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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一场无法回避的全球性经济革命

刘列励

摘 要 本文论述了源于美国的全球新经济的特点、性质、发展历程及其历史必然性, 并通过

对美国 500强最新排名和若干统计数据的研究,阐明了美国、欧洲以及亚太地区国家

新经济的发展状况,指出了这场全球性经济革命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 新经济 信息技术 网络技术 全球经济一体化

凭籍 10年来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 美国以因

特网技术为核心,在国内掀起了一场史无前列的新

经济革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在全球经济一

体化日益加快的趋势中,欧洲国家及亚太地区也先

后卷入了这场势不可挡的经济革命洪流。新经济

形态所蕴涵的强大生命力及其深刻影响,至少在目

前是传统政治经济学和常规会计学所无法计量清

楚的。

一、新经济革命的源起与发展

20 世纪 80年代末, 世界格局发生了一系列的

新变化,美国总统里根调整了原有战略, 提出以 信

息公路 为主要内容的 确保美国综合国力世界第

一 的发展战略。90 年代以来, 美国及其西欧伙伴

国家的经济开始呈现出不同以往大工业的发展趋

势,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大

行其道,开动了被称为 新经济 的时代车轮。今年

1 月底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 世界经济论坛 年会
上,世界各国领袖和企业巨头及经济学家以 新经

济 为题展开了令世人瞩目的讨论,与会者一致认

为 新经济 关乎企业存亡, 国家兴衰, 新经济 模
式将主导 21世纪全球市场经济。

自 90年代中后期起, 诸如 知识经济 、网络
经济 、全球经济 、信息经济 等最具新时代气息
的一批新名词在中国学术界及业界人士中耳熟能

详。1999 年, 新经济 作为上述词汇概念的一个代

表进入了中国学者的日常词汇表。新经济起源于

美国,而根据美国 90 年代以来的经济业绩,我们对

新经济的理解大体可做如下概括: 新经济 是在信
息及网络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基础上,以新能源

技术、新材料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海洋技术、外层

空间技术、管理技术和环保技术等七大产业高科技

为龙头的经济。作为与传统经济或旧经济相对立

的概念,新经济的特点表现为低通胀、低失业、低赤

字和高GDP 增长, 而这 三低一高 正是世界各国

政府和经济学家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

目前,新经济在世界各国正经历着从 PC 经 in

ternet到 E- Everything 的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爆炸

般涌现出来的各种新知识新技术明白无误地为整

个新经济发展历程贯穿了一条粗硕的 创新 连线,

而观念创新、运行模式创新、资金投向渠道创新以

及技术手段创新则见诸于新经济各个发展阶段的

始终。需要指出的是新经济赖依产生和发展的基

础的确是以 IT 和 Internet为核心的高技术, 但新经

济本身的核心却并非高技术,而在于高技术的应用

和服务。例如,美国企业 500 强之一的通用电气公

司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旗舰, 其 1999 年的营

业收入中, 网络理财服务收入首次后来居上, 占

51% ,份额超过机电设备的销售收入( 43% )。按照

排名规则,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已经改头换面成为服

务业巨头。从制造业企业转向依托高新技术的服

务企业,通用电气踏上了新经济时代的列车。这一

事例也表明,新经济时代的后发国家依赖于对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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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应用与服务,其追赶发达国家速度将有可能大

