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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十论》

前言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两大阵营政治和军事对抗的结束以及计划经济国家的大规模
市场化经济转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格局，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同
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需要厘清的重大问题。如何系统梳理并回答这些问题，成为摆在世界经济理论
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原本打算撰著《世界经济概论》或者《世界经济学》，但是考
虑到世界经济极具复杂性和多变性，短期内很难形成被学术界普遍接受的理论体系框架，便放弃了最
初的想法，决定选取世界经济领域最基本、最重大的问题，以《世界经济十论》为名，撰写一本既具
教材特色、又具学术讨论性质的专著。这一选题得到辽宁大学“211工程”建设学术委员会的高度重视
，被列为重点扶持和资助的项目。　　《世界经济十论》的撰著基于两大目标，一是作为教材使用，
二是具有学术讨论性。因此，该书既可以作为我国高校经济类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以
作为对世界经济感兴趣的学者以及实际工作者了解和研究相关问题的参考用书。　　全书的结构安排
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总论。这一部分由一、二、三章构成，主要从世界经济格局、经济全
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三个方面论述世界经济领域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第二部分是世界经济的运行
与国际协调。这一部分由四、五、六章构成，主要从世界经济的发展在贸易、金融、生产等领域表现
出来的经济运行问题入手，探讨国际贸易、国际货币金融、跨国生产投资三个方面的矛盾和国际协调
机制等。第三部分是世界经济的制度演进。这一部分由七、八、九章构成，分别对成熟型、赶超型和
转轨型三类经济体的制度变革进行论述。第四部分是世界经济与中国，即第十章。这一部分，一方面
从全球的视角对中国经济的经验教训做出历史的总结；另一方面，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主线，分
析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背景和对策。　　本书的撰著由程伟提出动意，设计大纲，并对全书进
行统改。参加撰著的人员和具体分工是：程伟——第一、九、十章；刘钧霆——第二、四章；王韶玲
——第三章；邢源源——第五章；崔日明、邹东颖——第六章；刘洪钟——第七章；徐平——第八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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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十论》

