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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新发展格局与
未来经济发展的展望

林 毅 夫
（北京大学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起因于中国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快速崛起，在世界经济中比重和影

响力的大幅提升。 世界将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民族复兴目标的实现而出现一个新的稳定的格局。 国内

循环比重的提高则是一国经济发展、规模扩大后的必然结果。 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任

何经济规模国家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中国要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充分利用发展潜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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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年是中国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①，开启“十四五”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迈向第二个百年目

标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之年。 习近平在 ２０１８ 年提出了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论断，并在 ２０２０ 年提出新发展格局以作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 本文将探讨如下四个

问题：一、为何世界会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将会如何演变；二、何谓新发展格局，如何落实；
三、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四、挖掘中国未来发展潜力的必要改革。 文章最后有一个小的结语。

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由来与走向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②，是习近平在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论断。 为什么会出现这

个变局？ 经济是基础，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可以看得很清楚。
１９００ 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这八个国家

的 ＧＤＰ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加起来占全世界的 ５０ ４％③。 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垮台，分成两

个国家，后来加拿大经济增长上升很快，到 ２０００ 年时，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
加拿大组成的八国集团，ＧＤＰ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加起来占全世界的 ４７％。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取得了政治独立，开始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建

设，但是，在 １９００—２０００ 年的整整一百年间，这八个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只下降了 ３ ４ 个百分点，也
就是说，在整个 ２０ 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主要由这八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主导。

到 ２０１８ 年，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八国集团的 ＧＤＰ 在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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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在 １９９７ 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上提出的，即在 ２０２１ 年建党 １００ 周年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目标。 其中一个目标是全面脱贫，已经在 ２０２０ 年完成。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３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４２８ 页。
按照 Ａｎｇｕｓ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２００８ ＡＤ”上的数据计算。 俄国的 ＧＤＰ 假设

为苏联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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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比已经下降到 ３４ ７％①，仅略高于 １ ／ ３，失去了主导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力量。 最明显的就是在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时，主导世界应对各种全球挑战的国际治理机构由“八国集团”变成了

“二十国集团”。
这种变化影响最大的有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 美国在 ２０００ 年时 ＧＤＰ 按购买力平价

计算占全世界的 ２１ ９％，而到了 ２０１４ 年中国超过美国，变成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美国现在的 ＧＤＰ 占

全世界的比重大概是 １６％，中国比它还高。 这些事实说明，美国的影响在下降，中国的影响在上升。 对

此，美国的当政者、知识界、政策研究界都看在眼里。 所以，为了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奥巴马当政时就

提出了“重返亚太”的战略，特朗普上台以后更是以似是而非甚至是莫须有的理由发动了对中国的贸易

战、科技战，将华为等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对其断供，冀图自己并联合其他国家与中国脱

钩，以美国目前拥有的科技优势，抑制中国的发展。 这种抑制中国发展和国际影响的政策已经成为美国

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共识，拜登执政以及以后的总统上台，美国对华的政策估计也将是“换汤不换药”。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是 １２０ 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其他 ７０ 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这种世界老大和老二的争端，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②，给全世界带来了很多挑战和不确定性，“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因之而起。
这个影响世界格局的大变局因中国在 １９７８ 年开始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和迅速崛起而出现。 发

展权是 １９８６ 年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所规定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基本权利。 在中

国不可能主动削减收入降低发展水平以使美国不感受到霸权地位受到威胁的前提之下，世界新的稳定

的格局可能只有在中国继续保持发展，中国的人均 ＧＤＰ 达到美国的一半，中国的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

两倍时才能出现。
如果中国的人均 ＧＤＰ 达到美国的一半，由于中国内部地区收入差距的存在，其中收入水平处于领

先的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发达的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五省的人均 ＧＤＰ 很有可

能将会和美国处于同一水平，这三市五省的人口加起来将达到 ４ 亿多，这一部分地区的经济规模将和美

国相当。 人均 ＧＤＰ 代表着平均劳动率水平和平均科技产业水平，到那时和这一部分经济体相比，美国

不再具有科技优势，美国可以卡中国脖子的领域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同时，中国还有中西部 １０ 亿人口，
人均 ＧＤＰ 大约只有美国的 １ ／ ３，这一部分的经济规模也跟美国相当，仍处于追赶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还

