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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叙事①源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中国以 “和平与发展” 来叙事全球化， 全球化的叙事

传播推动全球规制一体化。 经济的全球化叙事更主导了各国的分工、 合作以及经济规模扩大和

效率提高， 直接表现为全球经济的高增长与低通胀。 ２０２２ 年，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冲击、
俄乌冲突导致的地缘政治危机不断加剧， 全球各地区纷纷出台区域化协定， 欧美则不断推出对

峙性产业政策， 全球化叙事出现转变。 地区冲突破坏了和平， 疫情导致了供应链脆弱， 而欧美

国家的疫情救助政策直接导致了 “疫情泡沫”， 出现了自全球化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与此

同时， 全球规则也让位于区域联盟， 全球化叙事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转变。 这一转变改变了全球

经济发展和分工模式， 将更多的地缘政治、 对峙性的意识形态、 安全准则纳入了经济领域， 经

济摩擦加大， 引发了全球供需再调整， 贸易增长低于全球 ＧＤＰ 增长， 全球经济进入了 “低增长

与顽固性通胀” 并存的新格局中， 其变化趋势对全球和中国经济的影响、 挑战和应对是本文探

索的主题。

一、 全球化叙事的转变

（一） 全球化叙事

全球化叙事从 １９９１ 年开启， 全球化浪潮改变了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滞胀和原苏联东欧

地区各国的长期经济停滞与短缺， 结束了地缘政治争夺的分割， 转向了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化

进程。
全球化遵循四个原则。 （１） 和平原则， １９９１ 年苏联解体、 华约解散， 两极化的地缘政治格

局转向了全球一体化的和平时期， 各国政府的国防开支不断下降。 （２） 全球规制统一， 全球贸

易和要素流动的自由化被描述为 “世界是平的”。 全球化是全球各个国家参与下的全球规则共同

建立的过程， 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 全球治理推动全球化规则不断发

展， 中国 ２００１ 年加入 ＷＴＯ， 全球贸易和要素的流动更加便利化。 （３） 全球贸易引领全球经济增

长， 全球化的特征是全球贸易增长快于全球经济增长， 即全球贸易带动全球增长， 体现的是全

球化的大分工协作， 以全球市场规模为驱动的经济发展。 效率原则是全球化的经济准则， 依据

全球化的各个市场效率进行技术—产业全面分工与合作， 并以全球市场为规模的生产体系建立，
商品的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 直接压低了全球物价， 推动了全球通货膨胀持续走低， 全球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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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叙事”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就是讲故事， 先在文学后在历史学中使用， 其定义也在不断流变， 不断被赋予新的含

义。 这一概念在当代更是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 人类学、 商学、 金融等领域， 被认为是统领人们思维价值

观、 思想传播和相互协作的 “共同意识”， 成为社会分工协作的关键。



动下最为显著的经济特征就是高增长与低通胀。 （４） 全球化推动了基于主权信用货币供给的大

扩张， 在高增长与低通胀 （低利率） 条件下， 各个主权国家进行信用扩张， 货币供给不断增加。
全球信用扩张主要来自美国、 欧洲等储备货币国家， 它们不断扩张其主权资产， 即低利率发行

国债， 再扩张其负债发行货币， 将货币金融资产投资到房地产—金融领域、 新兴市场国家进行

套利交易 （ｃａｒｒｙ ｔｒａｄｅ） 和技术创新领域以获得高回报。 储备国的信用货币扩张刺激了非储备货

币国的信用扩张和国际负债增加， 全球信用扩张和资金流动推动了全球产业转移、 技术创新与

技术扩散， 引动全球增长。 与主权信用相伴的货币联盟不断发展， 全球金融治理从 Ｇ７ 扩展到

Ｇ２０。 １９６９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推动创设特别提款权 （ＳＤＲ） 货币联盟体系， 随着美国

ＧＤＰ 占全球比重不断下降， 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３０. ４％下降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２４. ７％ ， 美元需要更大范围的

货币联盟， 以维持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运转与救助。 １９９９ 年欧元诞生并代替德法意三个欧洲大

陆国家货币， 与美元、 英镑、 日元一起组成了 ＳＤＲ 货币篮子。 ２０１６ 年人民币加入 ＳＤＲ， ２０２２ 年

人民币占比提升到 １２. ２８％ ， ＳＤＲ 的货币联盟性质不断加强。 全球基于主权信用的货币体系和以

美元为主导的货币联盟体系形成。
全球化成就了经济大发展， 但也带来很多积累性矛盾。 （１） 全球化效率分工导致了国家、

区域间劳动者就业—产业发展机会的不均衡， 孕育了产业保护、 民粹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等反

