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 2013 年 1 月 19 日，是

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

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

下设 7 个部门、运营管理 4 个中心 ( 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

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 )。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

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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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摘要
1

·近年来，西方政客、媒体与智库正在全球范围内掀

起一场“中国崛起顶峰论”，认定中国崛起已到顶峰，唱

衰中国发展前景，打压中国增长预期。特别是 2023 年二

季度以来，几乎所有西方主流媒体，以及关注中国的智库、

学者几乎每天都有一篇或数篇文章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进

行讨论，以不同形式参与“中国崛起顶峰论”的议程设置。

·该轮“中国崛起顶峰论”就是新版的“中国崩溃论”，

但这轮舆情显现出规模最大、频率最高、持续时间最长、

范围最大、来源最广几个特点。本轮“中国崛起顶峰论”

逻辑也更为“精细”，论调聚焦中国疫情后经济数据的低

于预期的具体表现，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决策层的

根本问题，同时认为中国经济问题反映中国更深层次漏洞

的暴露。

·本报告梳理了本轮“中国崛起顶峰论”的四大不同叙

事逻辑：一，近年来中国经济数据反映了深度结构与模式

问题，且经济下行是中长期必然趋势；二，经济问题反映

中国决策层错误的估计和选择，经济政策及“稳信心”措

施将持续摇摆无力，意识形态阻碍提振经济；三，中国经

1 该报告学术论文版刊于2024年1月《学术探索》 ，标题为《“中国崛起顶峰论”：特点、危害以及应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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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疫情后反弹疲软，令人大失所望，且中、美两国后疫情

时代预期与现实产生极大反差，盲目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缺

乏事实依据；四，外部环境对中国极为不利，美国综合实

力依旧，将有效遏制中国发展。

·近期西方加大唱衰中国的舆论宣传，尽管并不是导致

经济增速下滑、股市剧烈波动、外商投资下降的根本原因，

但是舆论的大肆宣扬势必将放大这一影响，形成恶性循环。

西方政客、媒体、智库形成的“中国崛起顶峰论”论调正

在与国内部分舆情形成共振，并通过各种所谓“专家”“研

究机构”的背书，企图全方位抑制、挑拨、影响我国经济、

社会、民生等发展。

·这种论调对中国的冲击在部分经济领域正在奏效，可

能导致如下危害：一，放大市场悲观预期，进而影响中国

的经济恢复和就业；二，影响外资对中国的判断，降低外

商投资中国的意愿，导致短期内外资投资减少和资本外逃；

三，刺激投资者情绪，导致股市剧烈波动；四，刺激富人

移民潮的高企，大量资本、高级管理人才移民国外，导致

国内投资下滑，就业岗位减少等后果；五，掩盖中国经济

发展成果，导致其他国家对中国未来发展潜力形成偏见和

误解；六，扰乱民心影响国内团结，进而引发社会动荡；七，

影响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导致人们对中国的认可和尊重

减少，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产生负面影响。

·本报告认为，眼下当务之急是坚持深化改革、全方位

对外开放、做大经济蛋糕、提升民众普遍收获感，用事实

回击“中国崛起顶峰论”荒谬的叙事。同时提出以下应对

建议：一，要将回击“中国崛起顶峰论”作为长期的重点

国际传播规划项目；二，要持续释放与持续报道一系列对

外全方位开放的政策与落地成果，在舆论层面要高度肯定

外资的贡献并给予相应的礼遇；三，重视知华、友华、爱华、

护华的外籍人士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一支特殊重要力量；

四，捍卫中国领袖的形象，以跨国法律诉讼方式状告西方

不良媒体；五，改变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打造适合国外

受众的内容模式，避免掉入“政治宣传”陷阱；六，在对

外交流和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要注重对国内外 Z 世代青年

人的扶持和培养。

·同时，在领导力、思想及财力等方面做好与美西方

舆论对冲的准备。中国应有大手笔的投入，打好针对“中

国崛起顶峰论”的舆论反击战。面对此轮美国发动的“政

治宣传”攻势，进行一波又一波反攻心战、反围剿战，一

定能为拉回中国经济信心的国际社会预期做出实质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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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urd Narratives:  An Examination of Recent "Peak China" Theories, 
and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o Counter Them

Executive Summary

In recent years, politicians, media and think tanks in the West have 
stirred up a round of "peak China" theories, maintaining that China's rise 
has reached its peak, disparaging China's development prospects, and 
suppressing expectations on China's growth. Especially since Q2 2023, 
almost all mainstream Western media outlets, and think tanks, publish 
one or more articles every day commenting on China's slowing economic 
growth, setting the agenda for "peak China" in various ways.

This round of "peak China" theories are but renewed versions of the "China 
collapse" theories, although exhibiting some new characteristics—large-
scale, high-frequency, long-duration, wide-scope, and originating from 
numerous sources. The rationale behind this round of "peak China" theories 
is also more "refined". The narrative focuses on China's underperforming, 
lower-than-expected post-pandemic era economic data. It is argued that the 
Chinese economy faces profound problems at the structural and decision-
making level, while economic woes also betray deeper vulnerabilities within 
China.

This report sorts out the four different narratives behind this round of "peak 
China" theories: First, China's economic data in recent years have reflected 
deep structural problems and problems with China's growth model, and 
economic downturn is inevitable in the medium-to-long-term. Second, 
China's economic problems reflect decision-makers' mistaken estimates 
and choices, economic policies and "confidence stabilizing" measures will 
continue to vacillate and remain ineffective, while ideology hinders efforts 
to boost the economy. Third, the expected rebound of China's economy 
after the pandemic has been weak and disappointing,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US economy has created a stark contrast—blind 
optimism about China's economic prospects lacks factual basis. Forth,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s extremely unfavorable to China, the US remains a 
formidable power and will effectively curb China's development.

The West has recently stepped up publicity efforts against China. Although 
this is not the root cause of the economic slowdown, the stock market 
fluctuations, and the decline in foreign investment, the publicity efforts 
will inevitably amplify the negative impacts and form a vicious cycle. The 
"peak China" theories propped up by Western politicians, media, and think 
tanks are finding resonance with some domestic audience within China, 
and through the endorsement of various so-called "expert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ey attempt to comprehensively suppress, provoke, and 
influence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impact of narrative on China is showing in some areas of the economy, 
and may cause the following harms: First,  i t  amplifies pessimistic 
expectations on the market, which in turn affects China's economic recovery. 
Second, it affects foreign investors' evaluation of China, reducing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Third, it stirs investor sentiment, leading to violent 
fluctuations in the stock market. Fourth, it triggers a tide of emigration of 
the wealthy, resulting in the outflow of capital and management talents, and 
a decline in domestic investment and employment. Fifth, it overshadows 
China's economic gains and progress, leading other countries to form 
prejudices and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potential. Sixth, it disrupts public sentiment and affects domestic unity, 
thereby triggering social unrest. Seventh, it affects the country's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causing people to lose respect for China, negatively 
impact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This report makes the case that the most urgent tasks at hand are to uphold 
the deepening of reforms, pursue all-dimensional opening-up, grow the 
economic pie, and enhance the general public's sense of gain, so that the 
absurdity of "peak China" narratives can be shown with hard facts. At 
the same time,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are put forward: First, 
countering the "peak China" theories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key, long-term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project. Second, a series of comprehensive 
opening-up policies and implementation results should be continuously 
released and reported on; and at the level of public opinion, contributions of 
foreign capital should be highly recognized and given due courtesies. Third, 
friendly foreigners who understand and loves China should be valued as an 
important force in telling China's stories well. Fourth, defend the ima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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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leaders and use transnational legal measures to take legal actions 
against unfair Western media outlets. Fifth, change the way of telling 
China's stories, create content models suitable for foreign audiences, and 
avoid falling into the trap of "political propaganda". Sixth, in the process of 
foreign exchanges and external communications, 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support and foster Generation Z at home and abroad.

At the same time, preparations—in terms of leadership, intellectual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beyond—should be made to counter the West's rhetoric, 
encirclement, and battle for the mind. China should invest heavily in launching 
a public opinion counteroffensive against "peak China" theories. In the face of 
this round of "political propaganda" offensive launched by the US, waves of 
counteroffensive battle of the mind, and counter-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 
campaigns will surely make a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to restor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confidence in China's economy.

事实上，该轮“中国崛起顶峰

论”就是新版的“中国崩溃论”。

但相比于过往 25 年层出不穷的“中

国崩溃论”，这轮舆情规模最大、

频率最高、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大、

来源最广。

二十余年来，“中国崩溃论”

不 绝 于 耳， 从 2001 年 章 家 敦《 中

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一 书，
1

到 2015 年 沈 大

伟（David Shambaugh） 的《 即 将

到 来 的 中 国 崩 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一文，
2

屡见不

鲜。本轮“中国崩溃论”自美国学

者哈尔·布兰（Hal Brands）和迈克

尔· 贝 克 利（Michael Beckley） 于

2021 年秋季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等期刊发文撰书，提出“中

国相对实力已经见顶”“中国崛起

已 终 结”“ 中 国 衰 退 已 开 始” 等

观点以来至今已两年。
3 4

类似观点

2023 年上半年以来愈演愈烈，呈明

显升级加强态势。《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彭博社（Bloomberg）

等几乎所有西方主流媒体，以及关

注中国的智库、学者几乎每天都有

一篇或数篇文章对中国经济增长放

缓进行讨论，以不同形式参与“中

国崛起顶峰论”的议程设置。
5
以《华

尔街日报》为例，其中文官网推出“中

国经济放缓”专题栏目，从 2023 年

8 月至 2024 年元旦，已发表 160 余

1  Gordon G.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2  David Shambaugh.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15-03-06.
3  Hal Brands and Michael Beckley. “China Is a Declining Power—and That’s the Problem” [EB/OL]. Foreign Policy, 
2021-09-24.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9/24/china-great-power-united-states/.
4  Hal Brands and Michael Beckley. Danger Zone: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22.
5  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包括：The Economist. “Is Chinese power about to peak?” [J]. 2023-05-11;Lingling Wei and Stella 
Yifan Xie. “China’s 40-year boom is over. What comes next?” [EB/O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3-08-20. https://
www.wsj.com/world/china/china-economy-debt-slowdown-recession-622a3be4; Adam Posen. “The End of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J]. Foreign Affairs, 2023-08.

