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GDP
同比增速加快至 6.9%，超出预期。内

外需双双好转，内需主要来自基建和

房地产，而3月零售数据超预期，表明

消费也保持稳健。实际出口回暖亦

有助于支撑经济增长，我们估算去年

四季度净出口对GDP的负面拖累已

转为正面拉动。

虽然整体经济活动较为强劲，但

我们认为很多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可

能已经见顶。一季度房地产活动强

劲，但实际房地产投资自年初便有所

减速。

最新的信贷扩张度（季调后新增

信贷占GDP的比重）持稳，但最近几

个月都低于30%。

最后，PPI同比增速在 15个月以

来首次放缓，未来也可能继续下降。

虽然大多数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

依然高企、同比增速较高，但一季度

以来市场价要么开始下跌，要么停止

增长势头。

具体而言，新开工增速滞后于销

售增速，这意味着未来 2到 3个季度

中，房地产建设和投资活动都有望保

持平稳甚至更快的增长，从而有助于

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但到今年

晚些时候或2018年年初，可能会面临

明显放缓。

由于外需好转、消费稳健、基建

投资平稳，预计今年 GDP 实际增速

基本保持平稳，到年底有所放缓，一

至四季度的GDP同比增速预计分别

为 6.9%、6.8%、6.7%、6.5%。总体看

去，今年经济增长应不会大幅放缓，

因为无论是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监管

的收紧，还是保持基建投资增速稳

定，政策均需服从于实现或超越今年

经济增长目标。

我们预计货币信贷政策仍将支

持经济增长，但最近的政策收紧倾向

可能进一步升级。如有必要，我们认

为房地产政策还会继续收紧。另一

方面，财政政策预计将保持宽松，如

果未来经济增长势头保持目前水平，

财政政案支持也有可能减弱。

风险方面，我们认为经济和市场

面临的国内风险有所加剧，而外部风

险有所降低。

首先，由于央行的货币政策紧缩

可能已超越了“偏紧”的范畴，今年整

体信贷增速的下行风险加大。

其次，国内房地产面临的上行和

下行风险均有所加大，上下行风险较

为均衡。我们的基准预测是今年下

半年房地产销售增长势头明显放缓，

年底到 2018 年建设活动随之放缓，

进而拖累固定资产投资和 GDP 增

速。

第三，鉴于住户实际可支配收入

保持稳定且温和改善，特别是未来价

格压力消退，实际增速放缓幅度弱于

预期，我们此前对国内消费温和减速

的预测也面临上行风险。

最后，上个季度投资者曾非常担

忧中美贸易战和资本外流压力，而现

在二者风险均明显降低。一是市场

对美元走强的预期已明显减弱，虽然

市场对美联储加息次数的预期有所

上升，但年初至今美元已贬值 1.9%。

二是最近中美贸易领域有诸多进展，

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会推迟到

2018年。

本文从大国崛起的历史轨迹和衰败

原因中提炼出十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为

崛起中的中国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

启示一
大国兴衰史是一部宝贵的
教科书

自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 170多年

时间里，中国有百年以上饱受帝国列强

侵略的屈辱历史。无数革命先烈、志士

仁人，为了中国的自强梦，抛头颅、洒热

血，前赴后继，英勇牺牲，终于迎来了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接力的最后一

棒。

大国兴衰史告诉人们，一个国家接

近崛起之时，国际环境会有恶化的趋势，

会受到先行崛起国家的遏制与打压。我

们不能有任何闪失。

中华文明上下 5000余年，世界文明

上下500多年的大国兴衰史，可谓一部宝

贵的教科书。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有

着深刻的启示意义。300多年前，英国哲

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说过：“历史使人聪

明”。中国哲学家孔子曰：“温故而知

新”，意指只要深谙历史便可更好地把握

未来。今天，我们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高度上，以公元 1500年以来葡

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

本、美国及前苏联九个大国兴衰的广度

及500多年的时间长度，探索关乎党的命

运、国家前途的重大命题——大国兴衰

史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启示。