全球化思潮， 这些思潮也推动了各国政治、 对外经济政策的改变， 新的 ＷＴＯ 规制难以再推出。
（２） 低利率导致全球高杠杆率， 全球化带来的低通货膨胀直接决定了低利率， 到 ２０１９ 年绝大多

数储备货币国家进入负利率时代， ２０２０ 年比例进一步加大， 意味着可以无限制地扩大主权债务，
日本、 欧洲、 英国、 美国等大量进行资产扩表，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以 “直升机撒钱”
的方式发行国债直接救助家庭和个人， 最终引发了 ２０２２ 年的 “新冠泡沫” （Ｃｏｖｉｄ ｂｕｂｂｌｅ）。 货

币信用的无节制扩张引致的通货膨胀终于开始报复主权货币的大幅度供给。 非储备货币国也因

低利率， 过度进行国际负债， 一旦遇到储备货币国家， 特别是美国的信用收缩， 就会引发个别

国家， 甚至一个地区的债务危机。 （３） 全球低利率也导致了房地产—金融产业的大发展， 发达

经济体靠外包将产业转移， 后发经济体的房地产—金融业同样成为增长的引擎。 低利率导致增

加杠杆促进房地产—金融业的收益， 导致虚拟经济收益率高于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份额不断下

降， 这也是这次全球供应链脆弱的原因之一， 当然效率原则导致供应链分工过细也是脆弱的另

一个重要原因。 房地产—金融经济成了低利率下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４） 中心—外围的分配

与治理改变有限， 尽管全球金融—技术创新和产业转移加快， 但中心—外围的财富分配格局变

化小， 发达经济体占据技术创新、 货币主导、 金融配置中心等经济活动核心地位， 获得了超额

的回报， 日本海外资产年回报占其 ＧＤＰ 的 ３％ ～ ５％ ， 美国货币霸权收益同样很高， 且一直主导

了全球经济治理， Ｇ２０ 始终难以替代 Ｇ７ 的治理功能， 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产业—
技术摩擦不断。 （５） 国家资本支出下降， 福利化支出倾向加强， 负债水平提高， 生产能力、 基

础设施投资能力下降。
上述全球化的弊端累积， 在俄乌冲突、 疫情导致的供应链风险和 “新冠泡沫” 引发的通货

膨胀等多个因素叠加下， ２０２２ 年正式进入了全球化转变的关键年， 全球化叙事发生转变。
（二） 全球化叙事转变

从当前全球化转变的趋势可以看出： （１） 和平红利消失。 俄乌冲突持续化引起地缘政治改

变， 德国等国已经提出了增加国防开支等， 而地缘政治冲突还引发了能源、 粮食等供给危机，
和平红利再次转变为军备竞争， 政府作用明显加强。 （２） 新的区域组织合作替代 ＷＴＯ， 全球化

转向区域集团化， 地缘政治被纳入区域联盟考量。 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 （ＩＰＥＦ）， 欧洲签订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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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协定， 西方在组织上开始了布局； 中国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 新的区

域贸易合作组织开始替代原有的 ＷＴＯ 框架。 （３） 全球贸易与供应链重塑。 基于效率原则发展出

来的全球供应链 （全球价值链） 开始重塑， 供应链效率原则加入基于地缘政治的安全准则。 在

针对俄乌冲突对世界贸易和供应链影响的演讲中， 很多政治家提出， 这场战争是一个转折点，
它使得供应商国家所属的联盟变得更加重要。 跨国公司仍有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组织生产的强烈

动机， 但地缘政治的需要可能会限制它们的实际操作。 原有的效率原则被修改， 全球供应链调整

呈现出所谓近岸化、 分散化和同盟化趋势。 供应链在区域的重新配置逐步展开， 全球价值链效率下

降， 商品生产成本变高， 全球经济开启高成本时代。 （４） 对峙的产业政策。 新美国安全中心

（ＣＮＡＳ） 在 《重建： 美国新产业政策工具包》 （ Ｒｅｂｕｉｌｄ： Ｔｏｏｌｋｉｔ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报告中指出， “行动的中心是放慢竞争对手即中国的速度， 而不是为美国在经济领域的