一、“中国崛起顶峰论”的新特点
与叙事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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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章，包括《中国 40 年经济繁荣

落幕，接下来会怎样？》、《中国

青年就业市场宛如梦魇，国家面貌

正在改变》、《中国经济困境堪比

30 年前的日本？可能更甚》、《中

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中国经

济恶化背后根源：民众对政府政策

没有信心》等在海外引起舆论共振、

被广泛传播的多篇“爆款”文章。

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同于以往

集中在美国的“中国崩溃”论调，

本轮“中国崛起顶峰论”荒谬的叙

事正传向欧洲、日本、韩国、印度

等国的媒体与学者圈，质疑中国发

展的规模、频率、范围等均远超以往。
1 2  3

近期，美方政府也进一步推波助

澜，如 2023 年 8 月美国总统拜登就

称中国经济为“定时炸弹”，对中

国国际形象、声誉进一步造成负面

影响。
4

除了范围大之外，本轮“中国

崛起顶峰论”逻辑更为“精细”，让

有心为中国辩护者“心有余而力不

足”。相比于之前针对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的“政治崩溃论”，此轮崩溃论

调聚焦中国疫情后经济数据的低于

预期的具体表现，认为中国经济面临

结构性、决策层的根本问题。虽然有

媒体、学者对中国表示信心十足，但

皆都难跳出“唯潜力论”，缺少对中

国发展前景有效辩护。
5

本轮“中国崛起顶峰论”同时

剑指中国决策层的误判以及顶层设

计的错误。本轮唱衰中国者认为，中

国经济问题反映中国更深层次漏洞

的暴露。他们认为，当前中国“重意

识形态与安全”而“轻经济增长”，

更加集中的权力和深度的政府干预

1 Nikkei. “China’s GDP unlikely to surpass U.S. in next few decades: JCER” [EB/OL]. 2022-12-14. https://asia.nikkei.
com/Economy/China-s-GDP-unlikely-to-surpass-U.S.-in-next-few-decades-JCER.
2  The Times of India. “‘There will be a reckoning’: Why part of China’s economic rise was a mirage, not miracle” [N]. 
2023-09-04. 
3  George Magnus. “China’s economic model is faltering – does it have the political will to fix it?” [EB/OL]. The 
Guardian, 2023-08-23.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23/aug/23/china-economic-model-property-crisis.
4  Jill Disis. “China’s Growing Economic Struggles Trouble Global Leaders” [EB/OL]. Bloomberg, 2023-08-17. https://
www.bloomberg.com/news/newsletters/2023-08-18/china-s-growing-economic-struggles-trouble-global-leaders.
5  Ravi Agrawal. “Has China Peaked? A debate on whether Beijing’s economic woes are temporary or terminal” [EB/
OL]. Foreign Policy, 2023-07-26.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7/26/peak-china-economic-debate-beckley-jin/.

对民营企业等产生致命的打压，加之

疫情期间“封城”的政策选择等，都

折射了中国决策层在经济政策与改

革开放上“开倒车”。
1 2 3

这种论调

正在传入国内，离间中国社会与政府、

中国民众与决策层的信任关系。

对此，需要深度了解“中国崛

起顶峰论”的叙事逻辑。尤其要注

意这些叙事逻辑虽不能被中国主流

人群所完全接受，但在国际舆情中

却有极高的穿透力。

叙事逻辑一：近年来中国经济

数据反映了深度结构与模式问题，

且经济下行是中长期必然趋势。

该叙事逻辑认为，当下中国经

济出现问题，是近年来中国经济高

速增长模型失衡的自然结果，印证

了之前少数学者对于中国经济模式

的怀疑及预警。由房地产和基础设

施建设推动的增长模式在人口、债

务、投资回报率降低等多重因素的

作用下丧失继续发展的空间。在经

济结构上，中国失去了之前的增长

引擎，在没有有效替代的前提下，

见顶下行符合客观规律，难以避免。

旧发展模式缺陷凸显、已经过时，

但新模式需要的政策举措和结构性、

体制性改革又难以推进。
4 5

持此观点者认为，全球金融危机

过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度依赖房

地产及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导致债务

问题急剧加重；而后 2016 年开始的

“去杠杆”， 预示着支撑经济增长

的房地产行业的繁荣即将终结
6 7

。荣

鼎集团（Rhodium Group）中国市场

研究主管罗根·赖特 (Logan Wright)

表示，因为房地产行业占中国 GDP

比例达到 20%–25%，房地产的萎

1  Eswar Prasad. “The Problems With China’s Economy Start at the Top” [EB/OL]. The New York Times, 2023-08-26. 
https://www.nytimes.com/2023/08/26/opinion/china-economy-xi-jinping.html.
2  Zongyuan Zoe Liu and Benn Steil. “Xi’s Plan for China’s Economy Is Doomed to Fail” [J]. Foreign Affairs, 2023-06
3  The Economist. “Why China’s economy won’t be fixed: An increasingly autocratic government is making bad 
decisions” [J]. 2023-08-26.
4  Lingling Wei and Stella Yifan Xie. “China’s 40-year boom is over. What comes next?” [EB/O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3-08-20. https://www.wsj.com/world/china/china-economy-debt-slowdown-recession-622a3be4.
5  Michael Schuman. “The China Model is Dead” [EB/OL]. The Atlantic, 2023-09-07. https://www.theatlantic.com/
international/archive/2023/09/china-economy-slowdown-xi-jinping/675236/.
6  Logan Wright. “Grasping Shadows: The Politics of China’s Deleveraging Campaign” [EB/OL].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23-04-10.
7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China’s ‘Ticking Time Bomb’ Economy” [EB/OL]. 2023-08-11. https://www.wsj.com/
articles/chinas-ticking-time-bomb-economy-5c266f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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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是中国经济出现结构性问题最直

接的体现。
1

中国面临一系列严峻的问题：

生 产 力 下 降， 生 产 成 本 高 攀， 基

础 建 设 投 资 回 报 率 下 降， 债 务 占

GDP 比重超过美国；总人口和劳动

人口数量已经见顶并开始下滑，预

计 2035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7

千万，而老年人增加 1.3 亿，本世

纪末中国总人口降至 8 亿人以下；

老龄化持续加重，将造成财政问题、

进一步拉低生产率；当下又出现青

年失业问题，出现劳动人口和就业

机会同时下降，反映中国经济严重

的需求和活力问题；人口红利消失，

加上当下房源供给失衡，大城市供

给不足，总体分配不均，只会加剧

房地产泡沫的破裂。
2 3 4 5 6

这些问题难以短时间内扭转，

疫情防控失误加快了见顶的进程，

但并非最终“病因”。地方债务问题、

政府主导投资的发展模型、对房地

产的过度依赖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只

是在疫情作用下加速凸显。中国过

去四十年的经济增长为内外特殊机

遇时期创造的不可持续的“奇迹”，

见顶衰退乃是回归常态。

叙事逻辑二：经济问题反映中

国决策层错误的估计和选择，经济

政策及“稳信心”措施将持续摇摆

无力，意识形态阻碍提振经济。

该叙事逻辑认为，中国政府有

能力扭转当下的经济问题，但因对

国内外环境和未来形势的误判，选

择维持现状——经济放缓或是中国

决策层有意而为之。
7

他们认为，

1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Experts React: China’s Economic Slowdown: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EB/OL]. 2023-08-30. https://www.csis.org/analysis/grasping-shadows-politics-chinas-deleveraging-campaign.
2  Paul Krugman. “Why Is China in So Much Trouble?” [EB/OL]. The New York Times, 2023-08-31. https://www.
nytimes.com/2023/08/31/opinion/china-xi-jinping-policy-thrift.html. 
3  Peter Coy. “The Scientist Who Foresaw China’s Stagnation” [EB/OL]. The New York Times, 2023-08-23. https://www.
nytimes.com/2023/08/28/opinion/chinese-economy-yi-fuxian.html.
4  William Galston. “Is China Past Its Peak?” [EB/O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3-08-15. https://www.wsj.com/
articles/china-past-peak-demographic-bomb-aging-youth-unemployment-grad-recession-taiwan-34fda75f.
5  The Economist. “How soon and at what height will China’s economy peak?” [J]. 2023-05-13.
6  Ravi Agrawal. “Has China Peaked? A debate on whether Beijing’s economic woes are temporary or terminal” [EB/
OL]. Foreign Policy, 2023-07-26.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7/26/peak-china-economic-debate-beckley-jin/.
7  Rebecca Choong Wilkins and Colum Murphy. “Run It Cold: Why Xi Jinping Is Letting China's Economy Flail” [EB/
OL]. Bloomberg, 2023-08-22.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23-08-20/xi-jinping-is-running-china-s-
economy-cold-on-purpose.

