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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27日，美国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美国

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了一场题

为《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的

演讲，在演讲中沙利文正式宣告

“华盛顿共识”死了，提出了一

套“新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主

张。这是一项具有转折性意义的

重大宣言，其历史地位可能堪比

1947年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的

马歇尔计划，或者1971年尼克松

宣布的新经济政策。这也是美国

官方首次承认流行几十年的自由

市场经济理念是错误的。

“华盛顿共识”是英国经济

学家约翰·威廉姆森1989年在彼

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工作时构造

的术语，概括了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主导

推动的十项经济政策——核心是

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私有化以

及实行小政府，用于推动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增长。上世纪90年代

以后，“华盛顿共识”风靡全世

界，广泛深刻地影响了全球的面

貌，当然也波及美国自身的政治

经济体系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

沙利文眼中美国面临的几大挑战

在演讲中，沙利文概括了美

国面临的四项根本性挑战。

第一项是美国制造业的衰

落。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但

沙利文在演讲中却将美国制造

业遭遇的问题与流行数十年的

经济理念，即所谓的“华盛顿

共识”，联系在一起。沙利文强

调，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

这套政策主张有两个错误的假

设：一是错误认为市场总是能够

高效且多产地分配资源，但实际

上在市场效率的引导下，美国战

略商品的行业和就业机会都被转

移到了海外；二是错误认为所有

的增长都是好的增长，其结果是

不区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增

长，致使半导体和基础设施等重

要部门萎缩，金融部门享有特

权。正是在其错误的引导下，美

国的工业能力遭受重创。

第二项挑战指向中国。沙利

文认为，美国过去相信将中国纳

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通过更深

层次的经济一体化建设，会让中

国接受美国所谓的“自由”“民

主”等价值理念，并变成像美国

那样的市场经济体，遵循美国制

定的规则。没想到，中国的发展

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美国对

此失去了控制力。不仅如此，经

过几十年的贸易自由化，美国突

然发现，在很多产品领域，美

国事实上更依赖中国。在美国看

来，这种依赖关系对美国的经济

地位和地缘政治不利，美国正进

2023年4月27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宣告“华

盛顿共识”死了，提出了一套“新华盛顿共

识”的政策主张。图为沙利文。

入一个越来越不受其主导的新环

境，其突出特征是经济和安全的

互动前所未有地深入。

第三项挑战是气候危机日益

加剧，公正高效的能源转型迫在

眉睫。美国民主党政府重视气候

变化问题，不仅仅是出于“全球

正义”的想法，也是将气候变化

视作一项新兴产业，是美国抵御新

兴市场国家弯道超车的必争领域。

第四项挑战则是贫富差距以

及由此引发的对美国民主制度的

破坏。在这里，沙利文再度批评

了“华盛顿共识”的假设，认为

贸易成果事实上并没有惠及美国

的大量劳动人口。“华盛顿共识”

所赖以存在的“涓滴经济学”（通

过减税和减少政府干预来激励生

产、创新和投资）政策，反而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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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削弱了美国的中产阶级。同时，

