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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 

 

劉遵義1
 

2
 

 

2015 年 10 月 

 

摘要：中國自從 1978 年改革開放之後，它的經濟以年平均 9.72%的速度增長，

是現時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國家。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是來自於有形資本的

累積與勞動力的投入，再加上規模報酬的貢獻。中國的儲蓄率是世界最高的，另

外它還有幾乎無限的剩餘勞動力。中國從中央計劃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與前蘇聯和東歐的原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是非常平穩與順利的。中國能夠平穩過

渡，是因爲中國實行“沒有輸家的改革”。往後中國要增加縂需求，主要是有三

大方向：第一是公共設施的投資；第二是公共消費，例如環保，教育，衛生，醫

療，養老，節能減排等等；第三是家庭消費，但是中國現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佔到

整體GDP的比重還是低於 50%，所以中國暫時還不能單單倚賴家庭消費來帶動 GDP。

中國經濟增長在接下來幾年會在 7%左右，而美國經濟可能會有 3.5%左右的增速。

在 2030 年左右，中國和美國將在經濟體量上比肩。到 2060 年左右的時候，中國

人均 GDP 會趕上美國人均 GDP 的水平。 

  

                                                        
1
 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史丹福大学李国鼎经济

发展荣休讲座教授。作者在此感谢刘麦嘉轩女士與熊艷艷教授提供的宝贵意见和協助。不过，所

有錯誤均由作者本人全部負責。同時，本文中的所有观点都源自于作者本身，并不代表或反映作

者所属各机构的看法。 
2
 本文將刊載於中国经济学年会第二辑丛书《改革与未来》（主编：海闻），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北京，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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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請看一下圖 1 中間這個部分，從 1978 年之後，中國的 GDP 一直在非常

快速的增長，現在中國的 GDP 占到美國 GDP 的一半左右，但是中國還是稍顯落

後。大家可以看到，就算這樣快的一個 GDP 的增長速度，因爲起點基數低，中

國在發展了如此長的時間之後，仍然處在於落後於美國的情況。 

 

圖 1 

 

 

我們再來看一下圖 2 的人均 GDP，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差異還是比較大的。

在 1978 年的時候，美國的人均 GDP 已經達到中國的 18 倍多。這個數字是非常

的大，就像深圳，像深圳的經濟增長速度也是非常快的，但是今天我們看到，事

實上中美之間的人均 GDP 的差異已經縮到 8 倍以內，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隨

著中國的經濟增長，美國的經濟也在繼續增長。那麼現在，中國的人均 GDP 在

7 000 美元以下左右，所以中國要想追上美國還有一段時間，仍然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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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下面我想跟大家談一下貿易，在 1978 年初始的時候，中國的貿易開始增長，

現在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貿易大國。大家可以從圖 3 看到，中國的貿易發展非常

的快，特別是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增速更加快了。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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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每一個人都在討論一個問題：如果我們看一下全球經濟發展的經驗，事

實上我們會看到每一種高速發展的經濟體，最後都會放慢腳步。美國在經濟發展

最快的時候，事實上是在 1870—1890 年之間，這是美國經濟發展最快的一段時

間。日本是在 1950 年左右，也就是 1955—1975 年之間，這是日本經濟發展最快

的時候，但在 1990 年之後，日本經濟發展速度開始持續下降。 

 

我們也可以預測到中國在經過了那麼快經濟增長之後，終究會放緩下來。但

是我想說，中國的經濟發展仍然有很大的空間，我們不需要過多的顧慮中國經濟

會下行，因為接下來幾年中國經濟的發展仍然有很大的空間，為什麼我會如此自

信？首先我們看一下中國的經濟基本面。 

 

我們知道，中國的經濟發展，主要是基於有形資本與勞動力的投入。中國的

儲蓄率是世界最高的，我們可以看圖 4，紅色的線中國的儲蓄在 GDP 當中的占

比，從 1970 年開始，這個數字就已經超過了 30%，甚至超過了 40%，有時候更

超過了 50%。藍色的線表示的是中國在 GDP 當中投資的占比，大概占到了 45%，

也是世界排名第一。這樣的訊息告訴我們什麼？ 

 

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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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國的有形資本的增長會非常之快速。 

 

第二、中國的經濟發展事實上是不需要借助於外力，也不需要借助於外來的

資源，因為中國本身有很大量的儲蓄，所以不需要依靠外國貸款、以及外國直接

投資。一般來説，中國是不依賴於外資的，這一點也非常重要。 

 

所以中國是可以相對獨立於世界其他經濟體之外的經濟體，看一下拉丁美洲

的經濟體，可能在某一段的 5—10 年之間，增速會非常的快，但是如果外國投資

者撤資，拿走錢的話，它們就就很快會出現金融危機，但是對於中國來說，因為

比較少的依賴外資，所以中國的經濟受國外波動的影響會比較小一些。 

 