让年轻人学会“吃苦”反映了自上

而下的不自信和低预期；政策摇摆

无力造成了新的“信心危机”，造

成经济恶性循环，难以逆转；疫情

防控后期的错误反映了执政方式的

短板，也是当下中国经济问题的导

火索；若决策层不做出改变，经济

问题或将影响社会稳定、威胁政权

执政根基。
1 2 3 4

持此观点的评论者同时认为，

扭转当下经济颓势，不仅需要及时、

坚决的刺激措施，更需要经济发展

根本策略的转换——维系高速增长

的内外因素已不复存在，若不大力

推进、深化必要的改革举措，中国

经济增长前景极为暗淡。
5 6

评论者

认为，中国国内专家早已形成政府

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刺激经济

增长的共识，但近期出台刺激措施

皆为“挤牙膏式”的“零敲碎打”、“小

修小补”，无法显示出决策者对问

题严重性的担忧，继续拉低社会对

未来的预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展现

出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但是现实

中改革受阻，在需要扩大支持民营

经济及推进市场化进程的时间节点

上，反而出现严重的“国进民退”

现象。
7 8 9

有人表示，当下中国政

府完全有能力避免中国陷入像日本

上世纪九十年代陷入的衰退，但是

出于意识形态等原因，选择维持现

状及现有道路，陷入“政策瘫痪”，

1  Isaac Chotiner. “Did Authoritarianism Cause China’s Economic Crisis?” [EB/OL]. The New Yorker, 2023-09-27.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q-and-a/did-authoritarianism-cause-chinas-economic-crisis.
2  Chris Buckley. “China’s Economic Pain Is a Test of Xi’s Fixation with Control” [EB/OL].The New York Times, 2023-
09-06. https://www.nytimes.com/2023/09/06/world/asia/china-economy-xi-jinping.html.
3  Ian Johnson. “Xi’s Age of Stagnation: The Great Walling-Off of China” [EB/OL]. Foreign Affairs, 2023-08-22. https://
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xi-jinping-age-stagnation.
4  James Lindsay and Zongyuan Zoe Liu. “China’s Economic Downturn” [EB/OL]. The President’s Inbox,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23-08-15. https://www.cfr.org/podcasts/chinas-economic-downturn-zongyuan-zoe-liu.
5  Mohamed El-Erian. “It’s no longer a given that China will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EB/OL] Financial 
Times, 2023-09-08. https://www.ft.com/content/20a14331-d282-4039-97d2-71d777359733.
6  Daniel Rosen. “The Age of Slow Growth in China” [J]. Foreign Affairs, 2022-04.
7  Lingling Wei and Stella Yifan Xie. “Xi’s Tight Control Hampers Stronger Response to China’s Slowdown” [EB/O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3-09-10. https://www.wsj.com/world/china/xis-tight-control-hampers-stronger-response-to-
chinas-slowdown-868ab454.
8  Michael Schuman. “The China Model is Dead” [EB/OL]. The Atlantic, 2023-09-07. https://www.theatlantic.com/
international/archive/2023/09/china-economy-slowdown-xi-jinping/675236/.
9   Daniel Rosen, Kevin Rudd, and Wendy Cutler. “The China Dashboard: Tracking China’s Economic Reform Program” 
[EB/OL]. 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 2023. https://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china-dashboard-tracking-chinas-
economic-reform-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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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宣称中国经济已经“僵尸

化”，成为“僵化的中央集权经济”。
1 2 3 4

该叙事逻辑认为，中国社会已

经陷入严重的“信心危机”，并将

对长期经济增长前景造成极大负面

影 响。 例 如， 华 盛 顿 智 库 战 略 与

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中 国 商

务和经济学高级顾问兼主管甘思德 

(Scott Kennedy) 表示，过去两年内

他三次来华调研，最明显的感受就

是民营企业家和消费者信心严重衰

退，并归结于三点原因：一是疫情

防 控 过 度， 特 别 是 2022 年 3 月 后

上海严厉的“封城”措施严重影响

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2022 年底“清

零”政策突然的停止更加重了大家

的疑虑。二是近年来对民营企业，

特别是科技企业的管制及打压；“共

同富裕”的提出也降低了部分企业

家及投资者对未来发展的预期。三

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敌对氛围的提

升，使得不少中国投资者、企业家

对未来与西方科技、市场、资本的

交流、流通和发展产生很大担忧，

拉低了国内外对中国发展前景的预

期。他表示，民众感觉国家在向错

误的方向前进，对未来充满不确定

性，导致投资减少、存款增多；信

心危机已成为限制中国经济最重要

因素。
5

一些人认为，中国决策层与社

会经济现实、民众生活严重脱节，
6 

7
且出于领导层意识形态中对于“福

利主义”（welfarism）的反对，不

1  The Economist. “Does China face a lost decade?” [EB/OL]. 2023-09-10. https://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
economics/2023/09/10/does-china-face-a-lost-decade.
2  Paul Krugman. “Why Is China in So Much Trouble?” [EB/OL]. The New York Times, 2023-08-31. https://www.
nytimes.com/2023/08/31/opinion/china-xi-jinping-policy-thrift.html.
3  Nick Marsh. “Is China’s economy a ‘ticking time bomb’?” [EB/OL]. BBC News, 2023-08-30. https://www.bbc.com/
news/business-66636403.
4  David Wallace-Wells. “What Can Replace China as a Global Economic Engine?” [EB/OL]. The New York Times, 
2023-08-23. https://www.nytimes.com/2023/08/23/opinion/columnists/what-can-replace-china-as-a-global-economic-
engine.html.
5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Experts React: China’s Economic Slowdown: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EB/OL]. 2023-08-30. https://www.csis.org/analysis/grasping-shadows-politics-chinas-deleveraging-campaign.
6 Vivian Wang. “China’s Economic Outlook: Pep Talks Up Top, Gloom on the Ground” [EB/OL]. The New York Times, 
2023-08-29. https://www.nytimes.com/2023/08/29/world/asia/china-economic-gloom.html.
7 Daisuke Wakabayashi and Claire Fu. “A Crisis of Confidence Is Gripping China’s Economy” [EB/OL]. The New York 
Times, 2023-08-25. https://www.nytimes.com/2023/08/25/business/china-economy-confidence.html.

愿采取西方式的刺激或福利政策，

不愿从以投资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加

快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型。
1

决策

层进而放弃可以刺激消费的政策选

择，使得经济回暖严重受阻。他们

认为，消费在中国经济中占比仍然

较小，如果得到适当促进，将有望

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当下中国

经济问题可以尽快得到解决，但出

于决策者的偏见与误判，下行趋势

将难以得到扭转。
2 3

该叙事逻辑认为，中国崛起得

益于改革开放后的“韬光养晦”及

相对自由的经济政策，相反，现今

庞大而笼统的国家概念（如“民族

复兴”“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切

实发展和具体措施的绊脚石。在此

论调下，中国崛起见顶和之后的衰

退是决策选择的必然结果。治国理

念和执政方式若维持不变，中国将

渐渐滑入“崩溃”边缘。
4

叙事逻辑三：中国经济疫情后

反弹疲软，令人大失所望，且中、

美两国后疫情时代预期与现实产生

极大反差，盲目看好中国经济前景

缺乏事实依据。

该叙事逻辑认为，疫情期间，

看衰美国经济成为美国民众、媒体

和学者的常态，
5

海内外反而对中

国后疫情时代经济反弹高速增长形

成预期。而在“清零”时代结束后

的 2023 年，中美两国经济数据现

实与预期反转：中国经济经历短暂

复苏后，陷入增长乏力困境，数据

远不如预期，美国反而并没有进入

被预测的衰退——雇佣需求强劲、

1  Lingling Wei and Stella Yifan Xie. “Communist Party Priorities Complicate Plans to Revive China’s Economy” [EB/
O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3-08-27. https://www.wsj.com/world/china/communist-party-priorities-complicate-
plans-to-revive-chinas-economy-84a156d7.
2  Eswar Prasad. “The Problems with China’s Economy Start at the Top” [EB/OL]. The New York Times, 2023-08-26. 
https://www.nytimes.com/2023/08/26/opinion/china-economy-xi-jinping.html.
3  Mickey D. Levy. “China Pays for Economic Mismanagement” [EB/O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3-08-24. https://
www.wsj.com/articles/china-pays-for-economic-mismanagement-xi-real-estate-bubble-7ff45565.
4  The Economist. “Why China’s economy won’t be fixed: An increasingly autocratic government is making bad 
decisions” [J]. 2023-08-26.
5  Eric Levitz. “How Bad Is the Economy Going to Get?” [EB/OL]. The New Yorker, 2022-12-16. https://nymag.com/
intelligencer/2022/12/is-the-u-s-going-to-have-a-recession-and-how-b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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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胀压力不再、股市反弹。
1 2