实力增长确定一个肯定的愿景。 美国产业政策是美国经济安全战略的缺失部分”。 该报告明确提

出了对峙性的产业政策特征， 限制中国已经成为美欧等的产业政策选择的目标， 这直接引发全

球化贸易、 产业、 技术扩散和资源利用的摩擦， 美国、 欧洲、 日本等发达经济体都开始启动所

谓的新产业政策， 明显带有对峙中国产业发展的特征。 产业政策在各国普遍化设立， 也会引起

更多的贸易摩擦， 是逆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全球化叙事的转变会永久性地改变全球经济秩序和发展的特征， 全球的高增长与低通胀在

２０２２ 年已经终结， 全球贸易和经济在 ２０２３ 年可能会出现更大程度的放缓， 而通货膨胀还会加

剧。 目前可见的趋势包括以下三点。
（１） 全球通缩转向全球通胀。 全球化推动低成本制造带来的全球商品价格下降结束， 全球

化逆转使人们开始讨论通货膨胀的 “顽固性”， 即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的增加推动了价格上涨，
地缘政治危机打乱了大宗商品的供求关系， 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可能会持续多年。 通胀的顽固

性与全球化转变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即使靠打击需求抑制通胀能取得一定效果， 但全球再也回

不到低通胀时代了。
（２） 全球信用收缩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放缓。 发达经济体的宏观政策直接从克服通缩转向

不惜一切代价克服通胀。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美国通货膨胀率达到 ９. １％ ， 创 ４０ 年来美国消费物价指数

新高， 美联储 ６ 月加息 ７５ 基点， ７ 月加息 ７５ 基点， ９ 月预计再加息 ７５ 基点， 欧洲也在 ９ 月加息

７５ 基点， 发达经济体表达了克服通胀的决心。 但连续加息对克服通胀的效果仍有待观察， 美国 ８
月通胀率依然保持了 ８. ３％的高位， 核心通货膨胀有所回升， 信用收缩会持续到 ２０２３ 年， 预计

２０２２ 年底美联储加息超过 ４％ ， 美元指数坚挺， 达到 １１０ 以上， 持续加息会引发美国从技术性衰

退转向全面衰退。 美国信用收缩引起了全球的信用收缩， 全球经济可能出现衰退。 信用扩张机

制是受益于全球化推动的低成本高成长的组合， 同时信用扩张又放大了需求， 拉动了全球化发

展， 这种正反馈循环也是有边界的。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最大的一轮发达经济体的信用扩

张后， “疫情泡沫” 直接拉高了通胀， 克服通胀的方式就是加息， 退出量化宽松， 全面收缩信

用， 抑制过剩的需求。
（３） 全球经济转变中供应链再调整。 全球化推动的基于效率构建的全球价值链发生了动摇，

供应链在疫情冲击、 地区军事冲突下显示了其脆弱性， 加上对峙性的产业政策， 供应链全球再

调整和再布局不可避免。 供应链作为政治战略资产， 不再是中立网络了。 各国都开始相应地推

出各自的产业政策。 很多国家认为解决供应链的脆弱性是一个独特的机会， 它有可能使不同政

策利益集团以及政府和企业之间在传统上分裂的领域团结起来。 它是最重大的政策问题之一，
突出了全球化政治和经济工作效率模式， 推动全球供应链范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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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全球割裂性变化外， 全球面临的共同议题也越来越多， 如绿色转型、 数字化转型、
金融治理等依然需要全球共同治理。 但全球化永久改变的事实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印证， 当今

突出的表现是全球化逆转带来的高增长与低通胀结束， 而对峙性产业政策的不断推出和供应

链调整将引起全球更多的摩擦， 逐步阻断全球资金—技术扩散等积极性因素， 使全球经济复

苏更为艰难。

二、 全球宏观经济周期不同步

全球化的裂痕从 ２０１８ 年中美贸易冲突开始已经显现出来， 后经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冲击，
加上 ２０２２ 年的俄乌冲突， 和平与发展势头减弱， 全球经济分化加速， 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

周期越来越不同步。 由疫情冲击引起的不同宏观政策应对直接导致了不同的政策周期， 不同的

政策周期表现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步上， 中国与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不同步。 地缘

政治冲击导致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则是同步的， 不仅给中国制造业带来了成本冲击， 而且

引发了全球经济更广泛的波动。
（一） 主要经济体 ＧＤＰ 复苏和通货膨胀不同步

全球一些主要经济体对疫情救助方式的不同， 导致了经济衰退、 复苏和通货膨胀的不同步。
我们通过 ＧＤＰ 和 ＣＰＩ 的变动来简单加以刻画。 这里我们利用 ２０１８ 年一季度至 ２０２２ 年一季度中