大超过传统经济时代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

速度。

中国最优秀的一些企业也看明了这一点。例

如,全国知名电脑专营厂商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

今年 3 月末进军电子商务领域。方正的 明白先

生 网站以经营信息类产品为主, 网站采用 B2C 模

式,除了在网上销售其传统产品计算机整机和零配

件以外, IT 时尚新品、电脑类图书和软件也将陆续

上网销售,力求以丰富的产品资源和导购信息为客

户提供购物服务。同时, 北大方正还将很快搭起

B2B电子商务平台, 为企业间交易和信息交流提供

全面服务。差点被戴上旧经济企业帽子的联想、四

通等,原来以计算机产品为主导而无网络服务, 现

也在尝试转型为以因特网为中心来运营市场。海

尔集团、TCL集团等国内著名家电企业都推出了自

己的信息家电产品,制定出了以因特网为基础的全

新管理和服务模式。

如果说传统工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必须以大

规模生产、巨额资金投入和仰仗低成本劳动力为其

条件的话,那么新经济的崛起与腾飞则并非完全建

筑在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之上,它更多需要的是高新

知识与技术,更多依赖的是新研究新发现。新经济

时代中的信息自由流通、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知

识技术的自由交流将推动资金的自由流动,而资金

在越高速的流动中增值就越快,这既是新经济实现

的前提,亦即新经济追逐的目标。

新经济无疑是一场无法回避的全球性经济革

命,革命前后的最大差别, 乃是信息价值的增值将

远远快于工业价值的增值, 在 GNP中占据更大比

重,从而成为 GNP的主角。

二、英气勃发的美国新经济

克林顿在2000年 4 月 3 日白宫 新经济 专题
会上致开幕词时指出: (美国)从小企业到工厂, 乃

至遥远的乡村,新技术正在改变人们的工作、学习、

生活方式,改变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与世界其它地

方的关系 ; 世界正在朝由计算机和互联网相联接
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经济转型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
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则称赞 技术创新方面的非

凡进步 为打破纪录的美国新经济做出了贡献, 并

将此归功于 90年代出现的对新技术及高技术设备

的投资热潮。

经过 10 年的经济结构及产业结构的大幅调

整,美国的金融市场、政府部门和大批公司几乎都

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在生产管理和运

营成本急剧下降同时, 其灵活性和效率则持续上

升。在信息技术部门的带领下, 美国 1994 年以来

的GDP 增幅达到 4% ,失业率从 6% 降至 4% ,通胀

率也在不断下降。除了食品和能源产品,美国 1999

年的消费品通胀率仅为 1. 9% ,增长幅度为 34 年来

的最小值。全美互联网经济的收入已超过 3000 亿

美元,并在 1998 年创造了 120 多万个就业机会。

在互联网上运作的电子商务发展得无比迅猛,远远

超过了美国经济学家预期的速度。1998 年美国公

司的电子商务总收入超过 1020 亿美元; 使用互联

网的员工比未使用互联网的员工的工作效率高出

65% ,人均收入比后者高 56% ;在美国公司中, 互联

网收入较高的前 20 家公司的市值总和已超过了

24000亿美元; 预计到 2002 年, 美国通过电子商务

交易可节约经费达 6000 亿美元。

弹指十年间,美国的新经济魔术般地呼唤出令

人目不暇接的信息产业, 并使它们将汽车、房地产

等作为发达国家工业象征的传统主导产业抛在后

面。今天的美国信息产业已在美国整体经济规模

中四分天下, 而昔日龙头老大汽车工业则仅占

4%。以互联为载体的国内电子商务正在彻底改变

传统商业的面貌,其商品交易、资金流动、库存运输

和创造价值的形式与 1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有人戏称,新经济的发展与所有诺贝

尔经济学家获得者的理论的过时 并驾齐驱 。

让我们把目光移到 4 月 17 日刊发的美国∀财
富#杂志所公布的 1999 年美国 500 家大公司排行

榜,换一个角度体会美国新经济的勃发英气和强劲

冲力。美国 500家大公司去年的营业收入为 6. 38

万亿美元,超过 1998 年日本和德国的国内生产总

值之和。美国 500 强获得的利润为 4100 亿美元,

几占1999年美国企业总利润的二分之一。而具有

46 年历史的此项排名, 如同上述数据一样具有分

量,不仅早已成为衡量美国公司业绩的重要形式和

手段,近年来更因其反映了美国新经济发展的轨迹

和企业新旧变革方向,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通关注。

尽管在最近的这次 500 强排列中传统企业依

然名列前茅,如通用汽车公司仍以 1890 亿美元的

销售额连续 12 年雄居 500 家之首, 但以信息技术

为代表团的新经济企业却显出了咄咄逼人之势。

美国Online公司首次跻身于∀财富# 500 家最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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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列, 位居第 337 位, 成为有史以来进入该排行榜