疫

情 前 多 数 人 认 为， 中 国 GDP 会 很

快超越美国，可近期数据显示，中

国与美国差距在加速拉大。不少金

融机构、学者、媒体重新评估先前

的预测，甚至开始认为中国在经济

总量上永远不会超越美国，重蹈日

本覆辙，或陷入比日本当年更大的

危机。
3

彭博经济（Bloomberg Economics）

最新预测，中国经济将在 21 世纪

40 年代中叶以小额差距，短暂超越

美国，但将很快重新被美国超越，

经济增速在 2050 年降至约 1%——

中国将永远无法坐稳世界最大经济

体宝座。其表示，疫情后反弹疲软，

反映了房地产市场的日益低迷及外

界对北京管理经济信心的流失；中

国已经早于预期地进入了更低速的

增长道路，因为信心问题或已造成

了长期的不良影响。反观疫情前，

彭博经济曾预测中国经济最早或在

2030 年代初始就超越美国。
4

疫情后，不少媒体、学者明确

表示，疫情期间对中国经济过于乐

观的预期已被证伪，之前对中国经

济增长模式一直持怀疑态度的观察

者也认为自己的观点获得了新的数

据、事实支持。“新冠后遗症”对

中国经济的影响恐成为常态。
5

叙事逻辑四：外部环境对中国

极为不利，美国综合实力依旧，将

有效遏制中国发展。

该叙事逻辑认为，美国有得天

独厚的硬配置及软实力优势。约瑟

夫·奈（Joseph S. Nye Jr.）认为，在

地理上，美国两个邻国都为友好的

盟友，中国与 14 个国家接壤，且领

1 Gabi Thesing. “US economy holding up while China's economic malaise deepens” [EB/OL]. World Economic Forum, 
2023-06-3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3/06/us-china-economy-stories-to-read-this-week/.
2  Lucia Mutikani. “US weekly jobless claims post biggest drop in 20 months as economy shows stamina” [EB/OL]. 
Reuters, 2023-06-30. https://www.reuters.com/markets/us/us-weekly-jobless-claims-fall-first-quarter-gdp-revised-
higher-2023-06-29/.
3  James Mackintosh. “China’s Lost Decade for Investors Has Already Happened” [EB/O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3-07-21.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s-lost-decade-for-investors-has-already-happened-f41a620f.
4  Jasmine Ng. “China Slowdown Means It May Never Overtake US Economy, Forecast Shows” [EB/OL]. Bloomberg, 
2023-09-05.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3-09-05/china-slowdown-means-it-may-never-overtake-us-
economy-be-says.
5  Adam Posen. “The End of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J]. Foreign Affairs, 2023-08.

土争端频发；能源上，美国为能源

净出口国，中国却日益依赖能源进

口；金融实力上，美国控制大型国

际金融机构，美元霸权也难以撼动，

中国政府对人民币的控制使得其难

以代替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人口红

利上，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在 2014

年见顶，十年后，中国劳动年龄人

口将减少 9%，而美国将增加 5%；

社会文化上，美国虽有诸多不足之

处，但依旧开放包容，凭借实力吸

引全球精英人才，而在中国“润”

（“跑”的英文拼音 Run）已经成

为上流文化。
1

美国对华科技封锁等措施，加

上中国周边国家（日、韩、印等）

日益增长的敌意，美国及其盟友的

全球霸权难以被撼动，西方将有效

制衡中国持续崛起；中国当下激进

的外交方式也将持续限制其发展前

景。

近期更有评论者认为，中国经

济当下的问题，代表了“中国模式”

（the China Model）优越论、“中国

例外论”的终结。持此观点者认为，

若中国经济就此放缓甚至陷入泥潭，

那么中国虽然不大可能陷入真正的

大危机，可以维持自我发展，但“中

国模式”在国际上就失去了特殊的

吸引力。没有持续发展、经济增长

的硬事实，即印证的就是之前部分

学者的预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不可持续，是内外特殊机遇期的导

致的“奇迹”，对于其他发展中国

家来说，也不存在特殊的优越性及

借鉴意义。
2 3

这将对中国的国际形

象、影响力和全球合作带来新的挑

战。

1 Joseph Nye. “Peak China?” [EB/OL]. Project Syndicate, 2023-01-03.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
peak-china-debate-calls-for-careful-assessment-by-joseph-s-nye-2023-01.
2  Michael Schuman. “The China Model is Dead” [EB/OL]. The Atlantic, 2023-09-07. https://www.theatlantic.com/
international/archive/2023/09/china-economy-slowdown-xi-jinping/675236/.
3  Adam Posen. “The End of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J]. Foreign Affairs, 20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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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看来，西方政客、媒体、

智库形成的“中国崛起顶峰论”论

调正在与国内部分舆情形成共振，

并通过各种所谓“专家”“研究机

构”的背书，企图全方位抑制、挑拨、

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民生等发展。

其主要的危害如下：

第一，放大市场悲观预期。

2023 年二季度，受外需放缓，楼市

转弱，以及市场预期不稳等因素影

响，实际经济复苏动能有所放缓。
1

华尔街金融机构多次下调中国今年

经济增长预期，从 2023 年 7 月份中

国经济最新数据来看，包括生产、

消费、投资、出口在内的几乎所有

经济指标的增速都出现下滑。总之，

当前中国经济动力不足，有效需求

面临长期结构性失衡问题，三驾马

车放缓，不及潜在增速。在这样的

经济表现下，消费者不愿花钱，企

业不愿投资，也不愿意创造就业机

会，加之创业人员的大幅减少，严

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恢复。恰在此

时，外媒开始在国际上大肆宣扬“中

国崛起顶峰论”，以看似合理的推

论、数据，实际上确是带有主观性、

片面性的恶意评论，企图通过这样

的方式放大投资者、企业和消费者

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期，使其对经

济前景失去信心乃至转向绝望，进

而影响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就业。

第二，影响外资对中国的判断，

降低外商投资中国的意愿。改革开

放 40 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

速增长，搭上“中国快车”的跨国

公司，获得了广阔的市场和可观的

效益。同时，他们也给中国带来了

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是推动中

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根据

《跨国公司投资中国 40 年》报告数

据，40 年来，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占

全国企业总数的不到 3%，却贡献了

1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 中国宏观金融分析 -2023 年第二季度经济弱势复苏政策亟待破局 [EB/OL].
(2023-07). http://ifb.cass.cn/newpc/xscg/lwbg/202307/P020230712502113132842.pdf.

二、“中国崛起顶峰论”的现实危害
及影响

近一半的对外贸易、四分之一的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和利润、五分

之一的税收收入，已成为中国开放

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
众所周知，

在经济体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再想取

得高速增长难上加难，叠加三年疫

情的“疤痕效应”远未消退。在此

背景下，外媒所宣扬的“中国崩溃论”

就有了一定的市场空间，以部分事

实加上错误的推论引导，以此影响

外国投资者和跨国企业对中国市场

的信心，导致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前

景持谨慎态度。这可能会减少外国

直接投资和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扩张，

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一定

的负面影响。

最典型的后果就是短期内外资

投资减少和资本外逃。我国关于外

商直接投资，主要有 BOP（国际收

支平衡表）和商务部两个口径。从

BOP 口径来看，2022 年上半年外商

直接投资保持在 1478 亿美元，为历

史次高水平，然而，下半年外商投

资大幅收缩至 425 亿美元，同比降

幅 73%，是自 1999 年有数据以来的

最大降幅。
2

而商务部口径也呈现一

致特征，2022 年上半年外商直接投

资增速高达 23.5%，下半年快速下

滑至 -7%。
3

直到 2023 年前 7 个月，

外商投资形势急转直下，全国实际

使用外资金额 7667.1 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 4%，折合 1118 亿美元，

下降 9.8%。
4

不仅如此，外资对于

境内企业的并购减少也证明了这一

观点。据清科研究中心数据，2023

年上半年外资并购共 16 起，同比下

降 33.3%，披露交易金额 108.84 亿元，

同比下降 80.5%。
5

此外，舆论的放大效应叠加政

治因素，也造成了已投外资的加速

撤离。这发生在我国尚未完成产业

升级和价值链向高端跃升的背景下，

1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 跨国公司投资中国 40 年 [EB/OL].（2019-10）.https://m2022.mncsummit.
org.cn/m/open/cms/medias/download/f/01dc5488c3ed4d95ac2c6411bcac0c37978.
2  加美财经 .2022 下半年外商对华投资同比暴跌 73%，创 18 年来低点 [EB/OL].（2023-02-28）.https://www.
caus.com/detail/74457.
3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 谨防外商直接投资下滑成为趋势 [EB/OL].（2023-03-23）.http://chinacef.cn/index.
php/index/article/article_id/9903.
4  中国政府网 .2023 年 1—7 月全国吸收外资 7667.1 亿元人民币 [EB/OL].（2023-08-18）.https://www.gov.cn/
govweb/lianbo/bumen/202308/content_6899046.htm.
5  清科研究中心 .2023 年上半年并购盘点：并购市场复苏力度较弱，房地产行业整合交易活跃 [EB/OL].
（2023-07-12）.https://free.pedata.cn/14409984374287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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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产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例如

2022 年年初，佳能关闭了在珠海的

工厂，结束了在中国的 32 年历史，

遣散了最后的 1300 名员工；苹果正

在把部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印度、

越南、泰国、印尼等国家；耐克的

供应商将生产设施转移到东南亚和

非洲；富士康在印度大建工厂并称

随时随地转移生产基地，戴尔不再

使用中国造芯片并扬言外迁等。外

企的撤离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

一定的负面影响，首先势必会减少

就业机会，减少税收。其次我国还

属于技术转型和学习的阶段，一些

高科技巨头企业的离开，也会影响

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第三，刺激投资者情绪，导致

股市剧烈波动。相比于海外多以机

构投资者为主导的成熟市场，中国

A 股仍以散户投资者为主。大多数

散户缺乏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和技

术不足，在投资过程中往往情绪化，

容易受到市场波动和媒体炒作的影

响，做出冲动的投资决策。而近期

西方政客、媒体与智库正在全球范

围内宣扬“中国崛起顶峰论”等论调，

疯狂宣传经济困局，加之各种小作

文、小道消息齐飞，不断刺激股民

的情绪，导致市场交易激增，板块

轮动加速，股市波动剧烈。2023 年

上半年，A 股市场呈现大幅震荡格

局。截至 6 月 30 日收盘，在各大主

要指数中，创业板指波动最大，半

年振幅达到 23.14%。上证指数半年

振幅 11.2%。
1

沪深 300、创业板指

上半年以来均录得下跌。其中创业

板指表现最差，累计下跌 5.61%。

下半年以来市场剧烈调整，板块轮

动几乎无法预测，尤其是在短期，

几乎是由资金面驱动，其逻辑通常

无法预判，进一步导致市场情绪较

为低落，让投资者们感受到了巨大

的心理压力。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

大部分股民赚不到钱，影响其投资

信心，或将导致其退出资本市场，

进而造成连锁反应，影响上市公司

的融资计划，冲击实体经济。此外，

2023 年以来，美股、日股强劲上涨

的背景下，A 股市场长期低迷，充

斥其间的大量的外国资本受各种中

国崛起顶峰论的宣传影响，造成中

国资产没有投资价值的误判，导致

1 新浪财经 . 上半年 A 股市值增超 3 万亿资金大幅加仓 TMT 赛道 [EB/OL].（2023-07-01）.https://finance.sina.
com.cn/chanjing/cyxw/2023-07-01/doc-imyzcanx2126548.shtml.