国、 美国、 欧盟、 日本 ＧＤＰ 指数季度时间序列， 通过 ＨＰ 滤波剔除趋势项， 来考察各经济体

ＧＤＰ 周期波动的相关性。 从表 １ 可以看出， 中国的 ＧＤＰ 季度波动与美国、 欧盟、 日本的相关性

非常弱， 相关系数最高也仅为 ０. ２， 而美国、 欧盟、 日本 ＧＤＰ 季度波动之间具有非常强的正相

关性， 相关系数均超过 ０. ９。 可见： （１） 中国与发达经济体抗疫政策的不同， 引起了经济周期的

不同； （２） 中国当前处于低通胀和经济放缓的态势， 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只有 ０. ４％ ， 与发达经

济体的高通胀和高复苏形成了不同的周期趋势。

表 １　 中国、 美国、 欧盟、 日本 ＧＤＰ 周期波动的相关性

中国 美国 欧盟 日本

中国 １ ０. １３１０ ０. ２０４６ ０. １６３５

美国 ０. １３１０ １ ０. ９７４９ ０. ９２９６

欧盟 ０. ２０４６ ０. ９７４９ １ ０. ９２３２

日本 ０. １６３５ ０. ９２９６ ０. ９２３２ １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经济数据库，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杨耀武博士测算

注： 时间跨度为 ２０１８ 年一季度至 ２０２２ 年一季度

从全球通货膨胀， 特别是欧美通货膨胀看， 中国更是与之无关 （见表 ２）， ２０２２ 年欧美国家

纷纷创出全球化以来最高的物价水平， 美国 ＣＰＩ 最高达到 ９. １％ ， 连续加息之下依然在 ８ 月保持

了 ８. ３％的高位。 英国、 德国也经历了同样的物价高位上涨， 全球物价普遍上涨。 而中国 ８ 月物

价同比上涨了 ２. ５％ ， 但仍低于 ７ 月物价， 通货膨胀周期与全球是不同步的。 日本与中国的物价

波动有着相关性， 表现为经济复苏不强， 仍有需求不足压制通货膨胀的特征。 欧美国家以抑制

通货膨胀为政策诉求， 而中国在三、 四季度以经济复苏为基本诉求， 无须担忧通货膨胀， 可以

继续运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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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中国、 美国、 欧盟、 日本 ＣＰＩ 周期波动的相关性

中国 美国 欧盟 日本

中国 １ － ０. ３５１６ － ０. ２２２７ ０. ５５１１

美国 － ０. ３５１６ １ ０. ８７４８ ０. ３３８９

欧盟 － ０. ２２２７ ０. ８７４８ １ ０. ５５９１

日本 ０. ５５１１ ０. ３３８９ ０５５９１ １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经济数据库，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杨耀武博士测算

注： 时间跨度为 ２０１８ 年一季度至 ２０２２ 年一季度

（二）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同步

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情况下， 全球经济的 ＰＰＩ 走势较为一致 （见表 ３）， 可以发

现中国 ＰＰＩ 季度波动与美国、 欧盟、 日本及全球的能源、 船运等相关生产价格指数都是强相关

的， 相关系数最弱也超过 ０. ８，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各国都是成本项目。 欧美持续加息和中

国采取的审慎宏观政策都有效地遏制了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 目前已经普遍回落。 中国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的 ＰＰＩ 只有 ２. ３％ ， 低于 ＣＰＩ， 有利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表 ３　 中国、 美国、 欧盟、 日本 ＰＰＩ 周期波动的相关性

中国 美国 欧盟 日本

中国 １ ０. ９６１７ ０. ８２８７ ０. ９１７２

美国 ０. ９６１７ １ ０. ８４４５ ０. ８９４４

欧盟 ０. ８２８７ ０. ８４４５ １ ０. ９５３４

日本 ０. ９１７２ ０. ８９４４ ０. ９５３４ １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经济数据库，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杨耀武博士测算

注： 时间跨度为 ２０１８ 年一季度至 ２０２２ 年二季度

（三） 宏观政策周期不同步

世界主要经济体周期不同步源于疫情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属于自然冲击， 它不同于

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 疫情冲击具有非常高的不确定性， 包括传染性、 致死率、 流行持续时间、
疫苗研发等诸多不确定性。 各国采取适合自己的资源和社会传统特性的抗疫方案和经济救助方

