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
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加速恢复。新形

势下，中国经济将如何发展？企业将

迎来哪些机遇与挑战？ 3 月 31 日，

第八届“中欧思创会”北京站成功举办，多位

政、商、学界嘉宾就“重启商业：中国经济将

如何复苏？”这一主题展开探讨。嘉宾们认为，

后疫情时代，全球需求、脱碳进程、国际关系

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外商

在华投资营商活动，对此我们需积极应对。

 
论坛伊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以下简

称“中欧”）副院长兼中方教务长、战略学教

授张维炯发表欢迎致辞。他表示：“面对当前

形势，中国应继续充当推动世界经济转型发展

的积极力量。中国的政策举措，对外商在华营

商具有定调作用。”他强调，企业界尤其是企

业界领袖，需对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复杂问题

有清晰认知，以更好应对竞争风险，探索发展

机遇。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 (Jörg Wuttke) 

在欢迎致辞中称，在可预见的将来，消费、外

第八届“中欧思创会”北京站成功举办，
探索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复苏之路

国直接投资和地缘政治将继续影响在华营商者

的经营决策。

他强调，外企管理者不能仅专注于自身业

务，更重要的是充分了解政策，以更好地带领

公司穿越困局。他说：“现在，我们必须与中

国重建连接，并让公司总部了解中国的现实情

况，然后在此基础上决定是否继续在华营商。”

 
在接下来的主题演讲中，中欧经济学教

授、《大追赶：文化、制度与中国的崛起》

一书作者朱天表示，探究后疫情时代中国经

济的发展前景，重中之重是关注长期（走向），

而非短期（波动）。“在未来 10 年到 20 年

内，中国能否继续超越大多数国家，以每年

5% 的速度增长？如果能，这将深刻影响每一

个人。”

他进一步强调，投资、消费和出口被普

遍视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经济

长期增长的真正动力是投资（即物质资本的积

累）、教育（即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

“中国人均 GDP 能长期快速增长，得益于其

高储蓄率；另外，较高的基础教育质量使中国

能广泛吸收西方技术、发展本土创新能力，从

而加快技术追赶。”长期以来，中国经济腾飞

的比较优势在于储蓄和重视教育的文化，未来

同样如此。

 
他总结道：“经济波动也许不可避免，

地缘政治或政策失误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

缓增长速度。但只要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未来 10 到 20 年，中国经济仍可实现相对较

快的增长。”

世界贸易组织（WTO）前总干事、中欧

特聘教授帕斯卡尔·拉米 (Pascal Lamy) 通过视

频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从宏观来看，中

国经济发展面临两个主要挑战，一是如何避免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二是如何实现‘脱碳’。”

应对这些挑战的关键，不仅在于持续推动经济

全球化，而且在于更好地应对地缘压力和“断

链”风险。“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因此中

国应重新平衡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力量。如

果地缘关系紧张，全球经济势必会承压，而中

国经济也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

 
他进一步强调，随着自身经济规模和全

球影响力逐步提升，中国可在推动解决全球性

问题方面承担起更大责任，欧盟亦然。“中国

和欧盟应齐心协力，合力推动双边关系朝正确

的方向行稳致远，这至为关键。”

最后的圆桌讨论环节由中欧国际商务及

战略学教授、MBA 课程主任沙梅恩 (Shameen 
Prashantham) 主持。普华永道中国管理合

伙人黄佳 (EMBA 2012)，瑞典北欧斯安银

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凌万儒 (Peter Ling-
Vannerus)，华菱安赛乐米塔尔首席营销官于

尔根·科博特（Jurgen Cobbaut），施耐德电

气公司事务与可持续发展中国区总监、中国欧

盟商会能源工作组副主席夏学英就在华营商分

享了各自的实践和体会。

 
本次论坛由中欧和中国欧盟商会联合举

办，共吸引了 200 多位观众现场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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