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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05年 6月 29日 ,我院国家经济安全研究所举行专题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的主题

是 “经济视角下的安全问题研究 ”。研讨会采取主题发言与现场讨论相结合的形式 ,现将大会主题

发言整理如下(共计 5篇),以飨读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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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宏观经济不安全的由来

可以把宏观经济不安全的由来和表现分为三

类:一是随经济增长带来的经济安全问题 ,诸如环

境污染 、能源和其他战略资源供给短缺导致的种

种恶果;二是由于参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安

全问题 ,比如金融安全 、贸易和投资深化过程中产

生的冲突与摩擦;三是伴随经济体制转型而来的

经济安全问题 ,如新体制在不健全的条件下 ,面对

旧体制因素的反弹 ,无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各方

面进行调节 ,粗放的以浪费资源为特征的增长方

式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导致了社会经济秩序的

混乱。 　

经济不安全是因为上述三个基本变量的作用

导致的结果 。另外 ,任何国家都面临着经济不安全

的问题 ,只不过来源和程度不同 。总体上看 ,转型

国家经济不安全的程度 ,要大于发达的市场经济

国家。

二 、经济安全研究中涉及

的几个基本关系

　　———安全与利益的关系 。安全与利益的得失息

息相关 ,不论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 ,行业安全与行业

利益 ,企业安全与企业利益 ,还是个体安全与个体利

益都是如此。安全与利益存在的这种多层对应关系

表明 ,它是一个整体 ,各层次间的互补与替代 ,各层

次利益的实现都与国家利益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 。

———缓解和消除威胁 ,才能实现安全 ,保障利益

的实现与扩展 。当今威胁安全的源头 ,更主要来自

于 “非传统安全 ”。非传统安全具有不确定性和突

发性 ,人们对其传播管道和危害难于把握;发展中国

家 、转型国家面对的是更加复杂的非传统安全的威

胁;我们对威胁安全的研究还很不够 ,对于某些在不

远的将来可能具有 “爆炸性 ”的问题 ,现在还未提高

到威胁国家安全的层面 。

———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极其重要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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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它指国家重大经济利益不受威胁和冲击 ,社会

经济秩序稳定 ,宏观经济能保持良好运行的状态 。

与行业 、企业的经济安全和国际经济安全不同 ,国家

经济安全具有总体性 、根本性 、战略性 、动态性和国

别性特征;作为一种 “状态 ”的国家经济安全 ,必须

考虑到从威胁到危机的发展过程;是对现实的威胁

还是对长远的威胁 ,二者间的关系和转化途径;也要

注意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安全筹划的不同;大国与

小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不同 ,等等 。

———经济安全的结构与功能。作为非传统安全

首位的经济安全 ,具有和传统安全不同的复杂结构 。

经济安全包含国家 、行业 、企业和个体经济安全(近

来 , “公共安全”又成为经济安全的一个主要内容)。

由于每个层次的经济安全都体现了不同的利益关

系 ,造成各自的目标不能很好地对接 ,使国家经济安

全难以实现 。比如总体安全目标的实现要经过行业

结构的调整 ,就会损害某些行业的利益 ,企业的优胜

劣汰不利于某些企业 ,却能增进总体经济安全 。对

经济安全结构和关系的研究 ,目的要说明不同主体

的安全成本 (损失)与收益 ,责任和权利的对称问

题 。就目前而言 ,还没有人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俄

罗斯学者先恰科夫有个著名论断 “发达市场经济国

家有维护经济安全的自动机制 ”,值得我们深入思

考 。必须借助新的研究工具 ,例如制度经济学中的

“公共产品 ”,阐释国家经济安全与行业调整 ,企业

参与全球化竞争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成本分担

和收益共享等问题 。这是经济安全研究中的

“皇冠”。

三 、经济安全研究的基本领域

根据经济全球化 、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转型给

宏观经济发展和改革带来的威胁 ,实现 “和谐发展 ”

“和平崛起 ”,更好地与世界经济互动 ,培育国家经

济竞争力和扩展国家经济利益 ,促进政治关系的改

善 ,应从下述方面着手:

———在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国家重大

经济利益得失的研究;

———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 “真空 ”导致 “威胁 ”

产生和放大问题研究

———产业安全问题研究 ,特别强调高新技术产

业 、一般制造业和农业的研究

———金融安全问题研究

———战略资源供给和有效使用研究

———突发事件对经济安全的影响

其中 ,第二个问题对其他问题的研究具有 “纲

举目张”的作用 ,是一条主线 。

四 、实现经济安全的途径

主要内容是预警机制的建设和国家经济安全战

略的制定 。

预警机制的主要功能就是为威胁 -危机 -倾覆

的发展进行模拟并提供监测指标和 “临界值”,并分

析威胁因素从 “潜在非安全区 ”向 “显在非安全区 ”、

“局部危机区” 、“全局危机区”的渐进式转化机制 。

学界对国家经济安全战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

讨。我们对此的研究聚焦于规则的制定和 “准公共

产品 ”的建设 。例如 ,研究社会保障体系和危机反

应机制的建立和运作 ,以适合政府 、企业和个人几个

层次的出资和收益共享 、责任和权利的对称。目的

是为了降低社会经济运行的协调成本 ,使经济安全

在权力分散的条件下落到实处;与此相应的是 ,正确

划分政府 、行业和企业在维护经济安全上的职能。

比如 ,政府只要提供保护产权 、打击假冒伪劣 、维持

良好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的 “公共产品 ”,就为市

场主体最大限度发挥活力 ,做出了贡献 。它不要也

不应当充当资源配置的主要角色;研究实现国家经

济安全的外在环境 。一个必要的考虑是在寻找我与

他国共同经济利益的同时 ,尽量发挥自己的竞争优

势 ,以取得对我有利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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