资本加速逃离，寻求更安全的市场。

以陆港通资金流向为例，在 2022 年

9、10 月份资本净流出触顶后，由

于防疫管控的放松，迎来一波反弹，

并在 2023 年 1 月，迎来净流入的高

峰，但是 3 月份之后，整体以流出

为主
1
。英国《金融时报》根据交易

所数据进行的计算显示，2023 年 8

月离岸交易商净卖出了价值近 900

亿元的沪深两市股票，超过了 2014

年底以来的任何一个月。
2

第四，刺激富人移民潮的高企。

中国富人的移民潮不是从疫情大流

行开始的，而是在过去 10 年中一直

存在。在中国富豪群体中，不少人

都是白手起家，他们对于财产的累

积很重视。为了将利益最大化，部

分人会选择另辟蹊径，将资产转移

到国外或者是在外面设立基金保住

自己的利益。随着国内经济增速的

放缓，富人再难以像以前一样依托

各种红利实现财富的快速增值，加

之外媒大肆炒作“中国崛起顶峰论”，

这可能导致大量富人在中国看不到

财富增长的机会，从而携带大量资

本移民国外，直接导致国内投资下

滑，就业岗位减少等后果。根据全

球 知 名 移 民 咨 询 机 构 亨 氏 顾 问 发

布 的《2023 年 版 私 人 财 富 迁 移 报

告（Henley Private Wealth Migration 

Report 2023）》，预测 2023 年全球

将有 12.2 万名高净值人士移民，超

过 2019 年的 11 万人。亨氏顾问公

司把拥有超过一百万美元可投资资

产的富翁定义为高净值人士。其中，

中国预计将有 1.35 万高净值人士外

流，是印度的两倍。尽管中国估计

有 80 多万百万富翁，1.35 万名占比

很少，可以想象的是这种外流的趋

势还在增强。除了数千万美元的财

富从中国流失之外，高级管理人才

也在外流，还会让经济增长减缓的

情况进一步恶化。
3

第五，掩盖中国经济发展成果。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中

国崛起顶峰论”的论调掩盖了个别

1 商金融界 . 国君宏观：海外加息尾声下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 [EB/OL].（2023-08-21）.https://stock.jrj.com.
cn/2023/08/21073637773269.shtml.
2  万维读者网 . 真的怕了！外国投资者狂甩 $120 亿中国股票 [EB/OL].（2023-08-31）.https://finance.creaders.
net/2023/08/31/2643045.html.
3  腾讯网 . 亨氏顾问发布 2023 年版《全球私人财富迁移报告》，中国预计外流 1.35 万名富豪 [EB/OL].
（2023-06-15）.https://new.qq.com/rain/a/20230615A05Q8B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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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行业的亮眼表现，如尽管现

阶段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

车”—投资、消费和出口均出现了

下滑，但是拉动外贸出口的“新三

样”却组成了中国经济新的名片，

表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不断涌现，为推动经济持续恢复向

好注入了信心和活力。具体来看，

一是光伏。目前我国光伏各产品的

市 场 占 有 率 均 位 居 世 界 第 一。 其

中，光伏组件占全球的 75% 以上，

电 池 片 占 80% 左 右 的 市 场 份 额，

硅片的市场占有率更是达到 95% 以

上。2023 年 1-7 月，我国太阳能电

池产量 276.6 吉瓦，同比增长超过

56%，包含硅片、电池、组件等在

内的光伏产品出口总额达 324.7 亿

美元，光伏新增装机 97.2 吉瓦，同

比增长 158%。
1

二是新能源汽车。

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

产销地。2023 年 1-7 月，我国新能

源汽车出口 63.6 万辆，同比增长 1.5

倍。
2

从目的地来看，欧洲、 东 南

亚等地成为新能源车企出海的“首

选”。 三 是 锂 电 池。2023 年 上 半

年，全球动力电池龙头宁德时代装

车量为 112GWH，占全球市场份额

的 36.8%，连续六年居于全球第一。

在全球前十的动力电池厂商中，中

国占据六个席位，且整体市占率达

到了 62.6%。
3

与美欧相比，中国已经在上述三

个领域建立了技术、市场竞争优势，

美欧等西方国家企业在竞争中已呈现

颓势。此外，在其他科技领域，中国

正以惊人的势头进行追赶，现发明专

利申请和被授权数量、国际期刊热点

论文发表数量、科学与工程领域文献

数量和研发人员数量均全球排名第

一；研发经费、国际顶尖期刊论文数

量和高被引论文数量全球排名第二，

仅次于美国；在基础研究、前沿科技

和工程科技三大领域均取得了重大科

技突破。中国还拥有规模庞大的工程

师红利，拥有全球占比近四成的灯塔

工厂，建设在中国的50个 “灯塔工厂”

1 世纪新能源网 . 工信部：“ 双碳 ” 战略引领光伏等行业蓬勃发展 [EB/OL].（2023-09-08）.https://www.ne21.
com/news/show-183104.html.
2  中国政府网 .7 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 31.6% 出口同比增长 87%[EB/OL].（2023-08-11）.www.gov.cn/
yaowen/liebiao/202308/content_6897736.htm.
3  腾讯网 .2023 全球动力电池上半场：宁德时代第一，中企市占超六成 [EB/OL].（2023-08-03）.https://new.
qq.com/rain/a/20230803A080I100.

是第二名到第十名国家的总和，具备

压倒性优势。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

的推移，多种领域的科技创新在实体

经济的应用将不断夯实中国经济发展

的韧性。

当前盛行的“中国崛起顶峰论”

不仅忽视了上述领域中国所需的成

就，也忽略了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

的促进作用远远超过以劳动力、土

地等生产要素对经济的刺激这一基

本逻辑。这将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对

中国未来发展潜力形成偏见和误解。

第六，扰乱民心影响国内团结，

进而引发社会动荡。外媒大肆宣扬“中

国崛起顶峰论”的初衷，是要以信息

战的方式，散布错误信息、虚假信息，

营造出一种国家没有未来的假象，并

通过挑起阶级矛盾，引发各种对立情

绪，从而让民众逐渐对国家的前途失

去信心，最终就像苏联一样，从内部

瓦解，导致自我崩溃。

此外，本轮“中国崛起顶峰论”

剑指中国决策层的误判以及顶层设

计的错误。更具危害性的是，长此

以往会造成民众对社会和政府部门

信任感消弱，导致社会不安定、民

众情绪波动和社会矛盾加剧，进而

对中国的社会秩序和稳定产生威胁。

第七，影响国家形象和国际地

位。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

物贸易国。“中国崛起顶峰论”的

叙事逻辑则认为之前一直支撑中国

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型和内外机遇不

复存在也不可复制，未来经济将面

临更大困难。如果外界普遍认可了

这种观点，可能导致人们对中国的

认可和尊重减少，对中国的国际影

响力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有这种论调还可能会对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产生负面影

响。其他国家可能对中国的可靠性和

稳定性产生质疑，直接弱化中国的

国际吸引力，减少与中国的合作和

交流，动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心，

增加中国发展的国际成本。

事实上，近期西方加大唱衰中国

的舆论宣传，尽管并不是导致经济增

速下滑、股市剧烈波动、外商投资下

降的根本原因，但是舆论的大肆宣扬

势必将放大这一影响，形成恶性循环，

从而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国

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对全球稳

定造成威胁。因此，应该对这种宣传

加以警惕，并保持客观、理性的态度

来看待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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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崩溃论”新时期变种，

“中国崛起顶峰论”并不是什么新

鲜观点。正如前几轮“中国崩溃论”

偃旗息鼓那样，中国经济增长的强

劲复苏，体现于进一步赶超美国的

逆袭之势，是对“中国崛起顶峰论”

打脸、让其破产的最好方式。对此，

坚持深化改革、全方位对外开放，

聚焦于如何做大经济蛋糕、提升民

众普遍收获感的经济政策，用靓丽

的经济数据表现来回击，是让“中

国崛起顶峰论”的荒谬叙事彻底破

产的根本办法。
1

此轮“中国崛起顶峰论”明显是

配合美国对华贸易战、科技战、金融

战的新一轮舆论综合攻势，试图干扰

与打压中国经济增长势头，需要以“歼

灭战”的方式还以颜色。对此，在即

时有效的国际传播战略上，中国的对

外传播可以有如下调整：

第一、将回击“中国崛起顶峰论”

作为长期的重点国际传播规划项目。

调拨相应的国际传播经费，采取“揭

榜挂帅”方式，依托“扛炸药包炸

碉堡”的勇气，以严谨的论述、可

信的传播、精准的沟通打一场漂亮

舆论反击，对冲“中国崛起顶峰论”

的攻势。比如，推动一系列中国经

济金融类智库与欧美国家智库对话，

推动中国经济学者走出去，讲清“提

速换档”的中国叙事；组织中外智

库合作，联合推出一系列报告；
2

以

新能源、智能科技、绿色低碳等领

域推出一系列智库报告，通过新媒

体、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对国际、

国内传达可靠、权威的信息，讲述

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从而实现

强而有效的预期管理；
3

挖掘一系列

中国高科技在封锁中逆势突围的成

就。国家经济预期的舆论竞争，关

三、“中国崛起顶峰论”的应对前景
及对策

1 王文 .“ 中国崩溃论 ” 的崩溃［J］. 红旗文稿，2014, (16).
2  王文 .“ 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会 ” 的启示［J］. 对外传播，2016,(08).
3  王文 .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国际影响力评估与构建［J］. 新闻与写作，2018,(06).