内容概要

《世界经济十论(经济学管理学类)》选取世界经济领域最基本、最重大的问题展开论述。全书从世界
经济格局、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三个方面论述世界经济领域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从世界经
济的发展在贸易、金融、生产等领域表现出来的经济运行问题人手，探讨国际贸易、国际货币金融、
跨国生产投资三个方面的矛盾和国际协调机制等。全书分别对成熟型、赶超型和转轨型三类经济体的
制度变革进行论述.最后从全球的视角对中国经济的经验教训做出历史的总结，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
主线，分析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背景和对策。
《世界经济十论(经济学管理学类)》既可以作为我国高校经济类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教材，也可
以作为对世界经济感兴趣的学者以及实际工作者了解和研究相关问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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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伟，男，1954年生，俄罗斯联邦政府财政金融大学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大学
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首席导师，辽宁大学国家重点学科“世界经济”的学术带头人，现在辽宁大学校
长，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
主席、沈阳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12个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辽宁省政府特邀研究员。先后荣获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首批入选专家、辽宁省优秀专家、辽宁省跨世
纪杰出中华英才、沈阳市优秀专家、沈阳市归国英才十佳人物、沈阳市劳动模范等称号。　　程伟教
授主要从事世界经济、转轨经济以及俄罗斯经济的教学研究工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公开发表论文80
余篇，自撰和主编学术专著10部，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九五”、“十五”重点项目各1项，其他
国家级研究项目5项，省部级项目5项，10余项研究成果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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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与前瞻第一节 导论一、关于“格局”的内涵二、关于“格局”的分类及
其相互关系三、研究世界经济格局的意义第二节 二战前世界经济格局的简要回顾一、世界经济形成的
过程二、一个百年：英国独霸世界经济三、又一个百年：资本主义列强共同主宰世界第三节 二战后世
界经济格局演变的历史总结一、“两极”格局的实体及其特点二、“两极”格局实体的演变及其解体
三、“两极”格局解体的历史必然性第四节 新时期世界经济格局变动的基本态势一、冷战后时代世界
经济格局形成的长期性二、“一超多强”的现实架构与多极格局的大趋势三、战略机遇期与我国的对
策思路思考与讨论第二章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集团化第一节 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基本状况
及其动因一、经济全球化的初步形成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深入发展三、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动因
第二节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点一、发展程度的幼稚性二、参与主体的差异性三、利益分配的非均
衡性四、对世界经济影响的两重性第三节 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模式比较及其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关系一
、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模式比较二、区域经济集团化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关系第四节 当前世界经济一体
化所面临的基本矛盾一、当前一体化过程中的基本矛盾二、发展中国家的适应性选择思考与讨论第三
章 从科技革命浪潮到知识经济时代第一节 知识经济概念解读一、知识经济概念的由来二、知识经济
的基本内涵三、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第二节 知识经济时代生成的客观规律一、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科
技是第一推动力二、发展的历史传承性：发展阶段不可逾越三、发展的不平衡性：赶超先进成为可能
四、发展的渐进性：知识经济任重道远第三节 知识经济时代生成的影响因素一、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
修正与局限二、制度创新与政策调整的促进作用三、旧体制的束缚与不稳定因素的存在四、知识经济
发展可能带来的新问题第四节 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对策一、各国发展知识经济的基础实力与现状
二、发展知识经济的共同措施及其差异性三、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思考与讨论第四章 国际贸易与协
调机制第一节 国际贸易的运作机理一、国际贸易动因的理论起源与发展二、国际贸易的经济效应分析
第二节 国际贸易的政策实践一、国际贸易政策的类型及其演进二、国际贸易政策的实质及其选择第三
节 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一、地区分布非均衡化二、贸易对象多样化三、商品结构高级化四
、区域贸易自由化第四节 国际贸易协调机制的运行一、国际贸易协调机制形成与发展的轨迹二、国际
贸易协调机制的运行方式三、国际贸易协调机制的意义及其未来调整思考与讨论第五章 国际货币制度
与协调机制第一节 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一、国际货币制度概述二、国际货币制度的历史沿革第二节 
国际货币制度的现状及其改革一、现行国际货币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二、国际货币制度面临的挑战三
、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态势第三节 国际货币制度的协调机制一、固定汇率制度下的国际协调二、浮动
汇率制度下的国际协调第四节 国际货币制度的发展趋势一、欧元问世：现行国际货币制度调整的重要
契机二、欧元走势：成绩与问题三、国际货币制度前景展望思考与讨论第六章 国际直接投资与协调机
制第一节 国际直接投资概述一、国际直接投资的产生与发展二、国际直接投资方式三、21世纪国际直
接投资的新形势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比较第二节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国际直
接投资主流理论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三、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最新发展第三节 国际直接
投资中的跨国公司一、跨国公司发展战略调整二、跨国公司投资战略调整三、跨国公司技术研究与开
发战略调整四、跨国公司组织结构调整第四节 国际直接投资的协调机制一、国际法规的协调管理二、
世界贸易组织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协调三、经济一体化组织对国际投资的管理与协调四、发达国家高峰
会议协调及跨国公司之间微观协调思考与讨论第七章 成熟型国家经济体制的变迁第一节 成熟型国家
经济体制的历史演变一、新古典经济学与自由放纵的市场经济二、“大萧条”、凯恩斯革命与国家干
预的市场经济第二节 成熟型国家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理论基础一、“滞胀”与新自由主义的复兴二、
成熟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第三节 成熟型国家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一、以私人财产所有权为核心
的自由企业制度二、以市场竞争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三、以财政金融杠杆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四
、以健全的法制为市场秩序的保障第四节 成熟型国家经济体制的进一步调整一、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
体制进一步调整的时代背景二、经济体制进一步调整的主要内容思考与讨论第八章 赶超型国家经济体
制的出路第一节 赶超型国家经济体制的形成一、赶超型国家经济体制的界定二、赶超型国家经济体制
形成的基础三、赶超型国家经济体制的特点四、赶超型国家经济体制的历史贡献第二节 赶超型国家经
济体制面临的挑战一、赶超型经济外部条件的变化二、赶超型经济基础结构的变化三、赶超型国家经
济体制面临的挑战第三节 赶超型国家经济体制的调整方向一、赶超型国家经济体制调整的进程二、赶
超型国家经济体制调整的方向三、赶超型国家经济体制调整的启示思考与讨论第九章 转轨型国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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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十论》