会比美国快，也就是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比美国高。
在这种状况下，中美之间的关系可能会从紧张趋向缓和，因为：第一，到那时候美国没有什么可以卡

中国脖子的技术优势；第二，那时中国经济总量是美国的两倍，美国再不高兴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第
三，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每年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市场的扩张贡献 ３０％左右，这
个贡献率在未来很可能只会更多，不会更少，两国经贸往来的一个基本规则是较小的经济体的获益会大

于较大的经济体，美国为了自己的就业、发展和繁荣，需要和中国维持良好的经济和贸易关系。
上述的判断有历史经验的支撑。 １９００ 年的八国联军，日本是其中的一个，而 ２０００ 年时日本是亚洲

唯一进入“八国集团”的国家，日本是整个 ２０ 世纪亚洲的领头羊。 但到了 ２０１０ 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

了日本，影响力在上升，日本右派的失落感很大，所以就制造了钓鱼岛等问题，中日关系呈现紧张态势。
最近中日关系有所缓和，原因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日本的 ２ ８ 倍，日本再不高兴也改变不了这个事

实，日本经济要发展需要有中国的市场，中日之间的关系也就趋向于合作共赢。

①
②

根据 Ｐｅｎ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ａｂｌｅ １０ ０ 的数据计算。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现存的大国面对新崛起的大国必然会感受到威胁，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
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研究公元前 ５ 世纪希腊半岛的斯巴达面对崛

起的雅典，爆发了长达 ３０ 年的战争，最后两个城邦均遭到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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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起因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所伴随的世

界格局的变化，一个新的、稳定的格局也终将由于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而出现。

二、 新发展格局的内涵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习近平在看望全国政协大会的委员时首次提出中国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①。 ７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把新发展格局作为中国未来经

济发展的战略定位。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发展战略定位的任何变动将不

只影响到中国自身，也将影响到全世界。 过去中国发展的战略定位是“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在国内国外被普遍认为是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新发展格局中首次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广受国内国外各界的高度关注。 以下就为何新发展格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及充分利用国

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新发展格局中是否仍然重要，进行一些分析。
　 　 （一）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原因

　 　 习近平在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定位中首次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既有短期原因，也有深层

考虑。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爆发，各国经济遭受巨大冲击。 不少国际发展机构和学者认为，这

次冲击是自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绝大多数国家经济负增长，居民收入减少，需
求萎缩，投资锐减，国际贸易必然受到影响。 疫情有可能会蔓延到 ２０２１ 年、２０２２ 年，未来几年国际贸易

的情况不容乐观。
一方面，中国是出口大国，在产品出口受到抑制的情况下，需要更多地依靠国内循环来消化产品以

维持经济的增长。 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出口设置层层障碍，对高科技产业的不断打压，比如对华为实

施断供，把一些企业列入实体清单，也会影响相关企业的出口，这些企业要继续发展，产品就要更多地靠

国内循环来消化。 这是中国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新定位的短期原因。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中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则是由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所决定。 虽然有不少

学者把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称为出口导向型，但事实是，出口在中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最高的 ２００６ 年

也只有 ３５ ４％，略高于 １ ／ ３。 到 ２０１９ 年，这一比重下降到 １７ ４％。 换言之，２０１９ 年中国经济总量的

８２ ６％已经是在国内循环消化，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是以内循环为主体。
出口在 ＧＤＰ 中的比重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不断下降，反映了两个基本经济规律。
第一个规律是：一国的经济体量越大，国内循环的比重就越高。 现代制造业有很大的规模经济，一

个小型经济体发展现代制造业，国内市场容量有限，本土可消化的比重偏小，生产出来的产品绝大多数

只能出口。 反之，经济体量大的国家发展现代制造业，国内市场能就地消费的就多，出口比重就低。 以

新加坡为例，２０１９ 年的出口占 ＧＤＰ 的比重高达 １０４ ９％，超过 ＧＤＰ 总量，原因是国内市场规模太小，同
时出口中有些零部件是先从国外进口，成品出口之后又计算一次。 中国出口占经济总量比重最高的

