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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阅读与思考———走近 “新经济”

在喧嚣与不平静之中，时间的脚步不知不觉地

将我们带入了新世纪的第 10 个年头。看尽经济繁

荣的世象，亲历金融危机的恐慌和经济低迷，是否

我们应该花一些时间来静静地阅读与思考? 在经济

学的领域中，始终充满了哲学的思辨。危机过去

了，我们身边的经济现象还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

在这个信息庞杂、知识快速更新的时代，尽管 “新

经济”这个词语可能曾经频繁地进入你的视野，但

你却未必真正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子? 走近 “新经

济”，了解 “新经济”，对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你



党政干部口袋读库

002

我，也许会有特别的意义。

20 世纪落幕之前，世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

是美国持续了近十年的经济繁荣。这个由美国前总统

克林顿主政的时期，无论从世界经济史还是美国经济

史来看，经济繁荣的时间跨度都是破纪录的，因而引

起了各国的普遍关注。美国人自然为此而自豪，把它

取名为“新经济”。那么美国持续近十年的繁荣究竟

算不算“新经济”? 当时美国国内外并没有取得广泛

共识。2000 年初，风云突变，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接着一系列政治、经济事件———“ 9·11”恐怖袭

击、大公司金融丑闻、股市剧烈振荡、网络公司大批

倒闭、电信公司在困境中挣扎、信息产业率先进入衰

退，都给美国经济以沉重打击。这种繁荣与萧条的强

烈反差，引起了人们对 “新经济”是否存在的认真

思考。有人曾经戏言，美国总统大选之所以最后演变

成闹剧，也与 “新经济”有关: 我们都 “新经济”

了，自己能管自己，谁当总统都没多大关系。美国人

如是说。

2001 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在

其力作《即将到来的互联网大萧条》一书的序中，

说过这样一句话: “稍有一点点运气，‘新经济’就

能够波及全世界。”2008 年，一场始料未及的金融危

机在全球范围内发生、蔓延。2010 年，当后金融危



SHUOSHUOXINJINGJI

说说“新经济”

003

机时代渐渐走入了现实，对共同经历过的全球性金融

危机进行反思与批判，究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经济?

身处高科技信息时代和全球化不断加速的世界中，

“新经济”似乎成为各国亲历危机后经济复苏与繁荣

的必由之路，“新经济”的进程不断在加速，而不是

放缓。然而，直至今天，我们发现，“新经济”对大

多数普通人，甚至一些专业领域的经济学者而言，仍

然是陌生的、空泛的，让 “新经济”引领世界经济

似乎还只是个遥远的梦想。

一、追本溯源———何谓“新经济”

所谓“新经济”，就是以数码知识、网络技

术为基础，以创新为核心，由新科技所驱动，可

持续发展的经济。

———张瑞敏

仿佛春潮一般，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到来之

时，几乎全世界的经济界人士和企业都把目光投入到

这种经济现象中: 发源于美国的 “新经济”。 “新经

济”到底是什么? 它是否像潮水一般惊涛骇浪地涌

来，又悄无声息地撤去? 它是否如泡沫一样，刹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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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斥视野，转瞬间又灰飞烟灭? “新经济”意味着什

么? 揭示着什么? 至今，人们仍在持续地探讨、猜测

和寻找答案。

任何一个概念都可以有许多侧面，从许多角度来

理解和定义。关于“新经济”的含义，有很多争议。

有的学者认为，科学地诠释 “新经济”的关键在于

要抓住经济正处于传统经济———工业经济向一种新型

经济———知识经济转变之中; 也有学者认为，所谓

“新经济”，实质上就是知识经济，是指以高技术产

业为支柱，以智力资源为主要依托的新型经济，它区

别于以传统工业为支柱产业、以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

的“旧经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则认为: “新

经济”事实上被人们在不同的场合赋予着不同的含

义。最初， “新经济”是用来指在 20 世纪 90 年代，

美国经济在科技进步和全球化的基础上所表现出的长

期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的一种状态。后来，随着

“网络股”的飙升，国内外的许多人把以信息、网络

业为代表的所谓 “新科技产业”或 “科技板块”称

为“新经济”，而把其他所谓的 “传统产业”称为

“旧经济”。

到底如何定义 “新经济”? 学界争论较多。综

合各家所言，可以达成基本的共识: 所谓 “新经

济”，就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带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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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科技、信息、网络、知识为其重要构成部分和

主要增长动力的经济。其典型代表是以美国经济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所表现出的那种持续高增长、低通