的首家因特网公司。许多高科技的公司因得益于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繁荣导致排名大幅提升。譬

如,号称全球因特网通信业务量 大哥大 的美国微
波- 世界通讯公司从 1998 年的第 80 位上升到去

年的第25 位,微软公司从第109 位提高到第84 位,

思科公司从第192位升至第 146 位, 安进公司成为

进入∀财富#500 强的第一家生物技术公司, 位居第

463 位,戴尔公司从第 78 位前移到第 56 位。美国

信息产业公司凭籍服务销售额跻身于∀财富# 500
强,显示出新经济的强大生命力。毫无疑问, 今后

的∀财富# 500 强中将会有更多的高科技企业闪亮
登场,而 500 强新旧经济结构的改变或模糊化将成

为新经济强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

三、财富洗牌, 资源重组:新经济的杰作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潮流中, 相互依存、相互渗

透和相互竞争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特征,跨国公司

之间兼并重组、连横出新已成趋势,而在新经济时

代中财富的重新洗牌更具特色和魅力,更令企业家

和经济学家激动不已。

2000年 2 月 28 日, 李嘉诚之子李泽楷的盈科

数码动力公司(亦称香港太平洋世纪电脑公司 )击

败实力雄厚的新加坡电讯, 一举兼并了香港电讯,

涉及兼并资金 350亿美元 ,李泽楷一夜之间成为亚

洲新经济一颗耀眼夺目的新星。并购者盈动公司

系去年五月份才成立的宽带因特网公司,成立数月

后既无产品亦没收入,但由于其拥有无限前景的高

科技创意,从而使盈动的股份在公司成立后 7个月

内暴涨约700 倍, 平均1 个月上涨100 倍,使它足可

狮口大张, 将已有 100 多年历史、近来每年收入逾

100 亿的 老字号 香港电讯一口吞下。传统眼光

看来十分荒唐之举, 在新经济时代却显得顺理成

章。

香港房地产大王李嘉诚靠一生拼搏积累财富,

成为以汽车工业为代表的传统经济时代的骄子; 33

岁的李泽楷在 10 个月内飞速集聚财富, 成为以互

联网为代表团的新经济时代的新宠,然而儿子一天

赚了他老子一辈子挣的钱。1999 年以前, 人们提

起李泽楷仅仅将其看成是李嘉诚的次子,而今李泽

楷以自己打造的财富神话证明 李泽楷 三个字同
样是亿万身价的金字招牌。李泽楷以神话的速度

和方式, 把虚拟的网络与传统的实体经济交相融

合。

精采的兼并故事还有: 美国在线( Online)公司

的销售额仅及大名鼎鼎的美国时代- 华纳的五分

之一,前者的员工人数只有后者的 15%。时代华

纳是出版及娱乐帝国, 自上个世纪 20 年代初便主

宰了美国文化。但是,由于投资者将一种 新经济 

股票的价格定位于高出传统经济巨人的近两倍, 从

而使美国在线拥有足够的资本一跃成为购买者, 将

比自己 大 得多的时代华纳一口鲸吞。心甘情愿

被比自己 小 得多的公司所购并,时代华纳也并不

是新经济的输家,数字模式新媒体的发展无疑将压

倒模拟模式的旧媒体。

我们从美国 500强座次表上还看到, 美国南方

公司通过收购Ameritech 公司将自己的名次推进至

第 12 位, 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兼并第一媒体公司以

及光缆通信巨子卡特尔远距离通信设备公司后从

第10 位升到第8 位。经历了 1999年的兼并浪潮之

后,美国技术、银行家信贷和美孚等声名显赫的公

司将500强宝座让给了后来者, 自己在排名中则不

见了踪影。预计美国的兼并风潮在不久的将来还

会因新经济的推波助澜而有增无减。

四、美日欧认可新经济理论

新经济 一词三四年前开始在美国流行时, 日

本欧洲包括美国不少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认为这是

利用股市上涨来掩盖泡沫经济的托辞。1999 年的

西方七国 (美加日英法德意/ G7)经合组织部长级