２００６ 年也不过是 ３５ ４％，这个比例之所以和新加坡比低很多，就是因为中国是个大经济体。
第二个规律是：服务业中的很大一部分不可贸易，随着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国内

循环的比重就会越高。 同样是大经济体，美国和日本在 ２０１９ 年的出口占 ＧＤＰ 的比重分别只有 ７ ６％和

１３ ４％，原因在于服务业占美国、日本经济总量的比重分别达到 ８０％和 ７０％左右。 所以一国服务业占经

济总量的比重越高，出口比重也一定越低。 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则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正

相关。

①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 努力在危机中育

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人民日报》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第 １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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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两个角度分析，中国的出口比重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３５ ４％下降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７ ４％，是因为中国这

些年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都得到极大提高，服务业得到良好的发展。 ２００６ 年中国人均 ＧＤＰ 只有

２０９９ 美元，２０１９ 年提高到 １０２６１ 美元。 ２００６ 年中国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比重只有 ５ ３％，服务业在

ＧＤＰ 中的占比只有 ４１ ８％。 到 ２０１９ 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 １６ ４％和 ５３ ６％。 中国经济在世界经

济总量中的占比提高了 ３ 倍，服务业增加了 １１ ８ 个百分点，这两点变化很好地解释了出口占比下降，国
内循环比重提高的背后原因。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会继续发展，收入水平会不断提高。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占世界的

比重会从现在的 １６ ４％增加到 １８％、２０％，再向 ２５％逼近。 中国服务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会从现在的

５３ ６％，逐渐向 ６０％、７０％、８０％逼近。 在这两个因素的叠加之下，中国的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

在的 １７ ４％，逐渐降到 １５％、１２％、１０％。 也就是说，国内循环占中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在的 ８２ ６％
逐渐向 ９０％逼近。 所以，中国经济现在已经是并且将来更会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中国政府现在提出上述论断其实只是澄清了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随着中国收入水平的

提高，经济规模会越来越大，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会越来越高，国内循环的比重会越来越大。
澄清这个事实很重要！ 此前，国际国内都有不少人宣称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 ２００８ 年的国际金

融危机爆发，国外很多学者归因于全球贸易不均衡，进而又归咎于中国推行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
美国也以同样的说法把自己的原因造成的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①。 这些都是因为没有看到

中国经济实际情况的以讹传讹的看法。
同时，如果再错误地把中国看成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当中美贸易摩擦或像新冠疫情等其他不可预期

的原因影响出口时，各界就可能判定中国经济要出问题。 现在澄清中国经济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

一事实，非常有利于中国人民和世界认清发展的现实和规律。 作为大经济体，中国只要能够把自己的事

办好，依靠国内大循环，任凭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不会改变中国整体发展向好的格局。
　 　 （二）国际循环跟过去一样重要

　 　 新发展格局中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不是原先“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的政策定位就不重要了？ 其实一样重要。

我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经济发展要实现高质量，必须充分利用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比较优

势②。 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其产品不仅要在国内市场流通，也应该进入国际市场，才能实现规模经济，
加快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

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２０１９ 年经济总量也只不过占世界的 １６ ４％，这意味

着国际上还有 ８３ ６％的市场，仍然需要充分依靠来更好地发展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也意味着我国在很多产业还不具备比较优势。 中国许多自然资源短缺，一些资

本、技术很密集的产业与发达国家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也不具有比较优势。 另外，随着经济发展、工资

水平上升，我国过去很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也会不断消失。
在这种状况下，经济发展要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就应该更多地利用国际市场所能够提供的比我国

自己生产成本低的各种资源，包括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和产品。 对我国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能
进口的就要多进口，只有少数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又可能被“卡脖子”的高科技产品才作为例外。