胀、低失业，经济周期的阶段性特征明显淡化的新

的经济现象。

从这一概念来看， “新经济”虽然是以美国 20

世纪 90 年代长达近十年的经济发展状况为基础引申

出来的一个全新的经济概念，但其赖以依存和发展的

两块基石: 技术革命所带来的信息化全球化和导致各

国经济边界日益弱化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其作用和影

响早已远远超出了美国的国界，并将可能成为未来全

球经济发展的主流形态和运行模式。

而经济持续高增长、低通货膨胀率与低失业率并

存则被称为宏观经济运行的理想状态，即经济学上所

谓的“一高两低”。

然而，你可能不会相信，作为最早宣传 “新经

济”的媒体，《商业周刊》在界定这个名词时却说:

“‘新经济’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已经死亡了，也不

意味着我们将不会有另一次衰退，或经济周期业已消

灭; 更不意味着股票市场必将摆脱自我调整而永远上

升，就像 ( 神话中所说的) 豆梗将直上云天。自然，

它也不意味着亚洲金融风暴不会影响美国。”这段颇

有深意的宣传词在向我们暗示什么? 很显然，固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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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率、低通货膨胀率与低失业率在一定经济发

展阶段是可以同时并存的，但这种状态并不能够彻底

消除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知识链接
“一高”即高的经济增长率，只有高的经济增长

才能带来一国或地区社会财富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

善。“两低”即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通货膨胀

和失业是一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宏观经济现象，一般

来说，当一国经济繁荣时，易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的出现往往意味着物价水平普遍而持续的上

涨和本币的贬值。当一国经济陷入衰退和萧条时，失

业现象就会加剧，失业率上升，而此时，由于生产凋

敝，物价水平通常较低。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

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呈交替关系，英国经济学家菲利

普斯使用“菲利普斯曲线”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现象。

( 一) “新经济”的由来

“新经济” ( New Economy) 一词实际上可回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当时，它的意义完全不同于上

述我们所说的“新经济”的概念。此时的 “新经济”

是指由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驱动的经济。1981 年，

一部著名作品的书名就叫做 《服务业: 新经济》。令

人们担心的是，由服务业驱动的 “新经济”意味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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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缓慢，价格升高，还有大量低收入的工种。但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起，“新经济”这个词的意义已

经慢慢发生变化了。

2000 年伊始，“世界新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小

镇达沃斯召开，论坛上引起激烈讨论的话题就是

“新经济”。而此前，早在 1996 年 12 月 30 日，美国

《商业周刊》上发表了一组文章，文章对 1991 年 3 月

以来美国经济“一高两低”式的持续增长进行了分

析，并将之称为“新经济”。在此之后的 1997、1998

和 1999 年三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继续保

持在 4. 5%、4. 3%和 4. 2% ; 1999 年，美国的失业率

只有 4. 1%，为 30 年来的历史最低点; 与此同时，

通货膨胀率仅为 2. 2%，也为 10 年来的历史最低点。

1997 年 7 月，也正好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

候，在美国，关于 “新经济”的呼声达到了一个高

峰。美国一家科技性杂志 Wired ( 直译为 《连线》)

发表了一篇题为“长期繁荣”的封面文章。文章说，

全球经济将在从未有过的规模上开始繁荣，世界经济

将每 12 年翻一番。长期繁荣将由个人计算机、电信、

生物技术、超微技术和可替代能源五个技术方面所推

动。此时，“新经济”的主要含义转向了技术层面，

主要是指一系列新的技术革命，其适用范围也由美国

扩展到全世界。然而，持不同看法的人却认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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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概念总是存在于一部分美国人之中，这通常

是由繁荣或狂热引起的，这样的事例在美国历史上并

不少见，诸如 19 世纪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建设、20

世纪 20 年代的牛市和 20 世纪 60 年代的“伟大社会”

构想，都引起了一部分人对经济的过于乐观。

1997 年 11 月，面对社会上的种种争议， 《商业

周刊》杂志主编谢泼德在该刊发表了题为 《新经济:

其真实的含义是什么?》的文章，文章指出， “新经

济”是指近几年来正在发生的两大趋势: 一是经济

的全球化，二是信息技术革命。

2000 年 2 月，克林顿总统在一年一度的 《总统

经济报告》中宣称: 美国经济已经创下了连续 107 个

月持续增长的历史纪录，正处于黄金时代和历史上最

长的经济扩张期。克林顿之所以如此评价这次增长为

美国之最，是因为这次的经济扩张有别于美国经济发

展史上其他两次繁荣，即 20 世纪 60 年代肯尼迪、约

翰逊和 80 年代里根、布什的繁荣。这两次繁荣有一

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经济复苏头两年劳动生产率增长

迅速 ( 分别为 4. 7%和 3% ) ，到第七、第八年即陷入

低迷 ( 分别为 1. 2%和 0. 8% ) ，最终导致衰退。尽管

克林顿对美国 “新经济”的评价如此之高，但专家

学者们对“新经济”一直存在不同见解。2000 年下

半年起，美国经济增长明显放慢，质疑 “新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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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自此不绝于耳。英国首相布莱尔 2000 年 9 月在

为启动“英国在线”战略发表的讲话中，直截了当地

否认“新经济”的存在，认为经济只有一种，并无新

旧之分。

总的来看，无论 “新经济”概念曾经遭受了多

少的争议，无论使用者对其有怎样不同的理解，但有

着共同的一点，即人们越来越感觉到信息技术革命和

全球化进程对社会经济生活正产生着新的影响，正改

变着我们的生活。

( 二) 谁是“新经济”第一人?