键在于信息多少的比拼，夯实中国

信心的专业信息更多，积极影响力

自然会更大。

第二，持续释放与持续报道一

系列对外全方位开放的政策与落地

成果，在舆论层面要高度肯定外资

的贡献并给予相应的礼遇。外资目

前的普遍状况是，夹在美国对华攻

势与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之间低调地

赚钱。如果从宣传口径上给予外资

更多礼遇、荣誉，与民企、国企一

视同仁，如召开外资企业人士座谈

会、邀请外资企业在党媒、党刊专

访撰文、邀请外资企业人士走进各

个部委召开咨询会，将会起到国际

舆论对中国信心的撬动作用。更重

要的是，要讲清对外开放的政策利

好、细节变化与盈利成果，如外资

参与中国理财产品的销售、外资享

受一些地方政策优惠、负面清单落

地的便利等等，提升中国对国际资

本的吸引力。

第三，知华、友华、爱华、护

华的外籍人士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

支特殊重要力量，“他们‘联接中外’

的独特视角和表达，让故事的讲述

更容易被海外受众接受。”习近平

主席曾强调，关系亲不亲，关键在

民心。要全方位推进人文交流，深

入开展旅游、科教、地方合作等友

好交往，广交朋友，广结善缘。
1

未

来的一段时间，应广泛邀请一系列

外国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走进中国，

借他人之口讲好后疫情时代的中国

故事。通过长期部署和策划，组织

一批有影响力、有话语权的知名学

者走入浙江、福建等经济发达的省

份，考察民营经济的活力，体检民

间创新的动力，感受类似“八八战略”

久久为功的魅力，让他们切身体会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未来。交往的

过程中，也应该避免陷入“唐吉坷德”

式的情结（Don Quixote Complex），

不应迷信向对方叫骂就能证明自己

勇敢的互动模式，既要保持相互沟

通，也要学习如何沟通。

第四，捍卫中国领袖的形象，

以跨国法律诉讼方式状告西方不良

媒体。在此，新加坡经验值得借鉴。

欧美媒体对新加坡的负面报道，一

1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 [EB/OL].(2015-07-21).http://cpc.people.com.cn/
xuexi/n/2015/0721/c397563-273381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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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非常谨慎，因为稍有不慎，就有

可能引发国家间机构或个人的抗议，

甚至惹上官司。20 世纪中叶，新加

坡刚独立时，欧美媒体视其为后殖

民地时代的不驯者，动辄对新加坡

口诛笔伐，吹捧新加坡的反对派。

于是，李光耀果断推行限制外国媒

体在新加坡发行量的法令，一度《时

代》周刊在新加坡销量被削减 80%

多，《 华 尔 街 日 报》 发 行 量 骤 降

92%。同时，欧美媒体对新加坡有

不实、不良报道，一经发现，就会

被一张状纸告到当地法庭。

2010 年 3 月，李光耀、李显龙

父子通过新加坡司法系统，对美国

《纽约时报》集团提出诽谤罪诉讼，

认为其下属的《国际先驱论坛报》

发表的一篇名为《都是一家人——

论家族式政治优劣》的文章含有诽

谤，《纽约时报》最后登报向他们

道歉，并赔偿 16 万新元的名誉损失

费。
1

胜诉与否暂不论，几轮下来，

欧美媒体就因疲于司法而不敢造次。

相比之下，中国对境外不实言论，

要“宽容”得多。事实上，一切依

法办事，定能拿捏那些发表恶意言

论的欧美媒体。

第五，改变讲述中国故事的方

式，打造适合国外受众的内容模式，

避免掉入“政治宣传”陷阱。我国

国际传播通常采用更为宏观的、官

方的、理性的视角来报道新闻，观

点立场倾向比较明显，“重摆事实

讲道理、轻故事化的表达和戏剧性

的描述”，人文色彩较为淡薄，说

教意味较为浓厚，容易导致长期标

榜所谓“客观公正”和新闻专业主

义的国外受众的反感。所以，对外

传播内容或可脱下“官方外衣”，

放下“官方架子”。
2

近期，两位 90 后创作者通过拟

人化的手法，结合大英博物馆 2000

余件文物失窃的热点信息，制作了

名为《逃出大英博物馆》的短剧。
3

这部短剧很好地对英国殖民体系下

在全世界掠夺的行为进行了针对性

的议程设置。美国之音、自由亚洲

1 韩晓英 . 新加坡如何管制国内外媒体 [EB/OL]. 青年参考 , (2011-06-10).http://qnck.cyol.com/html/2011-06/10/
nw.D110000qnck_20110610_2-09.htm.
2  王文 . 以持久战的心态对外讲好 “ 一带一路 ” 故事［J］. 对外传播，2018,(05).
3  王文 .全球视野下中国 “90后 ”的经济自信——兼论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视角下的中国青年与制度变革 [N]
西北师大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20,57,(04).

电台、BBC 等媒体只能进行破防后

的意识形态论述，并无法扭转舆论

窘态，为中国声音的传播提供了有

效突破口。尽管极不情愿面对现实，

但 BBC 仍不得不讨论“中国是不是

唯一要求大英博物馆返还文物的国

家”，
1

最后实际舆论更加让英国当

局以及为殖民体系洗白的美西方外

宣机构尴尬。尽管目前还只是个例，

但这样现象级的对外传播效果案例

不失为一种传播模式的探索，在针

对“中国崛起顶峰论”的舆论斗争中，

相关经验应受到重视。

第六，在对外交流和对外传播

的过程中，要注重对国内外 Z世代

青年人的扶持和培养。美国国际媒

体署报告提及，相关预算中有相当

一部分用于接触中国的 Z 世代青年

（19 至 34 岁），
2

让他们认同美式

价值观，从而达到千里之堤溃于蚁

穴的目的，该企图已见成效。如自

由亚洲电台的“歪脑”节目及“美

国之音”等外宣机构的年轻“润人”

专题等，即以年轻人的方式及视角

对中国年轻人进行渗透。所以，建

议重视当下年轻人对未来发展的期

许及现实困境，提供必要且有效的

帮助和辅导，防止作为国家未来支

柱的青年群体成为被挑拨的对象，

进而成为反华外宣机构的炮灰。

1 英国广播公司 . 大英博物馆的中国文物：英国外相访华之际《环球时报》社论喊话是怎么回事 [EB/OL].
(2023-08-30)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uk-66658143.
2  美国国际媒体署 .2022 年财报及 2023 年预算报告 [EB/OL].(2022-03-25).https://www.usagm.gov/wp-content/
uploads/2022/03/USAGMBudget_FY23_CBJ_03-25-22-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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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打好针对“中国崛起顶峰论”

的舆论反击战，中国应有大手笔的

投入。当前中国面临的内外部形势，

包括经济增速、西方围剿、供应链

外迁和社会预期等四个方面变化都

是“前所未有”的，一段时间内，

中美之间差距拉大也是必须正视的

现实。2023 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中

国 GDP 仅占美国 GDP 的 63%，相

较于 2022 年，下降了 7%。在此背

景之下，一个自我感觉逐渐良好的

美国，为与中国竞争已做好多方面

的准备，在对华舆论攻势上必会采

取更多主动性的措施。

国际局势也会对中国所处舆论

环境产生叠加效应。俄乌冲突爆发

唤醒了“脑死亡”的北约，在一些

美国政客和反华人物的唆使下，还

出现了亚洲化的趋势。2023 年 7 月

11 日至 12 日，北约维尔纽斯峰会

不仅在公开表态上对中国进行了恶

意指摘，并且在邀请参会的对象中，

重点邀请了日本和韩国，凸显出这

个横跨北大西洋的军事政治组织染

指太平洋和东亚的野心。

特朗普离开白宫后，部分以智

囊自居的反华人物也为北约在亚洲

炒作中国威胁提供舆论支持。例如，

前国务卿蓬佩奥的文胆余茂春就声

称，应建立所谓的北大西洋印太公

约 组 织， 该 组 织 的 首 要 战 略 目 标

即“对抗中国对世界自由秩序的威

胁”，
1
“新冷战”味道浓厚。

当前，美国已形成以国务院为

主导，由国防部与国家情报体系进

行部门间左右协同，由媒体、对华

强 硬 派 带 头 人 及 非 政 府 组 织 上 下

联动的全方位对华舆论作战体系。
2
2021 年，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

系委员会审议通过了“2021 年战略

竞争法案”，剑指中国，规划 2022

年至 2026 年每年都有 3 亿美元用

四、结语

1 自由亚洲电台 . 专访余茂春：成立 “ 北大西洋印太公约组织 ” 对抗中国威胁 [EB/OL].(2022-07-15).https://
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wy-07152022100819.html
2  原玥 . 美国对华舆论战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J]. 国际关系研究，(2021-2).