对于哪些国家会卡我国的脖子要仔细地分析。 欧洲国家、日本、韩国在高科技产业有比较优势，但
并没有维持世界霸权或争取世界霸权的野心。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上述国家要发展好经济也

①
②

林毅夫：《从西潮到东风》，北京：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Ｊｕｓｔｉｎ Ｙｉｆｕ Ｌｉｎ， “Ｎｅ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ａｖ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Ｖｏｌ． ２７， Ｉｓｓｕｅ 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 ｐｐ． 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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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国一样需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市场和资源，为了更好地发展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技术、产品，不太

可能拿石头砸自己的脚来卡我国的脖子。 仔细想来，会有此积极性这样做的是作为当今世界霸主的美

国，虽然卡中国的脖子，美国需要牺牲利用中国市场来发展经济的机会，但是面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体
量和影响力越来越接近甚至即将超越美国，拜登和未来美国的其他总统很可能延续特朗普的政策，继续

采取技术封锁、经济脱钩的措施。
那些我国没有比较优势的大多数高科技产品，并非仅美国有，欧洲、日本、韩国等也有。 中国要如华

为任正非先生所讲的那样，对各种高科技产品要有备胎，但是只要能买得到，而且比自己生产更合算，就
要继续依靠国外来提供。 这些国家为自身发展考虑，也乐意把这些产品卖给我们。 只有美国独有，欧
洲、日本、韩国都没有，中国实在买不到的极少数产品，才需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自力更生。

从上述分析可见，中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一定要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事实

上，这也正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涵，并且，中国的经济发展越好，收入水平越高，经济体量越大，国内循

环的主体地位也就会越高。

三、 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

　 　 中国要走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都有赖于中国经济的进

一步发展。 中国的发展能有多快，既决定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也决定于挖掘这个潜力所做的

努力。
应该如何看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 从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到 ２０２０ 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为 ９ ２％，人

类历史上从未有任何国家或地区以如此高的增长率持续这么长时间。 对于未来，各界都很关心，目前国

内外的学界和舆论界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普遍不看好，总结起来大致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认为中国过去 ４２ 年发展太快，是非常态，总是要向常态增长回归。 按国际著名经济学

家、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的看法，中国会回落到 ３％—３ ５％的常态增长①。 同时，根据

宾夕法尼亚大学 Ｗｏｒｌｄ Ｔａｂｌｅ 第十版发布的研究数据，中国 ２０１９ 年底的人均 ＧＤＰ，按照 ２０１７ 年美元的

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达到 １４１２９ 美元。② 有些学者用这个数字对比德国、日本，发现德国在达到人均

ＧＤＰ １４１２０ 美元左右之后的 １６ 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只有 ２ ３％；日本达到这一水平之后的 １６ 年，平
均增长速度也只有 ４ ４％。 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世界闻名。 既然它们抵达这一水平之后的 １６ 年平均

增速只有 ２ ３％和 ４ ４％，中国 ２０１９—２０３５ 年这 １６ 年间的增长潜力也不会很高。 这个推理听起来好像

很合理。③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已经开始人口老龄化，其他国家出现人口老龄化之后，经济增长都放慢了，中国

也难免会经济增速放缓。
上述研究似乎非常有说服力，但我个人不太同意。 因为中国在过去这四十多年里能够实现每年

９ ２％的增长有很多因素，但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充分利用了跟发达国家的产业技

术差距所蕴含的后来者优势。 中国的后来者优势还很大。
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经济要发展，生活水平要提高，就要靠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这就要

求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 发达国家的技术与产业处于全世界最前沿，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必

须靠自己发明，投资非常大，风险非常高，进步速度非常有限。 历史经验表明，发达国家过去一百多年来

①

②
③

Ｌａｎｔ 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 ａｎｄ ａｎｄ Ｌａｒｒｅｎｃｅ Ｈ． Ｓｕｍｍｅｒｓ， “Ａｓｉａｐｈｏｒｉａ Ｍｅｅｔ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Ｎｏ． ２０５７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４．
Ｐｅｎ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ａｂｌｅ １０ ０，来源 ｗｗｗ．ｇｇｄｃ．ｎｅｔ ／ ｐｗｔ。
刘世锦：《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北京：中信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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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态增长是人均收入每年平均增长 ２％，加上人口增长的因素，总体的经济增长每年 ３％—３ ５％。 然