式， 出台了不同政策以应对疫情冲击。 美欧发达国家从开始就采取了 “全员免疫” 的抗疫策略，
相应地采用短期激进的 “直升机撒钱” 式的经济政策， 在隔离期间直接发放救助到各个家庭，
家庭购买力上升， 但劳动者居家得到补贴后不愿再劳动等原因导致供给不足， 供需不平衡， 当

疫情隔离放松后， 就迅速产生了 “新冠泡沫”， 再遇到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冲击， 美欧

遭遇了全球化以来从未有过的高通货膨胀。 美欧采取了连续拉高利率等不惜一切代价的调控模

式打压通货膨胀， 进入信用紧缩周期。 中国则采取动态清零的抗疫政策和审慎的经济刺激政策，
经济增长保持平稳， 同时成为全球最早提供生产供给的国家， 但持续的疫情冲击也使中国的供

应受到影响， 经济增长放缓。 中国审慎的救助政策克服经济的大起大落， 但复苏步伐也受到疫

情的持续困扰， 因此在美欧处于加息反通胀的信用紧缩周期时， 中国则进入了降息和扩张信用

刺激增长的信用扩张周期。
当前， 全球经济增长的势头已经被美欧信用收缩所削弱， 世界经济在 ２０２１ 年出现反弹式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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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后， ２０２２ 年和 ２０２３ 年两年的增速将趋于下降。 这一态势在发达经济体中开始显现。 美国在打

击因 “疫情泡沫” 引起的高通货膨胀中牺牲增长， 一季度和二季度两个季度环比负增长， 即出

现技术性衰退。 但按照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 （ＮＢＥＲ） 定义的以内需衰退决定是否是全面衰退的

两个指标 （即失业率和可支配收入） 来衡量， 美国内需增长依然强劲， 但技术性衰退必然会导

致全面衰退。 美国不惜一切代价打击通货膨胀， 特别是年底加息超过 ４％ ， ２０２３ 年一季度有很大

概率进入全面衰退， 全球股票市场估值大幅度下跌， 美国经济难以避免 “硬着陆”。 欧洲央行也

采取同样的激进措施。 美国、 欧洲持续加息， 信用收缩和美元指数持续上升都导致了全球信用

收缩， 全球经济放缓已经是一个确定性趋势了。
全球各国经济周期处于不同的阶段， 导致各国的宏观政策不协调， 各国货币汇率波动加大，

直接影响了全球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性， 更多尾部风险会不断暴露出来。

三、 全球经济放缓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全球顽固性通货膨胀与全球化转变导致的供应链摩擦和调整是密不可分的。 这一次通货膨

胀受到去全球化、 经济摩擦、 地区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综合影响。 全球经济体很难在短

时间内回到低通胀状态。 美国加息、 美元指数上升会拖累全球经济增长， 高外债国家直接陷入

经济衰退和债务危机。 （１） 低通胀高增长已经结束。 （２） 全球贸易体系正受到美国经济制裁、
贸易战和供应链问题的干扰。 国家间信任缺失， 直接降低了贸易活跃度， 会引起更多的摩擦与

冲突。 （３） 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和绿色转型过程中巨大的商品需求和很多传统产业 “投资不

足”， 导致了大宗商品的供求不平衡， 大宗商品价格面临长期上涨的压力。 随着资源民族主义在

当前地缘政治动态下盛行， 每个国家都需要重建其商品储备， 而资源国更希望延长其产业链，
获取更多的 “工业主权”， 这会进一步影响大宗商品的供应和价格波动。 地缘政治冲突、 疫情冲

击和全球化因素导致了全球通胀更显示出 “顽固” 特征， 信用收缩成为 ２０２２ 年下半年到 ２０２３
年一季度的主要宏观管理范式， 经济趋缓已经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

（一） ２０２３ 年全球经济放缓

发达经济体为了克服其抗疫过程中过度宽松的刺激政策所引发的通胀， 已经进入持续加息

周期， 美国 ２０２３ 年预期加息到 ４. ５％ 的水平， 已经引起了全球广泛衰退风险加大。 世界银行在

其 ９ 月发布的报告 《全球经济衰退迫在眉睫？》① 中对此给出了警告， ２０２３ 年全球核心通胀率

（不包括能源） 仍将高达 ５％ 左右， 几乎是疫情前五年均值的两倍。 根据该报告， 如果要将全

球通胀率降至目标水平， 全球央行可能需要继续再加息 ２ 个百分点。 如果金融市场同时受压，
则 ２０２３ 年全球 ＧＤＰ 增长将放缓至 ０. ５％ ， 这一数字意味着全球经济衰退。 ＯＥＣＤ 最近给出了两