“几乎不可能辨别一个新经济时代开始的准确日

期，但是，人们在美国的新经济时代却可以找到一个

例外。那就是 1995 年 8 月 9 日，这是美国‘新经济’

发轫的具体日期。这一天，现为美国在线 ( America

Online) 一部分的互联网浏览器公司网景公司成为上

市公司。开市伊始，该公司的股价为每股 28 美元，

到当天收市的时候，股价已经翻了一番。股价一路攀

升，使早期投资人得到巨额回报，并引发了一场持续

时间达 5 年之久的互联网狂潮。”这段话出自 《即将

到来的互联网大萧条》。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最先提出

“新经济”概念的美国人迈克尔·曼德尔，他被誉为

“新经济的先知”。他首次把 “新经济”界定为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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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革命和市场全球化为基础的经济”，并认为美国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的经济繁荣，是 “新经济的胜

利”，表明美国已率先进入新经济时代。

名人链接

迈克尔·曼德尔，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著名经

济学家，曾任美国《商业周刊》经济学编辑，首席经

济学家。他最早预言和报道了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的

“新经济”，为表彰他对“新经济”的贡献，他被授予

美国商业新闻奖中地位最高的杰罗德罗艾布杰出商业

及金融“新闻奖”。他的作品成为硅谷、华盛顿政府

官员以及大公司决策者的必读文章，许多作品包括

《新商业周期》等，都获得了全美的认可和奖项，主

要著作有《即将到来的互联网大萧条》、 《高风险社

会》等。

二、“新经济”新在何处

对一个新生的事物，人们总是抱有极大的好奇

心。它是什么样子? 为什么它是新的? 它与之前别的

事物有何不同? 在 《当公司统治世界》这本畅销书

的作者戴维·科顿的最新力作——— 《新经济的进程》

的序言中，作者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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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乔治·布什是美国历史上最不称职的总统，其领

导的政府也一事无成。今天美国总统的权力已经移交

至最有资格成为总统的巴拉克·奥巴马手中，在他的

领导下美国政府有望能够切实有效地运转起来。虽然

已经有了一些明显的改进，但也远远不够。迄今为

止，奥巴马政府对华尔街的贪婪所做出的反应与上届

政府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美国新政府与旧

政府的区别是什么? 人们所寄予新政府的期望又会有

什么结果? 探究这些问题不过是我们面对 “新”事

物的普遍做法。

回到我们一直讨论的话题。有学者认为，每一次

人类告别“糟糕的旧时代”都是以生产力的重大变

革为基础的，经济史上的一些重大技术革命，如铁

路、电力、汽车等等，都曾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与增

长，因此，与之前相比，都可以称作 “新经济”。那

么“新经济”因何而“新”? “新”在何处?

( 一) 信息技术——— “新经济”的物质基础

不知你是否做过统计，每天通过各种方式接触到

的信息有多少条? 在今天，你每天接收的信息不少于

1000 条，在这些信息中，有多少是你所需要的，又

有多少会干扰你的判断和分析? 你可能没有仔细考虑

过这个问题，没关系。但你必须承认，我们生活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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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爆炸的时代，信息技术正在改变你我的生活，网络

平台正在加速信息的传递和更新。我们所说的 “新

经济”正是这样一种以信息技术为物质基础的经济

形态。

“新经济”之所以 “新”，源于推动其产生与发

展的原动力——— 信息技术革命所具有的全新的革命

意义。在传统经济中，资本、自然资源等占据着重要

地位。在“新经济”中，信息技术则成为主力。同

以往的任何一次技术革命不同，以微电子、计算机、

通信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是迄今人类社会

技术进步过程中发展最快、渗透性最强、应用最广泛

的关键技术，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创造着

有史以来人类最高的劳动生产率，使人类的经济空间

日益增大。某种意义上讲， “新经济”就是信息经

济。

知识链接

信息技术是用于管理和处理信息所采用的各种技

术的总称。它主要是应用计算机科学和通信技术来设

计、开发、安装和实施信息系统及应用软件。它也常

被称为信息和通信技术，主要包括传感技术、计算机

技术和通信技术。信息技术的应用包括计算机硬件和

软件、网络和通信技术、应用软件开发工具等。计算

机和互联网普及以来，人们日益普遍地使用计算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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