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跟发达国家的产业与技术差距，引进成熟的技术作为自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的来源。 这种方式的成本和风险都比较小。 懂得利用这种方式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速度可以比

发达国家更快。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懂得利用这个优势实现每年 ７ ０％或更

高、持续 ２５ 年或更长时间的十三个发展中经济体之一。①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要看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并不是看现在的收入水平，而是要看中国现在跟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有多大。
就以德国和日本为例，德国人均 ＧＤＰ 达到 １４１２０ 美元左右是在 １９７１ 年，那时已是美国人均 ＧＤＰ

水平的 ７２ ４％，无疑已经跻身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已经用尽了后来者优势，要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

级都必须自己发明，经济增长速度自然慢下来。 日本是在 １９７５ 年人均 ＧＤＰ 达到 １４１２０ 美元左右，人均

ＧＤＰ 当时达到美国人均水平的 ６９ ７％，也成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技术已经接近世界最前沿，经
济增长绝大多数必须靠自己发明，发展速度当然会慢下来。

中国是在 ２０１９ 年人均 ＧＤＰ 达到 １４１２９ 美元，但只有美国同期水平的 ２２ ６％。 相比之下，德国、日
本、韩国等其他发展比较好的国家是在什么时候人均 ＧＤＰ 达到美国的 ２２ ６％？ 德国是在 １９４６ 年，日本

是在 １９５６ 年，韩国是在 １９８５ 年。 德国从 １９４６ 年到 １９６２ 年，１６ 年平均经济增速达到 ９ ４％；日本从

１９５６ 年到 １９７２ 年，１６ 年的平均经济增速达到 ９ ２％；韩国从 １９８５ 年到 ２００１ 年间，在期间遭受亚洲金融

经济危机出现一年负增长的状况下，１６ 年平均增长仍高达 ９ ０％。
从这些数据来看，中国未来 １６ 年（从 ２０１９ 年算起）应该也有大约 ９％的增长潜力，因为德国、日本、

韩国等国家都已经实现。
另外，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确实都较慢。 不过，发生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普遍是发

达国家，老龄化到来时，其技术已经发展到世界最前沿，技术进步要靠自己发明，经济增长速度本来就只

有 ３％—３ ５％之间，其中如前所述，包含人均收入增长的 ２％和人口增长的 １％—１ ５％，当老龄化，人口

不增长时，经济增长速度自然会显著下降到 ２％左右。
虽然中国也正在发生人口老龄化，但中国人均 ＧＤＰ 只有美国的 ２２ ６％，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可

以利用后来者优势，还可以把劳动力从低附加值产业往高附加值产业配置来提高劳动生产力，这个空间

仍然非常大。 所以，如果中国能用后来者优势，即使人口和劳动力不增长，也可以比发生老龄化的发达

国家增长更快。
另外，中国的退休年龄很早，可以逐步延长退休年龄，这有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 而且，劳动力最重

要的不仅是数量，而是质量，中国还可以提高人均教育水平来提高劳动者的质量。
我们再对比一下德国、日本、韩国在人均 ＧＤＰ 达到美国的 ２２ ６％左右以后 １６ 年的人口增长情况，

看看人口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德国 １９４６—１９６２ 年间的年均人口增长是 ０ ８％；日本在 １９５６—
１９７２ 年间的年均人口增长是 １ ０％；韩国在 １９８５—２００１ 年间年均人口增长是 ０ ９％。 中国 ２０１９ 年的人

口自然增长率是 ０ ３％，将来也许会降到 ０％。 因此，即使不考虑延长退休以及提高教育质量的可能，中
国利用后来者优势来发展经济，和日本、德国、韩国的人口增长率因素相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顶多也就

是 １ 个百分点。 因此，中国若能利用好后来者优势，到 ２０３５ 年之前应该还有年均 ８％的增长潜力。
另外，和当年的德国、日本、韩国比，中国在未来发展上还有一个新经济所带来的优势。 新经济包括