年的全球和 ＯＥＣＤ 国家经济发展预测， 下调 ２０２３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至 ２. ２％ ， 通货膨胀率则高

达 ６. ６％ 。 据其预测， 欧元区增长率将降低至 ０. ３％ ， 通货膨胀率从 ２０２２ 年的 ８. １％ 降低到

２０２３ 年的 ６. ３％ ； 美国 ２０２３ 年经济增长率将降低至 ０. ５％ ， 通货膨胀率从 ２０２２ 年的 ６. ２％ 降

低到 ２０２３ 年的 ３. ４％ ； 中国经济和印度经济 ２０２３ 年增长率为 ４. ７％和 ５. ７％ ， 将继续带动全球

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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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Ｊｕｓｔｉｎ Ｄａｍｉｅｎ Ｇｕéｎｅｔｔｅ， Ｍ. Ａｙｈａｎ Ｋｏｓｅ ＆ Ｎａｏｔａｋａ Ｓｕｇａｗａｒａ， “Ｉ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Ｉｍｍｉｎｅｎｔ？”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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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ＯＥＣＤ 经济增长预测

（单位：％ ）

指标 ＧＤＰ ＣＰＩ

年份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全球 ５. ８ ３ ２. ２ ８. ２ ６. ６

Ｇ２０ ６. ２ ０. ２８ ２. ２ — —

欧元区 ５. ２ ３. １ ０. ３ ８. １ ６. ２

日本 １. ７ １. ６ １. ４ ２. ２ ２. ０

美国 ５. ７ １. ５ ０. ５ ６. ２ ３. ４

英国 ７. ４ ３. ４ ０ ８. ８ ５. ９

中国 ８. １ ３. ２ ４. ７ ２. ２ ３. １

印度 ８. ７ ６. ９ ５. ７ ６. ７ ５. ９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ＯＥＣＤ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２２，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ｏｕｔｌｏｏｋ ／

（二） 全球经济放缓对中国的冲击

中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周期分叉， 避免了通货膨胀的挑战， 但受到全球经济下行的挑

战则会更为明显： （１） 中国疫情流行期间保持复苏态势主要靠出口， 因此全球收缩对中国出口

会产生很大的抑制作用； （２） 全球利率的上升周期与中国降低利率、 释放流动性的货币周期相

背而行， 导致资本流出加快， 抑制了国内的货币政策运用空间， 而且引起了人民币汇率对美元

贬值； （３） 资源价格上涨， 特别是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对中国的潜在冲击。 国际经济放缓将会

直接体现在中国 ２０２２ 年的经济复苏步伐上。
从现有的分析可以看出以下四个趋势： （１） 环比看中国经济持续复苏， ２０２２ 年三、 四季度

环比继续上升。 预计 ２０２２ 年三季度能达到同期历史环比增长的最好水平 ３. ３％ ， 四季度达到同

期历史最好的复苏水平， 环比设定为 ２. ４％ ， 中国经济大盘稳定。 （２） 同比看中国经济全年增长

无法完成计划的 ５. ５％的增长目标， 二季度受到疫情冲击， 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为 ２. ４％ ， 三季度

增长率复苏到 ３. ７％ ， 四季度复苏到 ４. ５％ ， 全年增长率在 ４％以下。 （３） 中国经济增长受到全

球增速放缓的影响， ８ 月出口放缓， 出口引擎有所减弱， 欧美均先后加息 ７５ 基点必然会影响到

中国四季度和 ２０２３ 年的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以出口带动复苏的步伐放缓， 需要政府继续施以政

策激励， 扩大内需以冲抵外部收缩带来的负面影响。
ＩＭＦ 预测中国 ２０２２ 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３. ３％ ， ＯＥＣＤ 调低中国 ２０２２ 年经济增长率至 ３. ２％ ，

但一致预期中国 ２０２３ 年将恢复到 ４. ５％以上。 从全球经济走弱的趋势看， 中国经济 ２０２３ 年会继

续恢复， 但依然会低于 ５％的潜在增长预期， 预计全年以 ４. ５％为增长基准的目标更为稳妥。
２０２２ 年中国加入的 ＲＣＥＰ 协议生效， 推动中国经济以更高水平开放， 中国的外向型经济韧

性增强。 中国政府一直积极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导向， ２０２２ 年留抵退税， 推出 ３０００ 亿政策性银

行贷款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拿出 ２０００ 亿解决 “保交楼” 问题， 允许地方政府用前几年结余下来