年会也对新经济的有效性持谨慎态度, 只是表明

要用两年时间观察和研究研究 。
然而, 在关于如何建立 G7 之间共同的经济基

础问题上,经合组织 2000 年的一份中期报告则提

出 : ∃ 推动信息技术发展; % 实行劳务市场和物质

市场的结构改革; & 放宽限制, 促进竞争。经合组

织认为,如果不建立灵活的市场, 不开展竞争,不充

分利用信息技术,就不可能形成新经济。

2000年 6月份举行的G7经合组织部长级年会

把注意力放在了 如何将信息技术革命与经济高速

增长联系起来 。作为信息技术经济步入正轨的前
提条件,经合组织指出了制定合适的宏观经济政策

和经济结构政策的重要性。

2000年 6 月 27 日闭幕的 G7 经合组织部长级

年会发布宣布言称: 作为提高生产率,创造就业机

会和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信息技术革命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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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明确的。 

以上说明,世界主要经济强国正式承认了 新

经济 的有效性即利用信息技术来实现向新经济结

构的转变,承认了以信息技术为工具, 提高生产率,

提高增长力,实现低失业、低通胀和低赤字的新经

济理论。

美日欧等国对新经济有效性及其理论的正式

认可对世界经济发展方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这

意味着全球新经济竞争随着美国所演唱的新经济

独角戏的结束而正式揭开了序幕。仅隔一年,世界

主要经济大国对新经济及其理论态度由阴转晴, 主

要是因为美国经济不被汽油价格持续上涨和近期

的暴涨左右,基本上消除了股市泡沫, 而且继续保

持经济增长。美国 经济总统 格林斯潘最近正式
承认信息技术革命提高了美国生产率,也是日欧态

度积极明朗化的原因之一。

笔者可以确信, 2000 年 7月在日本冲绳召开的

经合组织八国首脑会议( G7+ 1)上, 以信息技术为

主的新经济将作为实现 21世纪全球经济繁荣的处

方被提出来,新经济极可能成为此次八国首脑会议

的主题。

五、美国新经济模式与欧亚的跟进

新经济时代的互联网确实具有翻云覆雨的能

量。在 10 年前, 国际投资市场上走红的全是传统

产业公司,今天的情况却发生了戏剧般的变化, 新

生代企业如英特尔、微软、戴尔、美国在线、亚马逊

书店和电子港湾 ( e- Bay)等小字辈已经挤进了全

球最大 1000家公司的排名榜中, 它们的价值与数

字技术特别是与互联网技术联系在一起,几乎于顷

刻之间便成市场的明星。

虽然我们还难以回答美国模式是否放之四海

而皆准,但在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资本证券化

的进程中,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不得不以羡慕不已

的心情承认导致三低一高的美国新经济发展模式

对它们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在此,笔者试图将

可供借鉴的美国新经济发展经验整理归纳如下:

1.开放金融市场, 将大量资金直接投放到增值

最快的高新技术行业;

2.重组行业公司, 目标是降低成本,增强灵活

性,提高利用新技术的能力;

3.发展风险资金, 健全完善知识产权市场, 以

有效支持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公司;

4.鼓励企业建立自己的特色企业文化,使其更

易于开创全新的业务;

5.加快解除管制和取消垄断的步伐 ,特别是尽

快解除对通讯、劳动力市场和知识产权市场的管制

与垄断。

6.提高利率, 随时调整货币政策, 以适应新经

济的现实需要,时刻准备将通货膨胀的危险消灭于

萌芽状态之中;

