０年中国经济发展

模式紧密相关。２００８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这场金融危机给我国发展既提出了

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②。

知识链接

次贷危机③及金融危机④

次贷危机又称次级房贷危机，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一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

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风暴。它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隐约

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美国 “次贷危机”是从２００６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２００７年８月席

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

目前，国际社会对金融危机的界定有狭义和广义两个范畴。从狭义上看，戈德·史密斯

提出，金融危机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 （证券、房地产、土地）价

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从广义上看，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认为，金融危机除了狭义的金融危机这种 “系统性金融危机”外，还包括货币危

机、银行危机和外债危机。无论是狭义金融危机的界定还是广义金融危机的界定都表明，金

融危机具体有五层含义。（１）金融危机是宏观的范畴，是有关国家或地区整个金融状况的恶

化。（２）金融危机是金融的范畴，只是金融状况的恶化，而不是一般经济状况的恶化，虽然

金融状况的恶化和一般经济状况的恶化完全可能互为因果，但本质上是相区别的。（３）金融

危机是突然发作的 “急性病”，而不是 “慢性病”。 （４）金融危机是剧烈发作的 “重症病”，

而不是 “轻症病”。（５）金融危机是非周期性的范畴，而不是周期规律性爆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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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次贷危机的概念 ［ＥＢ／ＯＬ］．七一网 “党建信息”．ｈｔｔｐ：／／ｗｅｂ．１２３７１．ｇｏｖ．ｃ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ｓｐｘ？

ｉｄ＝０８９１５５８６７１１４．
宋泓 ．金融危机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变 ［Ｊ］．时事报告，２０１０－０７－１８．
金融危机的概念———０９年经济师中级金融考点 ［ＥＢ／ＯＬ］．中华维思网校 ．（２００９－０８－２６）．ｈｔｔｐ：

ｗｗｗ．ｗｅｓｉｅｄｕ．ｃｏｍ／ｈｔｍｌ／２００９０８２６１９３４５０．ｓｈｔｍｌ．
金融危机的概念———０９年经济师中级金融考点 ［ＥＢ／ＯＬ］．中华维思网校 ．（２００９－０８－２６）．ｈｔｔｐ：

ｗｗｗ．ｗｅｓｉｅｄｕ．ｃｏｍ／Ｈｔｍｌ／２００９０８２６１９３４５０．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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