的专用债额度进行发债， 各地方采取了改善消费环境的政策以提升内需， 积极推动双循环战略。
２０２２ 年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转变年， 今年上半年出生人口数第一次小于死亡人口数， 人口总

量见顶。 ２０２２ 年城市化率预计超过 ６６％ ， 逐步逼近 ７０％的城市化率转折点。 中国的经济增长方

式会因人口形势的变化和城市率的变化而改变， 中国经济要从依赖生产要素积累和过度投资的

增长方式转向技术创新和高端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方式， 当前则是要积极应对企业倒闭和青年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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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季度经济增长率 （不变价）

业率上升、 房地产增长下滑带来的 “保交楼” 问题， 以及金融、 地方财政问题等。
（三） 全球信用收缩对中国汇率的冲击

２０２２ 年中国物价指数依然会在 ２. ２％ 左右， ２０２３ 年受到国际粮价波动的影响， 中国物价指

数也会保持在 ３％左右， 经济稳定性依然很好。 人民币受到全球信用收缩， 特别是美国持续大幅

度加息的影响， ２０２２ 年预计贬值超过 １０％ ， 美元指数超过 １１０， 人民币汇率被冲击。 基于贸易

加权下人民币汇率指数 （ＣＦＥＴＳ） 仍保持在 １００ 以上， 因主要受到美元指数上涨的被动冲击， 人

民币对其他主权货币仍是升值的。
由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和 １２ 月美国仍会进一步加息， 美元指数进一步上涨， 美国十年期国债到

期收益率达到 ４％ ， 已经比中国十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 ２. ７％高出 １００ 个基点以上， 资本流出意

愿仍然强烈， 这对明年汇率依然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全球信用收缩对中国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中国的货币政策激励受到限制， 外需增长放缓。 但人民币的双向浮动对内具有重要的稳定器

作用。
人民币汇率适当贬值对出口企业有一定的刺激意义， 稳定了出口顺差， 也稳定了人民币汇

率。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比发达经济体的高通货膨胀更稳定， 增长也更健康， 加上人民币非自由

兑换， 对冲了外部的剧烈冲击， 稳定了国内经济。 ２０２３ 年美国经济进入衰退后， 会采取减息措

施， 人民币会更加稳定。 汇率问题涉及贸易、 利差、 宏观条件和货币制度等诸多因素， 总体看

人民币的稳定性是保证中国能否平稳发展的最关键的对外开放变量。

四、 面对全球化转变的中国应对

展望全球化转变， 我们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 （１） 全球化转变已经开始； （２） 全球经济的

相互关联依然很强， 全球经济形势依然是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方面。 中国一方面要保持战略定

力， 稳定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要以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应对逆全球化进程。 中国加入 ＲＣＥＰ 等区域

一体化协定已经获得了新全球化进程的入场券， 要积极利用好 ＲＣＥＰ， 积极对外开放， 积极参与

绿色转型以及金融、 数据等领域的全球治理。 当前， 中国面对全球经济的下滑和政策空间受到

限制， 仍应积极利用国内低通胀的有利条件， 把短期稳定和长期发展结合起来， 积极化解中国

的国内风险， 提升中国的竞争力， 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的实施。

·０５· 《国外社会科学》 二○二二年第五期



从政策组合上看， 中国利用低通胀周期， 可以推出更积极的政策和改革措施。 （１） 利用国

内相对宽松的金融条件， 通过政策性金融措施配合财政政策， 积极处理现有的房地产—金融坏

账问题， 促进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发展和良好周转。 （２） 救助低收入和不稳定收入人群， 稳定消

费需求。 要加大对失业人群和灵活就业人群等收入不稳定群体的救助， 保证中低收入人群生活

质量稳定。 （３） 中国成功推动了留抵退税和税收抵扣的积极税收政策， 与之相配套的是更大力

度地发挥积极财政支出的作用和政策银行的支出作用， 稳定经济增长大盘。 （４） 放松管制， 保

护民营经济， 千方百计扩大就业。 （５） 加快市场改革， 用更多的竞争政策来激励产业的技术创

新， 积极推动多主体参与， 提高创新的多元化动力。

从宏观政策 “三策合一” 指数看当前中国经济形势

陈彦斌１ 　 谭涵予２

（１.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１００８７２；
２.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１００８７２）

２０２２ 年中国经济开局良好， 一季度实现了 ４. ８％ 的较高经济增速，① 明显高于同期美、 日、
德等主要经济体的增速水平， 这样的成绩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 “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 预期转