启示二
一定的先天禀赋和内在动
力是大国崛起的前提条件

自然禀赋是一个国家能否崛起的首

要条件之一。既然是大国崛起，它起码

的先决条件应当包括一定的国土空间、

相对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一定的人口

规模与较为充足的自然资源……

在世界历史上，确有一些小国和地

区在短期内取得经济的飞速发展。上世

纪60—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就是典型

一例。它们的飞速发展虽有一些地区效

应，但因其体量有限，很难在以百年为计

算单位的历史上留下印记，因此不能列

入大国崛起的范畴。

另外，自然禀赋条件又不是孤立静

止的，它与科技发展密不可分。

在造船业尚不发达之时，英国和日

本这样面积较小的岛国极难成为影响世

界的国家。但当造船业发达之后，英、日

岛国的地形优势，很快成为他们迅速崛

起的先天条件。

当材料技术、内燃机技术尚未出现

之时，一国的矿产、石油等资源对国家崛

起没有任何意义。而一旦技术与设备产

生并升级，则各类资源就成为一国崛起

的重要自然禀赋。

在人类交通、通讯技术尚不发达之

时，广阔的国土并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崛

起的优势，甚至相反。由于中央政府鞭

长莫及，分裂割据的矛盾十分突出，成为

国内统治和动员能力的巨大障碍。一旦

航空、铁路、先进的通讯手段发达之后，

拥有广袤国土的大国体量优势就立刻显

现出来。美国、前苏联的崛起均属这一

类型。

只有经过人类的努力，先天禀赋才

能转化为崛起的物质力量。因此，大国

的崛起首先还需具备一定的内在动力，

其中包括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政治制度

和社会制度以及创新能力、经济的持续

增长等等。这是大国崛起的共同特征，

无一例外。

启示三
创新发展 抢占先机是大
国崛起的实力基础

自从以蒸汽机发明为标志的人类工

业革命开启后，大国崛起便再也离不开

抢占科技与工业革命的先机了。在这方

面，首先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是

惨痛教训的典型。

当地球尚处于没有蒸汽动力的大航

海时代，葡萄牙和西班牙凭借其在当时

可谓先进科技的人力加风帆航海船队，

进行海上贸易和殖民掠夺，积累起了巨

额财富，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并开启

了大国崛起的先河。但是，这些巨额财

富来得过分容易，以致于这两个国家深

深地陷入旧模式之中而疏于创新，未能

及时把掠夺到手的财富转化为科技创新

能力。当后发的荷兰、英国凭借工业革

命成果造出机动舰船后，这两个国家也

随之走向衰落，进而长期成为欧洲相对

落后的国家。

英国是典型的依靠科技、工业革命

成果崛起的国家。以蒸汽机为代表的人

类第一次产业革命，给英国带来巨大的

先进生产力。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军舰和

远洋船队，使之在较长时间里成为“日不

没”的殖民国家。

1789年，年仅 21岁的英国纺织机械

维修工斯特莱，乔装打扮骗过英国当局

的出境监管逃到美国。第二年，他凭借

着惊人的记忆力和机械制造技能，在美

国复制出了当时英国的核心机密——阿

克莱特纺织机，从而打破英国纺织机的

技术垄断，实现了美国几乎与英国同步

的纺织大国的崛起。

二战中后期，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

授意下，美国组建名为“阿尔索斯”的特

工队，在德国突击俘获原子弹、氢弹、导

弹和计算机技术方面的顶尖人才，从而

使美国首先研制出原子弹、氢弹，取得领

先的导弹技术，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大

国地位，直至今天。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创新列

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应当说这既是中

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国梦的战略

选择，也是对世界大国崛起经验的有益

借鉴。

启示四
大国崛起均经历过内部的
制度创新和社会整合

大国崛起历史表明，一个国家通向

大国的持续发展之路，首先须在本国实

现制度创新，并完成社会的整合。因为

只有采取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政治

制度和社会制度，才可能解放生产力，增

大国力；只有实现了社会整合，才能处理

好国内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

在普鲁士崛起之前，德意志在很大

程度上还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不具备国

