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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第52期新闻稿：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回归亚洲
 

《韩国首尔》韩杨索（韩国）作于1956—1963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2023年10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了年度《贸易和发展报告》。报告中没有什
么大出意外。全球GDP增长率继续下滑，并无任何反弹迹象。继2021年疫情后小幅回升6.1%之
后，2023年的经济增长降至2.4%，低于疫情前水平，预计2024年仍将维持在2.5%左右。联合国贸发会
议称，全球经济正在“失速”，所有常规指标都显示全球大部分地区正在经历衰退。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最新一期笔记《萧条中的世界：对危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The  World  in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jingji-zhanwang-2024/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
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trade-and-development-report-2023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notebook-4-economic-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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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ression: A Marxist Analysis of Crisis）质疑使用“衰退”一词描述当前形势，认为它是“掩盖危机真
实性质的烟幕”。相反，这期笔记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的长期而深刻的危机是……一场大萧条”。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使用了常规手段，试图通过经济增长走出大萧条，但这么做给已经受到高
通胀严重打击的民众家庭财务状况造成巨大代价，并抑制了改善就业前景所需的投资。正如联合国贸
发会议指出，各国央行“将短期货币稳定置于长期金融可持续性之上。这一趋势，再加上商品市场监
管不力以及持续忽视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正在使世界经济分崩离析”。我们的常驻巴西团队在最
近出版的《资本金融化与阶级斗争》（Financeirização do capital e a luta de classes）合集中进一步探讨了
这些问题，这是我们的葡语期刊《全球南方研究期刊》（Revista Estudos do Sul Global）第四期的主
题。

不过，也有一些例外情况。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二十国集团中有五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在2024年
的到改善：巴西、中国、日本、墨西哥和俄罗斯。这些国家脱颖而出的原因各不相同：例如，联合国
贸发会议在报告中写道，巴西“商品出口的蓬勃发展和农业大丰收推动了经济增长”，而墨西哥则受
益于  “2021和2022年东亚出现的瓶颈因素引发较温和的货币紧缩政策和新的投资流入，以增加制造
业产能”。这些国家的共同点似乎是没有收紧货币政策，而是利用各种形式的国家干预来确保对制造
业和基础设施进行必要投资。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notebook-4-economic-crisis/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tdr2023_en.pdf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pt-pt/brasil/revista-estudos-do-sul-global-financeirizacao-do-capital-e-a-luta-de-classes/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tdr2023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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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学校市场评论》法翰·斯基（印尼）作于2018年

 

经合组织于2023年11月发布的《经济展望》与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评估一致，认为“全球经济增长仍然
高度依赖快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经合组织估计，在未来两年内，经济增长将集中在印度、中国和
印度尼西亚，三国人口合计占世界人口近 40%。埃斯瓦尔·普拉萨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
近发表的题为《中国步履蹒跚但不可能衰落》（China Stumbles But Is Unlikely to Fall）的评估报告中
写道：“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济表现一直非常出色”。IMF中国部前负责人普拉萨德将这种表现归
功于国家对经济的大量投资，以及近年来家庭消费的增长（这与消除极端贫困有关）。与任职于IMF
和经合组织的其他人士一样，普拉萨德惊叹于中国为何能够实现如此快速的增长，“而这是在不具备
经济学家认为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很多条件（如运作良好的金融体系、强有力的制度框架、以市场
为导向的经济以及民主开放的政府体制）下实现的”。普拉萨德所说的这四个因素是受意识形态驱动，
具有误导性。例如，在住房危机引发整个大西洋世界的银行危机之后，很难认为美国金融体系“运作

https://www.oecd.org/economic-outlook/november-2023/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fandd/issues/2023/12/China-bumpy-path-Eswar-Prasad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studies-1-socialist-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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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也很难认为大约36万亿美元（占全球流动性的五分之一）存在于没有监督或监管的非法避税
天堂。