弱三重压力” 的背景下实属不易。 但是， 二季度以来国内疫情再度多点扩散， 尤其是上海等经

济重镇也受到疫情的较大冲击， 同时俄乌冲突等国外不确定性有所加剧， 这给中国经济造成了

较为明显的不利影响， ２０２２ 年二季度的 ＧＤＰ 同比增速只有 ０. ４％ ， 与一季度相比下滑了 ４. ４ 个

百分点， 与 ２０２１ 年全年 ＧＤＰ 增速相比下滑了 ４. ８ 个百分点， 更是明显低于 《政府工作报告》 中

设定的 ２０２２ 年全年 ５. ５％的增速水平。 从工业增加值来看， ２０２２ 年 １—３ 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实现了 ６. ５％的较高增速， 而 １—６ 月工业增加值增速下降至 ３. ４％ ， １—８ 月工业增加值增

速也只有 ３. ６％ ， 明显低于 ２０２１ 年同期的增速水平。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的最新 ＩＭＦ 《世界经济展望》
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下调 １. １ 个百分点至 ３. ３％ 。

２０２２ 年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引发了各界关注。 随着国内疫情持续多点扩散

以及国际形势的日益复杂严峻，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既是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问

题， 也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将要面临的挑战。 有必要深入系统地研究当前中国经济形

势， 从而有助于把握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与主要矛盾， 为宏观政策提

供科学有效的应对思路。 宏观政策 “三策合一” 指数依托于宏观政策 “三策合一” 新理论框

架， 旨在从多个维度全面系统地反映宏观政策的操作状况和调控效果， 有助于更加理论性和

系统性地了解与研究中国宏观经济， 从而为研判中国经济形势提供参考。 本文使用最新的宏

观政策 “三策合一” 指数， 从短期总需求、 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速和宏观政策力度与传导效率

·１５·从宏观政策 “三策合一” 指数看当前中国经济形势

① 如无特殊说明， 本文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与 《２０２２ 年上半年宏观政策 “三策合一” 指数》。 刘哲希、
陈小亮、 陈彦斌： 《２０２２ 年上半年宏观政策 “三策合一” 指数》， 光明网，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ｏｎｏｍ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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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ｒｍ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 ａ ｒ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ａｓ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 ｎｅｗ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ｏｗ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ｓｔｕｂｂｏｒｎ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ｏｓｅｓ ａ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ｉｔｓ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ｅａｄ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ｅｒ⁃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ｈｉｇｈ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ｔａｋ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ｏｗ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ｒｉｓｋ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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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ｍｏｏｔｈ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ｙｃｌｅ，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ｃｒｏ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ｈｅｎ Ｙａｎｂｉｎ　 Ｔａｎ Ｈａｎｙ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ｇｏｔ ｏｆｆ ｔｏ ａ ｇｏｏｄ ｓｔａｒｔ ｉｎ ２０２２， ｗｉｔｈ ａ ｈｉｇ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ａｓ ａｇａｉｎ ｓｈｏｗｎ ｓｏｍｅ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Ｂｙ ｕｓｉｎｇ “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ｃｒｏ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ｄｅｘ，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ｗｅａｋ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ｔｏ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ｉ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ｆｉｓ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ｒｕ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ｔ ｗａ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ａｎｄ⁃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ｃｏｎｔｒｏｌ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ｏ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ｊｏ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ｃｒｏ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ｗｉｌｌ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ｓｏ ａ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ｃｒｏ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 Ｉｎｄｅｘ，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Ｌａｗ

Ｆｕ Ｙｕｍ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ａｂｕｓ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ｈａｓ ｌｅｄ ｔｏ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ｌｉｆｅ．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ａｗ， Ｃｒｉｍｅ ｏｆ Ｌｅａｋｉｎｇ Ｓｅｃｒｅ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３４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ｅ ｏｆ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３３，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ｅ ｏｆ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ａ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 ｆｏｒ 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ｃａｒｄ ｆｏｒ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ｉｌｌｅｇａｌｌｙ ｕｎｄｅｒ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６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ｒｉｍｅｓ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ｎ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ｌｅｇ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ｓ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ａｄｄｅ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５３ ｏｎ ｃｒｉｍｅ ｏｆ ｉｎｆｒｉｎｇｉｎｇ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ｒｏｏｍ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ｂｏｔｈ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ｅｄ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ｍｅｓ ｉｎ ａ ｓｍａｒ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ｒｉｍｅ ｏｆ ｌｅａｋｉｎｇ ｓｅｃｒｅｔ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Ｊａｐａｎ

·５９１·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