家影响力。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
1871年的普法战争，普鲁士均获全胜，法

国被迫同普鲁士签定屈辱停战协定。普

王威廉一世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以

普鲁士为中心，以贸易为手段，用了半个

世纪时间来整合德意志，最终成功建立

起德意志帝国，这才开始现代德国的崛

起之路。

19世纪前的北美洲，还只是一块松

散的土地，各地区间的利益冲突明显，最

终爆发了封建地主利益集团与资本工商

利益集团之间的南北战争。代表先进生

产力的资本工商集团在南北战争中获胜

后，成功地完成了美国国家的整合，在联

邦制的国家政治制度中找到中央和地方

利益关系的平衡点，从而开启美国的崛

起之路。

19 世纪的日本，曾饱受美、荷、俄、

英、法等国的侵略，签订过一系列不平等

条约。1868年 1月 3日，日本明治天皇睦

仁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并发动戊辰战

争，攻占江户幕府（即现东京），至当年11
月，平定了诸个藩属国的抵抗，宣布废除

藩属国的建制，改为县制，建立起中央集

权政府。这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通过

维新运动，完成了日本政治、社会的整

合，开始了日本加速走向资本主义道路

的大国之路。

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尚未完

成制度创新和社会整合，这显然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大障碍。在香港、澳

门回归祖国之前，我们在中英、中葡的相

关联合声明中，均作出了“一国两制”“五

十年不变”的庄严承诺。特别是大陆和

台湾至今还存在着分治状态，尚未实现

祖国统一。中国的一些国土和岛礁也被

一些国家侵占，至今未能收回。总之，中

国在崛起过程中，在制度创新和社会整

合方面还面临着一些艰巨的任务尚待完

成。

启示五
军事结盟对大国崛起和延
长鼎盛时期弊多利少

在500多年的大国崛起历史中，军事

结盟几乎成为大国崛起的一种常态。多

数已经崛起或正在崛起的大国，对于军

事结盟有着高度的兴趣和冲动。这是因

为，军事结盟有着增强一国实力、削弱对

方实力的一面。诸如通过结盟，一国可

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军事力量支撑，有

着更多的陆上通道和海峡的使用权，有

着更多的战略纵深和后方支援等等。

殊不知，军事结盟同样是一柄“双刃

剑”。当一国与另一国结盟之后，就承担

着保护另一国安全的义务。而结盟国的

另一方，也有可能有恃无恐，更为冒险地

挑起战争，从而把结盟国拖入战争的漩

涡。

据美国学者杰克·莱维统计分析，在

过去的 5个世纪中，地球上先后共有 117
个军事结盟集团，其中有70%的结盟国在

结盟的5年内就被卷入战争。其中，16世
纪卷入战争的国家为 100%，17 世纪为

56%，18世纪为67%，19世纪为28%，20世

纪为87%。这一统计数据说明，军事结盟

不仅未能给一国和世界带来和平与安

全，反而使战争更加频繁，实在弊多利

少。

中国在建国初期也采取过“一边倒”

地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的外交、国防战

略。但随之而来的，是面临地球上两大

阵营的激烈对抗和冷战局面，并不安

全。同时，我们还受到结盟国苏联霸权

主义的打压，直至中苏关系破裂……

大国兴衰史的历史经验，教导我们

懂得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

才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正确战略方针。

大国兴衰史对中华复兴的十点启示（上）
□王建刚

“以史为鉴，可

以知兴替。”重温世

界500多年来的大国

兴衰史，对正在崛起

的中国来说，可谓是

一 部 宝 贵 的 教 科

书。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征程中，我

们除了自身要遵循

一系列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牢牢把

握好进程外，同时也

要借鉴世界上大国

崛起的成功经验和

衰败的教训。

一季度经济马力全开
持续性待观察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汪涛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借鉴世界上大国崛起的成功经验和衰败的教训。 □东方 IC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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