那麼這裡再向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圖5，紅線代表中國，這是中國的儲蓄率，

已經比很多國家高了，綠色的線是新加坡，當然新加坡目前還是有比較高的儲蓄

率。事實上在世界各地，包括在亞太地區，中國的儲蓄率相對仍然是非常高。 

 

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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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來看一下中國的勞動力。圖 6 向大家展示的是中國我們在不同的產業部

門，從 1952 年到現在的 GDP 占比。分別表示第一產業（農業）、第二產業（工

業，包括製造業、礦業以及建築業）和第三產業（服務業），綠色的部分代表的

是農業。 

 

圖 6 

 

我們可以看到，農業從在 1950 年的占比是僅低於 50%，下降到現在占比在

10%左右，對於服務業來說，已經占到了差不多過半。這是不同產業的 GDP 的

占比。 

 

我們從圖 7 看一下中國勞動力按產業部門的就業分配，在 1952 年的時候，

有 80%左右的勞動力都是在農業，但是到現在，農業佔勞動力的比例已經不足

30%。像製造業、礦業以及建築業，現在已經占到了整體勞動力的 30%。服務業

事實上占到了 40%以上。這些訊息向我們展示著什麼？也就是說，在農業部門還

有很多的剩餘勞動力，也就是說我們有 30%的勞動力都是在從事農業，但是農業

佔到整體 GDP 的比例不到 10%，所以對於我們來說還有很多的待轉移勞動力，

可以從傳統的第一產業轉移到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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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還有一點就是，我們的改革開放進行了 35 年，這 35 年也指引著傳統的農業

從原有超過 70%的勞動力占比，到了現在不足 30%的占比。所以我認為，從這

樣的一個速度來看，我們還會有 20 年左右的時間，才會達到農業佔總體勞動力

在 10%以下。我相信屆時可能農業在 GDP 占比不足 5%，現在農業畢竟在美國

整個經濟當中只佔 2%，所以我認為對於中國經濟來說仍然會有充足的勞動力來

推動經濟的發展，在接下來的十年當中，是肯定可以的。 

 

但很快我們就可以看到，在中國會有的一些退休法例的出臺及修改，因為對

於女士來說，55 歲退休已經是太早了，對於男士來說，60 歲退休也是太早了，

因為大家的壽命都在不斷的提升，很多人都會活到 90—100 歲左右，所以對於中

國來說，我們不用過分擔心勞動力的充分與否的問題。 

 

還有第三點我想跟大家談到的中國市場規模，中國經濟的市場規模非常大，

有 13.6 億人口。事實上 13.6 億人口對於市場的需求量，包括對房地產、服飾，

與其它商品，都非常巨大。對於中國來說，無論生產甚麽產品，都可以達到最高

效率的規模報酬。比如說要建一個汽車廠，每年最少要生產 30—40 萬輛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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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達到規模報酬，在中國是輕易之擧，但在一個小的經濟體就做不到了。 

 

還有一點就是創新。如果有任何的新的產品或新的生産方法出現的話，研發

成本與初期投入成本都是固定及比較高的。如果能將這樣的新產品或新生産方法

推向中國市場，並且做好品牌推廣工作的話，因爲中國市場大，就很容易地把研

發成本消化了。所以中國作爲一個大市場，也是中國經濟的基本優勢。 

  

還有一點，正由於中國是一個大的經濟體，同時也相對來說，是比較依賴於

內需的，所以在圖 8，我想和大家展示的是中國在 GDP 當中出口的佔比。中國

的出口佔比是比較低的，但是香港和新加坡的佔比是很高的。日本相對來說出口

佔比也比較低，事實上我們都知道日本是一個出口大國，但是日本的出口量在整

體的 GDP 當中佔比相對來說是比較低的。所以和其它的一些國家相對來說，對

於國外經濟的依賴度，還是比較低的。中國出口在 GDP 的佔比比日本和美國高，

但比起其它國家和地區來説，是相對低的，也有逐漸下降的趨勢，主要是因爲中

國是一個越來越大的經濟體。 

 

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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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中國經濟的增長和其他經濟體相對來說是比較穩定的，這裡我想和大

家展示的是中國進出口增速的波動性和其它東亞國家與地區沒有太大的分別。圖

9 和圖 10 展示，那麼在 1997 年的時候，我們出現了東亞貨幣危機，在 2000 年

的時候出現了互聯網泡沫。第三個階段是在 2008 年我們的所謂全球金融危機。

如果我們把這些所有的資料綜合起來看一下，對於中國的出口來說，事實上和其

他國家一樣，是經歷了比較激烈的振盪，事實上每個國家都是同樣的情況。對於

進口來說，也和其它國家一樣，也出現了比較大的振盪。 

 