7.把研发和利用信息技术视为推动 GDP增长

最重要的一个策略, 并持续加强这方面的投资力

度。

尽管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都应走一条符合

本国国情的新经济发展之路,但笔者认为上述 7 条

或许是开创新经济所无法绕开的途径。美国财政

部长劳伦斯!H!萨默尔斯( Lawrence H. Summers)指

出: 新经济是建立在传统价值观之上的: 节俭、投

资以及让自由市场自行发挥作用。 这三点恰好吻

合于上述 7条经验或前提的基本原则。

欧亚大陆的政策制订者以及企业 CEO 们曾一

度对美国的新经济发展战略持观望和怀疑态度, 但

美国近年来巨大的经济成就、科技进步和市场繁

荣,使他们的观望和怀疑很快不翼而飞, 纷纷张开

双臂拥抱以高新技术驱动的新经济。世界各国

1999年对高新技术的投资增长规模堪称空前, 一

年中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增加了 17%。按照 1999 年

的增长比例,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因特网使用人数在

未来 5年内将增加 100% 以上, 在有些发展中国家

如印度, 软件业以年均 50%至 60% 的增长率迅猛

发展。

瑞士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 4 月 19 日公布了世

界公认权威的世界经济竞争力调研报告∀世界况争
力年鉴# , 这份一年一度的报告表明,尽管美国和新

加坡仍然独占鳌头,被评为世界上竞争力第一和第

二的国家,但是欧洲因以迅速发展信息经济而形成

了一个仅次于它们的牢固方阵,以前的领先者日本

则屈居第 17位。调研结果还表明, 跻身头 10 名的

还有芬兰、荷兰、瑞士、卢森堡、爱尔兰、德国、瑞典

和冰岛。报告指出,西欧及北欧国家的成功当归因

于它们在信息和因特网技术方面的大量投资,它们

在移动电话方面是全球的领先者。

10 年间美国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新变化为新

经济成份对提高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何等重要做出

了最好的说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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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从联想看中国新经济发展方向

在全球企业排行榜的名录上,还不曾有过一家

中国企业被列入前十名, 而在 2000 年 6 月 19 日一

期的美国∀商业周刊#进行的全球高科技企业评比
中,联想集团被该杂志评选为全球一百家最佳资讯

科技公司中的第八名。∀商业周刊#的这次评比和
以往其他企业排名评比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以新

经济或知识经济的标准和要求来筛选企业。此次

联想进入评选八强,对中国新经济的发展隐含诸多

方面的导向意义。

只有通过发展高新科技产业,中国才有能力参

与未来全球新经济的竞争。全球正迈入一个新经

济时代,未来各国经济的竞争将主要是在新经济层

面上的竞争,谁能够在新经济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谁就将在新的世界经济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此

次中国的联想集团进入前八强给我们传递着这样

的信息:以联想为代表的一批中国新兴高科技企业

已在世界新经济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开始有能力参

与新经济时代全球竞争,但这仅仅是开始, 未来的

情形完全取决于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能否出现更多

的 联想 。

联想能够进入此次评比的前八强,与在香港的

成功上市有着密切的关系。据统计,不包括上市时

筹集资金,仅过去三年联想通过配售股、发行债券

就在香港市场筹集到近 25亿港元。没有在香港的

上市,联想就不可能发展得如此迅速。同样, 香港

投资者通过投资联想股票, 实际上就是在参与、支

持、促进新经济, 联想的发展也必然惠及香港。

发展新经济决不能 讲故事 ,而必须脚踏实地

不断进行实质性科技开发与创新。在此次∀商业周
刊#的排名评比中, 联想集团是唯一一家以电脑类

别上榜的公司,其业务的实质性不言而喻。从∀商
业周刊#公布的前十名最佳资讯科技公司的行业性

质及业绩来看,全部的公司都有实质业务内容, 其

中主要集中在移动电话、软件、半导体、服务及销

售、电脑及周边服务,这同以往 网络热 中有人把
网络等同于新经济的认识完全不同。此次全球高

科技公司十强中没有一家是网络公司, 虽然互联

网、网络也是此次评选的对象, 但没有实质性业绩

作支撑的公司,无论它的 故事 讲得多么好, 无论

它的股价怎么高,仍将会被剔除出名单。只有那些

不断在科技事业领域中进行创新者才能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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