数据表明，多个亚洲国家经济增长非常迅速，其中印度和中国领跑，而且至少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
的经济快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这是无可争议的。有争议的是如何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如此
之高，为什么中国能够消除极端贫困，以及为什么近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克服社会不平等的危
险。IMF和经合组织都无法正确评估中国，因为它们从一开始就不认为中国正在开辟一条新型社会主
义道路。这与西方未能从广义上理解全球南方发展及发展不足的原因。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fandd/issues/2019/09/tackling-global-tax-havens-shaxon#:~:text=Corporations%20aren%27t%20the%20only,of%20up%20to%20%2436%20tr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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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与中国学者合作，分析中国如何摆脱  “发展不足的发展”这一怪圈。
我们与中国期刊《文化纵横》合作，推出国际版，择选中国学者在相关主题上的研究成果，并将亚非
拉声音带入与中国的对话中。前三期分别探讨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重构现代世界体
系》，2023 年 3 月）、中国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极端贫困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中国道路》，2023 年 6 月）以及中非关系（《“一带一路”时代的中非关系》，2023 年 10 月）。

最新一期的主题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中国视角》（2023年12月）梳理了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演变，
并试图弄清其未来的方向。在本期国际版中，《文华纵横》中文版编辑杨平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
克思主义研究所名誉所长潘世伟认为，社会主义有史以来的新时期正在到来。在二人看来，这一新的
社会主义“浪潮”或“形式”，是继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在欧洲诞生、二十世纪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
社会主义影响下的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之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开始出现的。他
们认为，通过渐进改革和试验，中国已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位作者既评估了中国如何
加强其社会主义制度以克服各种国内和国际挑战，也评估了中国崛起的全球影响——即中国能否推动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浪潮。

 

《野性的呼唤》德尼尔森·巴尼瓦（巴西）作于2023年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wenhua-zongheng-1-new-international-order/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wenhua-zongheng-1-new-international-order/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wenhua-zongheng-2023-2-china-path-from-poverty-to-socialist-modernisation/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wenhua-zongheng-2023-2-china-path-from-poverty-to-socialist-modernisation/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wenhua-zongheng-2023-3-china-africa-relations-belt-and-road-era/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wenhua-zongheng-2023-4-chinese-perspectives-twenty-first-century-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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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研究员马可·费尔南德斯在本期导言中写道，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西方截然不同，因
为中国没有依赖殖民掠夺，也没有掠夺性开发全球南方自然资源。相反，他认为，中国走出了自己的
社会主义道路，其中包括公共财政管控、国家规划经济、在关键领域进行大量投资，这不仅带来经济
增长和社会进步，同时还促进了科技文化的发展。公共财政、投资和规划使中国得以通过科技进步、
改善人力资本和人民生活实现工业化。

中国与世界分享了许多经验，如管控金融、运用科技和工业化。已走过第一个十年的“一带一路”倡
议就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开展此类合作的途径之一。然而，虽然中国的崛起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
多选项，改善了它们的发展前景，但马可对新一轮“社会主义浪潮”的可能性持谨慎态度，他警告，
除非实现工业发展，否则全球南方的饥饿和失业等老问题将无法克服。他写道：

“仅靠与中国（或俄罗斯）的关系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进步社会阶层（尤其是工人阶级）
的广泛参与下加强国家民生工程，否则就不可能惠及最需要发展成果的人群。鉴于目前全球南
方几乎没有国家出现群众运动热潮，全球“第三次社会主义浪潮”的前景仍然挑战很大；相反，
似乎更有可能出现进步性质的新一轮发展浪潮。”

这正是我们在七月份出版的汇编《世界需要新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中指出的一点。一个以人类和地
球福祉为中心的未来不会自行出现，它只会经过有组织的社会斗争才能出现。

 

《无足轻重的街道》菲利普·法格贝伊罗（尼日利亚）作于2019年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ten-theses-on-marxism-and-decolonisation/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66-development-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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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又一年行将结束之际，我要感谢你们的支持。我们仰赖各位读者朋友的资助。如果您想为我们提供
帮助，请点击这里。

 

热忱的，

Vijay

https://www.paypal.com/donate/?cmd=_s-xclick&hosted_button_id=MWPEXCCQMZNLL&ssrt=170254175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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