体制的变革第一节 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地位一、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原因二、苏联计划经
济体制运行的绩效三、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评价第二节 苏东国家转轨前的体制改良一、苏东国家体制
改良的主要内容二、苏东国家体制改良的成因分析三、苏东国家体制改良的积弊后果第三节 计划经济
国家体制转轨的初步实践一、起点的同步性与政治选择的分野二、方向的一致性与道路选择的差异三
、绩效的时点考察与动态的综合分析思考与讨论第十章 世界经济与中国第一节 列强分割与新中国的
诞生一、资本主义迅速崛起二、旧中国由兴盛走向衰落三、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全中国第二节 艰难求
索与中国经济的起飞一、社会主义改造的得与失二、社会主义建设的两次挫折三、改革开放迎来中国
经济的春天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走向现代化一、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二、中国现代化的政策取
向三、防范风险的对策思路思考与讨论

Page 6



《世界经济十论》

章节摘录

　　第一，“世界经济格局”是决定“世界政治格局”乃至“世界格局”的本源的因素。我们常说，
经济是基础。这一命题不仅在单独的国家内部成立，而且在整个的世界范围也同样成立。从长期看，
一个国家要强大，要发展，除了扩大经济规模、提高经济水平、增强经济实力的途径之外，别无其他
选择。一样的道理，世界上各种力量的对比关系，各种力量的组合状态，以及各种力量的消长变化等
，归根结底，也取决于经济的因素。政治、军事等非经济因素，对于国际事态的状况和演变有一定的
影响，甚至较大的影响，对此，我们充分肯定。但有两点必须看到，一是一定的政治、军事等实力的
形成，其本身就是以一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为后盾的。一个经济弱小的国家成为一个政治或者军事
强国，这是不可想象的；二是政治、军事等非经济因素带给世界的影响是相对短暂的，而经济因素带
给世界的影响却是长期的，持久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存在“世界经济格局”、“世界政治格局
”、“世界格局”的不同分类，而且直观上“世界经济格局”又似乎只是“世界格局”中的一个子系
统，但事实上它在诸种“格局”的方位配置中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世界政治格局”和“世界
格局”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是本源的因素。　　第二，诸种“格局”呈现出向“世界经济格局”逐
渐靠拢的趋势。我们提出“世界经济格局”是构成“世界政治格局”乃至整个“世界格局”的物质基
础，是本源的因素，但这绝非意味“世界经济格局”本身就是“世界政治格局”或者“世界格局”。
因为，某一国家或者地区旨在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和增强其综合实力，往往可以通过暂时牺
牲一定的经济利益而换取政治、军事力量的扩张的途径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格局”同
“世界政治格局”及“世界格局”之间必然出现“不对称性”。愈是以牺牲经济利益的方法扩张政治
与军事的力量，“不对称性”就愈增大。但是，由于经济是基础，经济力量的对比关系是决定政治力
量和综合力量对比关系的具有长期而稳定性质的因素，所以，靠牺牲经济利益扩张非经济力量，以谋
求自己政治、军事等国际地位提高的策略，显然难以持久使用。如果采取相反的策略，即主要以发展
经济的途径巩固和提高自己在国际上各个领域的地位，则“不对称性”势必弱化，“世界政治格局”
和“世界格局”势必向“世界经济格局”逐渐靠拢。当今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正是这样一种大趋势
，因此，紧紧围绕“世界经济格局”研究世界，就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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