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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大趋势》

内容概要

《世界经济大趋势》分为八部分，前四部分是关于世界主要地区的经济趋势的论述。接下来的一部分
是有关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前景、人民币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可能性和对黄金的展望，第六部分
考察能源市场、伊朗的政策及气候变化问题带来的挑战，第七部分探讨了各种政策问题，最后一部分
则分析了投资决策和信息技术的收益递减问题。《世界经济大趋势》提供了最新且完整的全球经济情
况和新兴市场研究预览，解读主要经济体的未来，以及全球议题如何互相影响？这些国家将会面对未
来何种经济走势？美国终端需求的恢复能持续吗？中国的微观经济政策能再支持高增长率吗？欧洲国
家如英国能应付大幅度的财政紧缩吗？当前出现的拉美和非洲商品价格上涨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吗？中
央银行在长期抛售黄金之后，会不会再重新把它当作货币使用？当美国面临大规模财政赤字、美联储
将利率降至零时，美元还能继续担当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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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大趋势》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大卫·哈勒（David Hale） （美国）利里克·休斯·哈勒（Lyric Hughes Hale） 译者：
周子平  大卫·哈勒（David Hale），全球经济学家，大卫·哈勒全球经济（David Hale Global
Economics）公司创办人和董事长，主要客户包括北美、欧洲、亚洲和非洲的资产管理公司；澳大利亚
联邦银行全球经济顾问。1977—1995年曾任肯珀（Kemper）金融服务公司首席经济师，1995年购买了
该公司。2002年创办大卫·哈勒全球经济公司。曾获乔治敦大学外交服务学院硕士学位，1990年9月获
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学协会纽约分会颁发的威廉·伯特勒奖。 利里克·休斯·哈勒（Lyric Hughes Hale
），著述者和撰稿人，曾在《金融时报》、《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现代史》、《机构投
资者》等多种刊物上发表文章。与丈夫大卫·哈勒于2003年在《外交》季刊上联名发表的文章《中国
腾飞》（China Takes off）是有关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中引述最多的文章之一。曾在西北大学学习日语，
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近东语言和文学学位。曾在欧洲、亚洲和中东居住和从事研究。1997年初次访
问中国，此后又多次到访。作为终生亚洲学者，利里克·休斯·哈勒的主要学术兴趣包括中国货币政
策、伊朗事务、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媒体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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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部分西半球各国经济 量化宽松美国经济复苏之路举步维艰 稳中求进加拿大经济的前景与挑战 机制
停滞墨西哥无止境的过渡 改革开放拉丁美洲在改变吗？ 第2部分欧洲 经济复苏世界把赌注押在欧洲，
而美国可能成为胜者 第3部分亚洲 结构调整亚洲范式的转变 回归常态日本又一个失去的十年 政府更迭
口本的过渡期仍在继续 第4部分南半球经济 雄心勃勃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经济一体化 体制缺陷南非腾
飞的绊脚石 风景独好金融危机中的澳大利亚反例 第5部分储备货币 储备货币人民币能否撬动美元地位 
投资彷徨金价反弹会继续吗？ 第6部分能源的地缘政治 纸桶投资21世纪头10年的石油市场 范式转变经
历最近一次革命后的伊朗 气候变化可行的政策和未来的碳市场 第7部分危机与改革 银行监管它们真的
需要更多资本吗 进退两难特里芬困境的全球化 增加税收从金鹅身上拔取更多羽毛 为人作嫁多德—弗
兰克金融改革之困 矫枉过正萨班斯法案失败之因 第8部分神经经济学 神经科学投资决策过程中人的因
素 网络损害信息时代的收益递减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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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除此之外，非洲国家一般都没有显示放弃国家主权和把权力交给地区机构的意愿，
而后者是后续的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阶段（减税联盟，共同市场，货币联盟）所必需的。类似地，非
洲国家还未能做出必要政治决议，以解决由重叠的地区协议造成的“意大利面条碗”（spahetti bowl）
现象，只有当各个地区经济共同体超越了自由贸易区阶段时才有可能属于一个同地区经济共同体。 这
一问题在东部和南部非洲最为严重，其中主要是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东部非洲共同体
（SADC）、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COMESA）等的交叠。一些国家政府提出的解决办法不是要
求有关国家决定它们希望归属于哪一个经济共同体，而是要把这三个包含从利比亚到南非等26个国家
在内的经济共同体结合成一个大的经济共同体，这一方案很可能是难于运作的，东部非洲共同体的一
体化进程最快不是偶然的，它只包含5个国家。在政治家们有做出艰难的政治抉择的意愿之前，非洲
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将是缓慢的。 地区经济一体化存在的第三个问题是地区经济共同体（RECs）
醉心于建立共同货币，所有地区经济共同体都把拥有共同货币作为最终的目标，通常都有一个非常乐
观的时间表，而对于要使得共同货币起作用的先决条件和在这一过程中所需要的妥协却不十分了解。
与几乎总是带来益处的贸易一体化不同，货币一体化对有关国家可能并非是一项积极的举措。 货币一
体化可能对某些国家集团有意义，如位于南非和东部非洲共同体周围的国家，但即使对那些较小的集
团挑战也是很严厉的。整个欧元区特别是希腊所面临的问题显示了在没有政治和财政一体化的情况下
，要使货币一体化起作用将会遭遇的困难。一般地说，过分地贯注于货币的一体化，就有可能分散对
使较低程度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能够奏效的那些更紧迫问题和决策的注意力。 中国对非洲影响力的增长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高度资源密集型的，因此特别注重供应的保障。非洲国家是全球一些重要的工业矿
产以及石油供应国，中国显示愿意向非洲投资，而且可能不需要像西方矿产公司那样过多地关心风险
。中国有投资的资本，国有和私营公司的结合提供了开采投资、基础建设投资和其他贷款，有时是易
货交易。其结果之一是撒哈拉以南地区向中国出口的重新定位，特别是商品出口，这使得这一地区的
一些国家很快摆脱了全球危机造成的影响。 关于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并非没有争议，中国的资本缺少附
带制约条件，这破坏了西方把投资和援助与管理改革相结合的做法。在非洲，中国人的做法有时引起
了抱怨，特别是因为它常常伴有相当部分的中国劳工的流入。不仅如此，中国人对大的基础建设和采
矿项目的兴趣，常常附有小规模的贸易活动的投资，在一些地方，触及了非洲企业家的利益，它导致
要求对中国投资和移民加以限制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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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经济大趋势》通过多位优秀的经济学者、专家透过一系列审慎的评估、研究，呈现未来全球主
要经济体的经济走势。《世界经济大趋势》不仅从统计学的角度出发，更包含各方面因素，如：油价
、美元、金融、地缘政治、税收政策、投资决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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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竟然没有人读过？ 诚然翻译总不是完美的，但石油工业出版社也算是造福中国对国际经济
趋势感兴趣的人了，里面的文章都是大牛的倾力之作（譬如沈联涛）最后两篇尤其发人深省--在这个
数字爆炸的时代，我们并不拥有更多的信息--恰恰相反，我们的视野变得更加狭隘。我们以为我们每
天都有接触不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信息，岂不知就算你有1 trillion关于底特律居民的data，你也终
究不过是了解了一个城市罢了，或许了解趋势作出判断只需要1000个data，每个城市取一个，也用不
了1 b 吧。谈澳大利亚和中国经济共生，以及关于能源的讨论也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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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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