互联网、移动通信、新能源等有个特性，这些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周期特别短，而且以人力资本的投入为

主。 中国跟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就开始发展经济，资本积累了一二百年以上。 它的人

①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ｏｎ ｂｅｈａｌｆ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２００８．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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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金融和物资资本比中国多了很多，在传统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
对于研发周期短，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新经济，金融资本使用的相对少，这种产业中国和发达国

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中国和发达国家比，在人力资本具有优势。 人力资本包括两个组成部分，
一是先天的聪明才智，另外一个是后天的教育学习。 后天的教育学习，从幼儿园到大学研究所，中国和

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不大。 先天的聪明才智在任何国家都是常态分配，人口当中天才的比例在任何国

家都是一样的。 对于新技术的研发而言，重要的不是天才的比例而是天才的绝对数量。 中国是一个有

十四亿人口的大国，天才的数量多，所以，在以人力资本为主要投入的新经济上中国具有人才的优势。
同时，中国还有大的国内市场的优势。 新的产品和技术研发出来以后，马上可以进入到中国这样一

个大的市场，使其生产迅速达到规模经济。 如果新的产品和技术需要硬件，中国有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

配套。 所以，在新经济上面中国和发达国家比至少可以并驾齐驱。 这是德国、日本和韩国处于中国当前

的发展水平时所不具备有的优势。
中国在新经济的优势明显地表现在独角兽的数量上面。 根据胡润独角兽榜，２０１９ 年时，全世界那

种创业不到十年，还没上市市场估值已经超过 １０ 亿美元的独角兽，在 ２０１９ 年的时候全世界有 ４８４ 家，
中国 ２０６ 家，美国 ２０３ 家。 ２０２０ 年同样是胡润独角兽榜，全世界 ５８６ 家，美国 ２３３ 家，中国 ２２７ 家，所以

跟美国也是不相上下。
从上述的后来者优势和新经济的优势来看，中国应该在 ２０３５ 年之前，每年至少有 ８％增长的潜力。

不过，增长潜力是从供给侧的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来看未来增长的可能性，在现实中增长则需要考虑需求

侧和其他因素，就像一辆汽车能开多快，既要看汽车生产设计时技术面的最高时速，也要看在开车时实

际的路况、气候等条件。 中国在未来要实现的是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好环境问题，碳达峰、碳中和、城
乡差距、地区差距等问题，还有中美关系摩擦带来的技术上的“卡脖子”问题，必须靠自己创新去克服而

不能依靠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后来者优势。 综合考虑这些技术面之外的问题，以及 ８％的增长

潜力，我判断，中国未来 １５ 年（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实现年均 ６％左右的增长应该是完全可能。
习近平在关于“十四五”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曾提到，到 ２０３５ 年中国 ＧＤＰ 规模

或城乡居民收入争取在 ２０２０ 年基础上翻一番。① 要实现上述目标，从 ２０２１ 年到 ２０３５ 年都需要达到年

均 ４ ７％的经济增速。 如果中国能够实现 ６％左右增长速度，到 ２０２５ 年人均 ＧＤＰ 就会跨过 １２５３５ 美元

的门槛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这也将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因为直到现在，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

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１８％，如果中国变成高收入国家，这个数字就会翻一番。 按照 ２０１９ 年的美元购买力

计算到 ２０３５ 年，中国人均 ＧＤＰ 应该能达到在 ２２０００ 美元或更高。
同样道理，根据后来者优势和新经济创新的优势，中国在 ２０３６—２０５０ 年间应该还有年均 ６％的增长

潜力，也同样考虑到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增长，需要解决技术之外的其他社会经济问题，不能完全根据技

术的可能性来发展，但是，实现 ４％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完全有可能。 以此计算，中国到 ２０４９ 年人均 ＧＤＰ
将达到当时美国的一半，应该完全有可能，这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且，如前面第一