于打击“中国影响力”。
1
2022 年，

美国国际媒体署财报及 2023 年预

算报告显示，用 8.4 亿美元的预算

针对中俄两国的传播宣传，该预算

在 具 体 实 践 中 又 追 加 至 8.85 亿 美

元。

另据近些年的美国国务院“公

共外交和国际广播综合年度报告”

（Comprehensive Annual Report on 

Public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美 国 对 华 公 共 外

交（不包含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

中国台湾）投入从 2018 年的约 797

万 美 元 增 长 至 2021 年 的 约 969 万

美 元， 增 幅 达 21.58%。2019 年，

该系列报告就炫耀由中情局一手操

办出来的自由亚洲电台旗下普通话

项目（Global Mandarin，中文项目

名称即“歪脑”）可以直接触及中

国社交媒体，包括新浪微博及微信。
2

而“歪脑”项目不仅成为美国反

华外宣力量中的生力军，还屡屡获

得西方新闻评价体系的认证。
3

由此看，中外舆论战，既是领

导力之战、思想力之战，也是财力、

定力之战。面对此轮美国发动的“政

治宣传”攻势，进行一波又一波反

攻心战、反围剿战，一定能为拉回

中国经济信心的国际社会预期做出

实质贡献。

1  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 USAGM statement on President’s FY23 budget request.[EB/OL]. 2022-03-28. https://
www.usagm.gov/2022/03/28/usagm-statement-on-presidents-fy23-budget-request/.
2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Comprehensive Annual Report on Public Diplomacy &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Focus on FY 2018 Budget Data [EB/OL]. 2019-12-31.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1/2019-ACPD-
Annual-Report.pdf; Comprehensive Annual Report on Public Diplomacy &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Focus on FY 
2021 Budget Data [EB/OL]. 2022-02-20.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2/FINAL_2022_ACPD_
AnnualReport_508Ready.pdf.
3   歪脑 . 自由亚洲电台旗下普通话节目 “ 歪脑 ” 于 2023 年获得爱德华 · 默罗奖（Edward Murrow Awards）小
型数字组调查报道奖 [EB/OL].(2023-08-16).https://www.wainao.me/news/Edward-Murrow-Awards-0816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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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时代中国的南极战略——基于实地调研的考察与思考（中英文）.2018 年 6 月 12 日 . 中国北京

9. 防疫情、促经济，两手抓两手硬的八点政策建议 .2020 年 2 月 7 日 . 中国北京

10. 疫情影响世界的评估报告 .2020 年 2 月 25 日 . 中国北京

11. 暴跌！暴跌！暴跌！暴跌！暴跌！ .2020 年 2 月 29 日 . 中国北京

12. 警报！前方“黑洞”！世界经济陷入“迷航”！ .2020 年 3 月 6 日 . 中国北京

13. 全球化病危！怎么办？ .2020 年 3 月 13 日 . 中国北京

14. 龙卷风！一夜间，新一轮“大萧条”要来了吗？ .2020 年 3 月 16 日 . 中国北京

15. 中国须适应“逆风”崛起 .2020 年 3 月 23 日 . 中国北京

16. 若这是场“文明兴衰级”的全球萧条，中国防波坝在哪？ .2020 年 3 月 24 日 . 中国北京

17. 全球化“触底”，中国须“抄底”.2020 年 4 月 15 日 . 中国北京

18. 紧迫的全球团结（中英文）.2020 年 6 月 1 日 . 中国北京

19. 疫情 2.0 颠覆人们十大生活方式 .2020 年 6 月 1 日 . 中国北京

20. 世界抗疫从遭遇战步入持久战 ——如何应对最坏疫情？ .2020 年 7 月 7 日 . 中国北京

21. 数字中国社会发展演进，现状评价与未来治理 .2020 年 9 月 5 日 . 中国北京

22. 未来五年，改变中国与世界的五大奇点（中英文）.2020 年 11 月 2 日 . 中国北京

23. 后疫情时代全球“蝶形”风险及防范 .2021 年 2 月 5 日 . 中国北京

24. 治愈“后遗症” 后疫情时代的风险评估与展望 .2021 年 4 月 27 日 . 中国北京

25. 培养全球视野的中国接班人——“十四五”视野下的“90 后”与中国改革 .2021 年 5 月 10 日 . 中国
北京

26. 中高速可实现——后疫情时代我国经济增长前景（中英文）.2021 年 7 月 30 日 . 中国北京

27. 不应高估——从两种杠杆率看我国国家债务水平（中英文）.2021 年 10 月 13 日 . 中国北京

28.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新机遇与新未来——在第四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上发布的报告（中英文）.2021
年 11 月 6 日 . 中国上海

29. 两手准备，斗合并行：中美经贸博弈 2021 年评估及中国未来应对 .2021 年 12 月 1 日 . 中国北京

30. 合作突围：美、中及全球经济解“困”之道 .2022 年 1 月 18 日 . 中国北京

31. 智慧文明：从第三次觉醒到人类文明新形态——未来百年的中国与世界 .2022 年 1 月 24 日 . 中国北京

32.“大裂化”：俄乌冲突后，全球经济新冷战评估与防范 .2022 年 5 月 20 日 . 中国北京

33. 坚持以发展为先——两个大局下我国经济发展理念定位 .2022 年 7 月 16. 中国北京

34.“小修小补”刺激不够，“大开大合”改革才行——2023 年夏季以来经济政策回顾及建议 .2023 年 9
月 14 日 . 中国北京

35.Y 型路口上的世界——2024 年人大重阳宏观形势年度报告 .2024 年 1 月 19 日 . 中国北京

人大重阳“宏观经济”系列研究报告
1. 走向核心国家——中国大金融战略与发展路径 .2013 年 5 月 25 日 . 中国北京

2. 大金融理论背景下的金融统合监管报告 .2014 年 3 月 12 日 . 中国北京

3. 人民币国际化动态与展望 .2014 年 3 月 31 日 . 中国北京

4. 人大重阳国际惯例研究系列报告之一：“走出去”：国际商务反腐败规则研究 .2014 年 5 月 13 日 . 中
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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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数字丝绸之路进展、挑战与实践方案 .2019 年 5 月 27 日 . 中国北京 17. 为“一带一路”倡议导航 .2019
年 7 月 11 日 . 中国北京

18.“一带一路学”：现实迫切与理论必要 .2019 年 10 月 25 日 . 中国北京

19. 扬帆向南：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机遇与挑战 .2019 年 11 月 14 日 . 中国北京

20. 新时代的战略大对接：中俄“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现状、问题及思考（中俄文）.2019
年 11 月 29 日 . 中国苏州

21. 展望“一带一路”七周年 开启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中英文）.2020 年 4 月 24 日 . 中国北京

22. 逆势增长——疫情一周年“一带一路”进展评估 .2021 年 3 月 10 日 . 中国北京

23. 突围前行，高质发展——疫情期“一带一路”进展评估与“十四五”展望 .2021 年 5 月 22 日 . 中国泉州

24.G7 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与“一带一路”比较与中国对策 .2021 年 7 月 16 日 . 中国北京

25.“一带一路”重塑全球思想价值链 .2022 年 6 月 23 日 . 中国新疆

26. 重燃“一带一路”研究 再塑全球思想价值链“一带一路”十周年的研究总括性梳理与未来展望 .2023 年
2 月 8 日 . 中国北京

27.“一带一路”金融合作十年回望与浙江贡献 .2023 年 11 月 23 日 . 中国杭州

人大重阳“智库国际影响力”系列研究报告
1. 重塑全球金融治理：G20 面临的挑战及应对——在“大金融与综合增长的世界：第二届 G20 智库论坛”
发布的研究报告（中英文）.2014 年 9 月 4 日 . 中国北京

2.A Summit of Significant, Selective Success: Prospects for the Brisbane G20.2014 年 11 月 13-14 日 . 中国北京

3.2016 年 G20 峰会筹备风险评估报告 .2015 年 5 月 15 日 . 中国北京

4. 为增长而合作：构建全球经济协调体系——在 G20 智库论坛 (2015) 发布的研究报告（中英文）.2015
年 7 月 30 日 . 中国北京

5. 全球治理新格局——2016 年 G20 总结及 2017 年展望（中英文）.2016 年 12 月 22 日 . 中国北京

6. 重塑欧亚空间：来自中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智库的共同观点（中英文）.2017 年 5 月 16 日 . 中国
北京

7. 培育中俄复兴增量——两国智库关于中俄经济金融合作的共同研究（中英文）.2018 年 7 月 16 日 . 中
国北京

8.“对冲”与“楔子”美国“印太”战略的逻辑与中国应对之策 .2018 年 8 月 13 日 . 中国北京

9. 走向成年，行以致远——中非合作论坛（FOCAC）十八年进展与前瞻（中英文）.2018 年 8 月 20 日 . 中
国北京

10. 巴塞尔协议Ⅲ改革、风险管理挑战和中国应对策略 .2018 年 9 月 16 日 . 中国北京

11. 新型智库、科学决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2018 年 10 月 10 日 . 中国北京

