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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美两国实力之争论
最 近 几 周 在 国 内 外 网 上 关 于 中 美

两国实力比较的话题众说纷纭，甚嚣尘
上。几乎所有文章和评论员一致抨击曾
经在中国出现的关于中国在经济、科技
和综合实力已经全面超过美国的观点。
特别是在中美贸易开战之际，这一论点
的提出者、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
鞍钢教授成为众口之矢、网民的靶心。
数百名清华大学校友联名写信，呼吁清
华开除胡教授。为何一场简单的学术争
论引发国内外舆论如此强烈的反应？本
文介绍这场争论观点的产生、背景和影
响，分析和讨论产生这一观点的原因和
反对它的理由。

观点的产生
2015年1月，胡鞍钢教授接受新浪财

经《改革问道》节目专访时指出，根据
2009年和2010年的数据推算，按照美元不
变的国际价格，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
美国。他声称中国在经济总量、工业总
量、贸易总量以及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用户已经超过美国。2017年12月，胡鞍钢
对媒体表示，经过他多年潜心的研究和
引据佐证，中国经济实力于2013年，科
技实力于2015年，综合实力于2012已经超
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他的这一研究
成果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上。他批评西
方关于中国经济可能崩溃的言论是不了
解中国国情。随后，他在多次公开演讲
中，大力宣扬自己的这一观点。

对 于 这 种 耸 人 听 闻 的 观 点 ， 国 内
大多数经济学者并不认同。著名经济学
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批评
这一观点。他用中美人均GPD收入巨大
差别这一事实加以反驳。他指出，中美
真正的差距在于中国的科研能力、教育
能力和创新体制等多个方面。     

观点产生的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

和科技的进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美在经济、军事和科技领域的差距逐
渐缩小。当今的中国领导人制定了雄心
勃勃的发展计划，包括“一带一路”和
《中国制造2025》，试图在政治、经济、
军事和科技等方面全面赶超美国，以实
现第一代领袖毛泽东在大跃进时代就提

出的赶超英美战略目标和宏伟蓝图。
国家宣传部门对内强调中国的强大，
拍摄了宣传中国科技创新主旋律的影
片《厉害了，我的国》；对外加强宣
传投资，以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和世
界大国的地位。BBC报道中国每年用
100亿推动外宣攻势，包括在世界各
地建立孔子学院，资助外国留学生来
华学习中文。在如此背景下，有学者
声称中国实力已经超过美国实在不足
为奇。因为这种观点迎合了领导者的
想法，所以开始它并未受到排斥和打
压。最初对它的争论只发生在学术
界，舆论界和民众并未广泛关注。  

  

观点产生的影响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不断升级，这

场关于中美实力的争论也从学术研究
上转变为网民和舆论界的大讨论。胡
教授所在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是中
国顶尖的研究国策咨询智库。该院编辑
出版的《国情报告》专门提供给中国省
部级领导阅读。虽然胡教授的研究成果不
能左右国家领导人政策的制定，但多少对
领导的决策有一定的影响。这种观点也使
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普通民众错误地以为中
国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美国，起到了哗
众取宠、忽悠民众的效果。除此之外，中
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观点让中国的竞争
对手、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在贸易上采取的
种种不公的政策更加警觉，对中美在贸易
上的争端无疑起到了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正如清华校友们在他们的呼吁书中所指出
的，所谓“中国已经全面超过美国”的论
点是创造者用纳税人的钱做出违背常理的
研究结论，堪称“误国误民”。有网民也
在讽刺这是御用学者为“帝王唱赞歌”。

观点产生的原因
为何可以出现中国实力强于美国这

种荒谬的观点和结论呢？作者认为原因
如下：一、研究者理论知识掌握的不全
面。胡教授曾经是理工科专业，他半路改
行从事经济学研究。虽然，他有国外留学
研究经济学的经历，但并非能全面了解经
济学。因此，他的一些学术观点和结果不
被许多经济学专家认可。二、社会科学研
究的局限性。众所周知，在中国，社会科

学的研究，特别是有关政治体制及一些社
会弊病等敏感话题的研究受到一定限制。
研究方向和结果不能违背执政者的方针、
政策。任何揭露社会弊端、与政府唱反调
的研究将受到干扰或者拿不到研究经费。
反之，和党中央政策和方针保持一致的研
究项目和课题更容易获得政府的支持，例
如梁家河大学问的研究，已经得到政府立
项和资助。三.、研究者迎合领导者的看
法，揣摩领导者的意图。他们的研究是
为政治制度、政府和执政党唱赞歌，而不
是去研究社会存在的严重的政治和经济问
题。四、研究者为扩大自己的影响和知名
度，得出哗众取宠、不顾事实的结果，作
出完全不符合常理的和完全站不住脚的结
论。                  

反对观点的理由
为什么胡教授夸大中国经济实力的

研究结果不被广泛认同、受到强烈的反对
呢？作者认为理由如下：第一，研究者分
析和比较方法的错误。就GPD而言，无
论是总量还是人均值，中国都比美国要
低。特别是中国人均GDP只是美国的五
分之一。中国进出口量高于美国，只能
说明中国经济更依赖进出口。中国互联
网使用人多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这些如
何能说明中国经济实力已经超过美国呢？
第二，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此次贸易

战开始，由于美国对中国中兴公司高新
技术芯片的禁运，中兴立刻陷入停产困
境事件的发生，使中国民众清醒地认识
到中美科技的差距，进一步证明所谓中
国科技已经超过美国是一种不实之说。
因此，民众对该观点和它的提出者产生
强烈质疑和反对。第三，国内民众对于
当局的某些政策的不满。一方面，国内
的高房价、高医疗费用等诸多民生问题
让普通民众难以承受；另一方面，政府
在“一带一路”建设和广招外国留学生
等项目上向国外“大撒币”引起民众的
不满。由于受到不能“罔议中央”的限
制，民众只能拿胡教授做出气筒，以表
达对现实问题的不满情绪。

结束语
中美贸易战的开打使中国政府和民

众认识到，中国在经济和科技上与美国
有着很大的差距。中国的宣传部门开始
转调，不再提《中国制造2025》，不再
宣传《厉害了，我的国》。国内有报纸
已经公开批评所谓中国经济、科技实力
已经全面超过美国这一不实的观点。其
实，承认落后、面对现实本不是一件坏
事，它可以激发国民发愤图强、迎头赶
上的勇气。只有努力提高中国经济和科
技的水平才是发展的硬道理，才能保持
世界领先和不败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