部分所述，世界将会进入到一个新的稳定的格局。

四、 深化改革开放

　 　 怎样把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间年均 ６％左右的增长，２０３６—２０５０ 年间年均 ４％左右的增长由可能性变成

现实？ 最重要是中国需要认清自己的潜力，同时保持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深化改革，深化开放。
根据我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利用好比较优势，要

①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
说明》，《人民日报》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第 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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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比较优势发挥出来，则需要有一个有效市场来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和配置资源，并需要有一个有为的

政府为企业家克服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时必然会出现的市场失灵，这样市场才会有效。 在技术创新

和产业升级时需要给先行的企业家激励，要帮助先行的企业家克服一些软硬基础设施的不足。 同时，中
国是一个转型中国家，尤其中国的转型采取的是渐进双轨的方式，转型前建立起来的违反比较优势的资

本密集型产业，缺乏自生能力，但对于国计民生和国防安全所必须有的国有企业，继续给予转型期的保

护补贴；同时，推行新人新办法，放开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准入，政府招商引资，设立工

业园区，因势利导这些产业的发展。 依靠这种办法，中国在过去四十多年的转型中经济取得了稳定和快

速发展，但是，也遗留了对市场的干预和扭曲。①
经过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和资本积累，绝大多数在改革开放初期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已经符

合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已经拥有自生能力，双轨制中的保护补贴的性质就从雪中送炭变成锦

上添花，因此，应该落实 ２０１３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把双轨制改革所遗留下来的扭曲

取消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为企业克服市场失灵。
现在产品市场在中国基本已经都放开，但是要素市场则还存在很多结构性的障碍。
金融市场方面，实体经济中的农户和民营的中小微型企业，税收占全国的 ５０％，ＧＤＰ 占 ６０％，就业

占到 ８０％以上。 中国的金融以大银行、股票市场、公司债券、风险资本等为主，这样的金融体系以服务

大企业为主。 金融要实现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在改革中除了要继续完善现有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以

外，还需要发展能为农户、中小微企业更好地提供金融服务的地区性中小金融机构，补上金融结构的

短板。
劳动力市场方面，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要解决高房价问题，让房价回归“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的定位，以利于人才流动。
土地市场方面，要落实农村集体土地入市的政策，增加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和住房用地的供给。
产权方面，要落实“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的发

展”，让民营企业在市场上不受因为产权安排的不同而形成的准入或运营方面的障碍。
同时，中国在开放上推行的也是双轨制。 在转型初期对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允许外商直接投资，没有

比较优势的产业外商投资受到许多限制。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资本的积累，许多原来没有比较优势的

产业已经变成具有比较优势，除了少数涉及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产业外，现在应该扩大开放以更充分

地利用国际资源。 要扩大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范围，降低关税，缩小外国投资的负面清单，在自贸试验区

试点成功的政策要向全国推行。
在国际上应该更积极地推动世贸组织的改革，参加一些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协定。 比如最近刚刚签

署的 ＲＣＥ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再比如中国和欧洲中欧投资协定。 此外中国已经表示有意

愿加入 ＣＰＴＰＰ（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要争取早日实现这个目标。
中国的深化开放还有一个好处，国际上其他国家也能更好地利用中国的市场和资源。 中国作为世

界上最大而且发展最快的市场，能够给其他国家提供发展的机遇，这些国家就不会轻易加入美国封锁中

国的行动。 如果美国想孤立中国，被孤立的反而会是美国自己。 所以，进一步扩大开放也有利于化解我

国目前遭遇的不利国际局面。

五、 结 语

　 　 面对百年不遇之大变局，中国要保持定力，认清形势，在新发展格局中，做好自己的事，继续深化改

① Ｊｕｓｔｉｎ Ｙｉｆｕ Ｌｉｎ， “Ｄｅｍｙｓｔ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４６， ｎｏ． ３， ２０１３，
ｐｐ． ２５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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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扩大开放，利用好中国的发展潜力。 这样，不管国际上有多大的不确定性，中国都可以依靠自己国内

的大循环保持稳定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为其他国家带来发展的机遇，并贡献于新的稳

定的世界格局的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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