沙利文不忘再一次抹黑中国，认

为对华贸易不利于美国，并承认

对中国崛起的效应估计不足。

沙利文眼中美国面临的四大

挑战在一定程度上恰好证明了中

国发展道路的正确性。如果中国

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听信“华盛

顿共识”，恐怕难以取得今天的

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两大奇迹；

如果没有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作

为对照，今天美国政府也不会反

思自己，更不会否定美国30多年

来走过的道路。

“新华盛顿共识”新在何处

沙利文主张的“新华盛顿共

识”也包括四项主张。

第一，要求美国政府介入

产业发展，实施新型产业政策。

过去两年，拜登政府已有多位高

官呼吁，美国政府要大幅度介入

经济发展。拜登政府上台以后，

先后通过了《芯片及科学法案》

《降低通胀法案》《两党基础设

施法案》等，标志着美国新型产

业政策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

第二，与所谓志同道合的

伙伴合作，构建强大、有韧性和

领先的技术工业基础。沙利文提

及的伙伴包括欧盟、加拿大、日

本、韩国和印度。目前，美国已

经和一些伙伴签署了深化关键矿

产供应链合作协议，并商定协调

半导体激励措施等。此外，沙利

文还提及，美国要打破此前只将

发达经济体视作美国最重要伙伴

关系的见解，视领域的需要拓展

合作伙伴，可将安哥拉、印尼和

巴西等国纳入美国的合作伙伴。

第三，更新国际多边经济制

度，核心是将中国排除在“印太

经济框架”之外。

第四，用“小院高墙”保护

美国的基础性技术，目的同样是

将中国排除在外。

沙利文提出的前两项主张有

一定的理论色彩：一是重新定义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与“华盛顿

共识”削减政府作用不同，“新

华盛顿共识”的首要特征是扩大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二是

重新定义经济与安全的关系，即

通过由美国财长耶伦提出的“友

岸外包”等做法，减少与中国的

经济联系，迟滞中国的经济增

长。而后两项主张实际上是美国

“新华盛顿共识”战略更为具体

的操作手法。

支撑“新华盛顿共识”这

一政治战略的经济学是耶伦建构

的。在2022年1月举行的达沃斯世

界经济论坛上，耶伦将拜登政府

的经济增长战略命名为“现代供

给侧经济学”，其特征是优先考

虑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公共

基础设施、研发和投资。耶伦于

今年3月在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

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强调“现代

供给侧经济学”可突破劳动力供

应增长的限制，最终有助于减轻

美国种族和经济的不平等。

耶伦还强调，“现代供给

侧经济学”不同于20世纪80年

代里根政府推行的“供给侧经济

学”，后者通过积极的放松管制

和减税来促进私人资本投资。在

耶伦看来，对资本大幅减税并没

2022年9月9日，美国总统

拜登出席英特尔公司在

俄亥俄州新半导体工厂

的奠基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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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现承诺的收益，放松管制也

不利于环境保护，因而旧的供给

侧经济学在促进增长方面是一个

失败的策略。由此说明，耶伦否

定了“华盛顿共识”的经济理论

基础。

作为一名主要负责国家安

全问题的官员，沙利文选择在布

鲁金斯学会陈述拜登政府的经济

政策，显示出与前政府不同的策

略。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美

国负责国家安全或者国际经济事

务的官员选择阐述政策的场所，

通常都是共和党内对华不太友好

的机构。而民主党执政后选择发

表政策的场所，传统上与中国的

关系还不错，拜登政府高官选择

这些与中国关系不错的机构发表

演讲，仿佛是有意改善同中国的

关系，但实际所释放的信息仍是

在新的政经框架内调整美国经济

政策以打压中国，只不过更具欺

骗性。

能否重塑中国的外部环境

也有一种论调称，使用“新

华盛顿共识”一词表明，美国政

府并不愿意完全放弃自由市场的

经济模式，加大政府介入并不改

变自由市场这一基础，因而美国

政府仍存在低估市场破坏力的可

能。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

可·卢比奥最近撰文指出，虽然

冷战后的共识已经死了，但是谁

能取代它还不确定；沙利文提出

“新华盛顿共识”，并不意味着

民主党人吸取了教训。而且，美

国的盟友和伙伴，也并非全盘接

受“新华盛顿共识”。例如，欧

洲就担心美国设计的新全球经济

架构更有利于美国企业和工人。

“新华盛顿共识”标志着美

国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的系统性

调整，中国将面临与改革开放时

期不同的外部环境。自美国提出

和遵循“华盛顿共识”的30多年

来，中国走出了一条新路，取得

非凡的成功。“新华盛顿共识”

所包含的一些内容，反而增强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力。

中国的崛起是惊人的。世界

银行的数据显示，按2015年不

变价美元计算，1990年前后，

也即威廉姆森提出“华盛顿共

识”时，中国经济总量占美国的

比重约7%，而目前已超过70%，

膨胀了10倍。2021年，美国经

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约为24%，

比1990年下降了约4个百分点。

而同一时期，中国经济总量占世

界的比重上升了15个百分点，

2022年为18%。

再以货物进口为例，在形

成“华盛顿共识”的上世纪80

年代，美国货物进口占世界的比

重平均为17%，2000年前后达到

20%，但此后占比下降，2022年

为13%，已低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

水平。中国货物进口占世界比重

曾长期低于2%，加入世贸组织后

才开始起飞，2022年就几乎和美

国齐平。加入世贸组织被普遍认

为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特别是

货物贸易飞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数据显

示，2002～2008年，中国货物出

口额年均增速为27.3%。这在世界

贸易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

者”的爆炸式增长。

在被沙利文视作第一大挑

战的制造业上，中国的表现更惊

人。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以2015

年不变价美元计算，2021年美国

制造业增加值为2.4万亿美元，是

2001年的1.4倍。从横向来看，美

国的增速好于主要的发达国家，

如日本、德国，低于新兴经济

体，如韩国、印度和越南。2001

年以来，越南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

倍以上，印度约为3.5倍，韩国约

为2.3倍。但所有这些新兴经济体

的表现均不如中国，在制造业增

加值方面，中国已是庞然大物。

以现价美元衡量，2021年，中国

制造业增加值高达4.9万亿美元，

是美国的2倍、德国的6倍、韩国

的10倍、印度的11倍以及越南的

50多倍。

提出“新华盛顿共识”的目

的之一是重塑中国的外部环境。

但是，鉴于中国经济的规模、发

展势头和政策取向，这一进程

并不容易。中国深嵌全球体系之

中，与各方利益关联紧密。中美

经贸关系已不像30多年前更多由

美方驱动，未来发展将受到整个

全球秩序转型的影响。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

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

科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