12. 培养全球栋梁之才：来华留学事业 70 年进展、潜力与建议 .2019 年 5 月 29 日 . 中国北京

13.G20 机制 20 年：演进、困境与中国应对 .2019 年 6 月 23 日 . 中国北京

14. 全球大变局下的华商历史、现状与未来（中英文）.2019 年 10 月 21 日 . 英国伦敦

15. 偷师中国 ?：近年俄罗斯对华认知心态的新变化及其前景展望 .2019 年 11 月 11 日 . 中国北京

16. 智库建设的新长征路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七年评估及传播、绩效研究报告——在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
论坛（2019）开幕式发布的主题研究报告 .2019 年 12 月 17 日 . 中国北京

17. 调动“百万大军”，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智库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困境剖析与务实建议（第三届中
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2020）开幕式发布使用，不做对外传播），2020 年 12 月 5 日，中国北京；调
动“百万大军”——论中国智库对外传播的进展、困境与政策建议（公开发布）.2021 年 3 月 4 日 . 中国
北京

18. 中外学者看中国共产党百年（中英文）.2021 年 7 月 21 日 . 中国北京

19.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新冠疫苗应用图景报告（中英文）.2021 年 7 月 29 日 . 中国北京

20.“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中英法西）.2021 年 8 月 9 日 . 中国北京

21. 平视美国智库——美国智库研究客观性的多维度分析 .2022 年 11 月 20 日 . 中国北京

5. 人大重阳国际惯例研究系列报告之二：供应链金融技术的标准定义 .2015 年 9 月 28 日 . 中国北京

6. 经济金融化与均衡杠杆率：美国经验与中国启示 .2015 年 10 月 14 日 . 中国北京

7. 人大重阳国际惯例研究系列报告之三：2016 年版《ICC/ESOMAR 市场、观点、社会调查和数据分析
国际准则》.2016 年 12 月 29 日 . 中国北京

8. 中国财政可持续性研究——建立结构性财政平衡 .2017 年 2 月 28 日 . 中国北京

9. 建立现代增值税制——“营改增”改革效果评价报告 .2017 年 3 月 7 日 . 中国北京

10. 改善电商征管环境 构建良性竞争的电子商务税制 .2017 年 5 月 26 日 . 中国北京

11. 缩小政府预算偏离 打牢国家治理的财政基础 .2017 年 10 月 13 日 . 中国北京

12. 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发挥财政作用促进退耕还林工程持续发展 .2017 年 11 月 2 日 . 中国北京

13. 中国 2017 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报告 .2018 年 3 月 1 日 . 中国北京

14. 中国的金融战略：历史经验、理论指引与未来布局 .2018 年 7 月 13 日 . 中国北京

15. 区块链十周年：发展现状、趋势与监管政策研究 .2018 年 8 月 25 日 . 中国北京

16. 中国各地区财政发展指数 2018 年报告 .2018 年 12 月 27 日 . 中国北京

17. 中国购买力大崛起：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进口侧结构性升级（中英文）.2018 年 12 月 27 日 . 中国北京

18. 中国购买力大布局：“一带一路”与全球市场转型（中英文）.2018 年 12 月 27 日 . 中国北京

19. 中国购买力大塑造：中国进口侧改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英文）.2018 年 12 月 27 日 . 中国北京

20. 我国人均 GDP 排名变动情况及人均 GDP 预测 .2019 年 1 月 28 日 . 中国北京

21. 中国企业税收负担报告——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测算 .2019 年 7 月 9 日 . 中国北京

22. 为世界创造价值：大变局时代的中国经贸升级之路（中英文）.2019 年 10 月 16 日 . 中国广州

23. 降低疫情对经济冲击的九条务实提醒 .2020 年 2 月 16 日 . 中国北京

24. 疫情拐点，高度警惕地方“乱作为”风气蔓延 .2020 年 2 月 17 日 . 中国北京

25. 化解“金融铁幕”：美国金融制裁演变与中国应策 .2020 年 8 月 28 日 . 中国北京

26. 以“双循环”逻辑，对冲全球大萧条 .2020 年 9 月 1 日 . 中国北京

27. 新全球链的开启：RCEP 时代的深度影响与中国机遇 .2020 年 12 月 18 日 . 中国北京

28. 防范“灰犀牛”——来自美国、日本、德国房地产发展的借鉴与中国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政策建议 .2021
年 1 月 21 日 . 中国北京

29. 百年变局视野下的“全球新型货币战争”.2021 年 2 月 24 日 . 中国北京

人大重阳“一带一路”系列研究报告
1.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愿景与路径（中英文）.2014 年 6 月 28 日 . 中国北京

2.“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研究报告（中英文）.2015 年 6 月 18 日 . 中国北京

3. 坚持规划引领 有序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三周年进展报告（中英文）.2015 年 9 月 26 日 . 中
国北京

4.促进互联互通 共建贸易繁荣——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国际论坛（2016）上发布的报告（中英文）.2016
年 11 月 14 日 . 中国义乌

5. 中巴经济走廊实地调研报告 .2016 年 12 月 20 日 . 中国北京

6.“造血”金融 :“一带一路”升级非洲发展方式 .2017 年 5 月 3 日 . 中国北京

7. 穿越喜马拉雅——中尼铁路可行性与中尼共建“一带一路”调研报告（中英文）.2017 年 5 月 5 日 . 中
国北京

8.“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与中东欧合作：机遇与挑战 .2017 年 8 月 16 日 . 中国北京

9. 美国对接“一带一路”：案例研究与行动指南（中英文）.2017 年 8 月 25 日 . 中国北京

10. 柬埔寨：“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样板——关于深化中柬合作的实地调研报告 .2018 年 1 月 10 日 . 中国
北京

11.“一带一路”的战略地图 .2018 年 3 月 25 日 . 中国北京

12. 去欧洲，向北走：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支点港口研究（中英文）.2018 年 4 月 17 日 . 中国北京

13. 构建一带一路学：全球丝路学派的理论溯源与时代呼唤 .2018 年 6 月 1 日 . 中国北京

14.“一带一路”五周年：政策视角下的回顾与展望 .2018 年 9 月 17 日 . 中国北京

15. 树立“金融强国”意识，完善“一带一路”金融服务 .2019 年 2 月 26 日 . 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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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重阳“生态金融”系列研究报告
1. 如何在中国发行绿色债券 .2015 年 3 月 24 日 . 中国北京

2. 关于构建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议 .2015 年 4 月 10 日 . 中国北京

3. 中国绿色公共采购：效益量化 .2015 年 4 月 20 日 . 中国北京

4. 绿色公共采购如何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 .2015 年 10 月 28 日 . 中国北京

5. 绿色金融理论、技术研究与实践进展及前景分析 .2016 年 4 月 23 日 . 中国北京

6.2016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报告 .2017 年 4 月 15 日 . 中国北京

7.“一带一路”与全球绿色基础设施投资的未来 .2017 年 6 月 18 日 . 中国北京

8. 特朗普政府的能源与气候政策及其影响：中国的历史机遇 .2017 年 11 月 7 日 . 中国北京

9. 绿色金融中国标准的建设及其国际化路径 .2017 年 12 月 21 日 . 中国北京

10. 全球旗手：中国绿色金融发展评估 .2018 年 1 月 29 日 . 中国北京

11. 金融助力绿色“一带一路”：进展、评估与展望 .2019 年 8 月 21 日 . 中国北京

12.“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投资的绿色化进程：进展与建言 .2019 年 8 月 21 日 . 中国北京

13.“一带一路”绿色投资标尺和绿色成本效益核算 .2019 年 8 月 21 日 . 中国北京

14.“碳中和”中国城市进展报告 2021（春季）.2021 年 2 月 3 日 . 中国北京

15.“碳中和”元年与金融业的绿色升级 .2021 年 3 月 21 日 . 中国北京

16. 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绿色复苏的契机、困境与出路 .2021 年 7 月 11 日 . 中国贵阳

17. 纠正运动式“减碳”：来自欧美国家的教训与启示 .2021 年 9 月 25 日 . 中国北京

18. 碳中和：中国在行动——基于国际形势下的政策布局与行业动态分析 .2021 年 9 月 22 日 . 中国北京

19. 北京冬奥背后的绿色金融力量 .2022 年 2 月 25 日 . 中国北京

20. 气候投融资与中国未来 .2022 年 7 月 5 日 . 中国北京

21. 转型金融：概念创新与实践展望 .2022 年 11 月 13 日 . 中国北京

22.“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绿色发展：以中老铁路为例 .2023 年 7 月 5 日 . 老挝万象

23. 碳中和与大国博弈的规则重塑 .2023 年 9 月 17 日 . 中国北京

人大重阳“中美人文交流”系列研究报告
1. 特朗普财产评估报告（中英文）.2017 年 4 月 17 日 . 中国北京

2. 特朗普内阁财富与政治政策走向 .2017 年 12 月 24 日 . 中国北京

3. 特朗普政府决策小圈子的财富背景与决策特征 .2018 年 2 月 1 日 . 中国北京

4.WTO 的优等生——中国履行 WTO 承诺评估报告（中英文）.2018 年 8 月 29-31 日 . 美国纽约、华盛顿

5. 共享繁荣仍是可能：中美经贸关系全景报告（中英文）.2018 年 8 月 29-31 日 . 美国纽约、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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