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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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我們從圖 11 上可以看到，中國 GDP 的增長率，是由紅線來代表，它是比較

穩定的，這意味著即使出口、進口波動很大，跟其他經濟體一樣，波動都很大，

中國 GDP 的增長也是受到影響，但是它相對還是很穩定。但看其他國家的話，

它們的波動就比較大了。這樣讓我們有一定的信心，就是說，中國經濟的增長，

主要是由內需驅動的，所以它也會相對比較穩定，不管世界發生什麼，它都會比

較穩定，並不是說它不會受到影響，當然它會受到影響。像廣東省的深圳市是一

個很大的以出口爲主的經濟體，它會受到影響，但是總體來說，中國經濟還是相

對比較穩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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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那麼問題來了，大家可能會問，中國現在的經濟基本面非常好，其實 1949

年—1978 年間，中國經濟基本面也是一樣的，儲蓄率也很高，剩餘勞動力也很

多，市場也很大，為什麼當時中國經濟沒有高速增長呢？我們可以看一下前蘇聯，

前蘇聯資本累積率也是非常高的，它也是一個很大的經濟體，為什麼前蘇聯的經

濟也沒有高速增長呢？我想這個答案是因為它們是在中央計畫經濟的體制下運

作，這樣它們經濟的本身效率便很低。因爲時間關係，這個問題細節就不講了，

但是我想說三點：第一點，中央計劃經濟需要有完整的資訊，如果沒有完整資訊

的話，就無法做到完整的規劃，也無法確定規劃的效率。第二點，即使有了完整

及精確的資訊，假如無法進行最優化，也不可能達到經濟效率最高化的目標。 

 

第三點是更重要的一點，中央計畫經濟缺乏激勵，我們都知道這一點。我再

描述一下，在中央規劃之下，所有企業都會被分配一個任務，一個目標，如果你

是企業的經理的話，你就開始思考，我其實是可以做得更好，我可以超過這個目

標。但是，我要不要超過這個目標呢？你會想一下，如果我超過這個目標的話，

我其實沒有什麼別的好處，不單是沒有獎勵，更糟的是，如果超過目標，明年我

的目標會提得更高了，這樣的話我明年工作就更困難了，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達

到目標就算了。中央計畫經濟下是沒有激勵的，人們不願意超越目標，即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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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也不願意，這就是中央計畫經濟的反面效應。這種情況之下我們不想超前，

因爲會暴露自己。所以，在所有的中央規劃的經濟體中，大家都喜歡跟在後面，

沒有人願意走在前面，大家都比較懶散，所以會有可以實現的剩餘產出。 

 

我們看一下圖 12 的中國經濟，在 1978 年改革開放後，它的剩餘產出得到了

利用，差不多每一年都有高速的增長。我們再看一下前蘇聯，在 1989 年的時候，

應該是有可以利用的剩餘產出，但是我們看一下圖 13，它的結果是怎樣的？其

實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它們兩個國家是完全不一樣的經驗，中國是一個

結果，前蘇聯是屬於另一個結果。 

 

圖 12 

 

  

0 

2 

4 

6 

8 

10 

12 

14 

16 

0 

2 

4 

6 

8 

10 

12 

19
78

19
79

19
80

19
81

19
82

19
83

19
84

19
85

19
86

19
87

19
88

19
89

19
90

19
91

19
92

19
93

19
94

19
95

19
96

19
97

19
98

19
99

20
00

20
01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20
06

20
07

20
08

20
09

20
10

20
11

20
12

20
13

20
14

百
分

比
按

20
14

年
價

格
計
算
，
萬
億

美
元

中國實際GDP及其增長率（按2014年價格計算，萬億美元）

中國實際GDP增長率（右軸） 中國的實際GDP



 

15 

 

 

圖 13 

 

 

圖 13 給大家看的是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實際 GDP 增長率，紅線是俄羅斯，

1989 年的時候所有的增長率都變成負增長，只有幾年之後才開始出現正的增長

率，有些經濟體很多年之後才出現正的增長。好像俄羅斯，1989 年的時候是實

際 GDP 增長率是跌得很低，一直到 1997 年才出現正增長，所以實際 GDP 一直

是在下降，幾乎是下降了十年之久。不光是俄羅斯出現這種情況，幾乎對所有其

它的前蘇聯，還有東歐的經濟體都出現這樣的情況。同時也出現了很高的通貨膨

脹率（見圖 14），有一個國家是 16,000%的通脹率，跟其它國家相比，其它國家

都變得很低了，其實一點也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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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圖 15 顯示的是人均 GDP，請看一下紅線，就`可以看到俄羅斯要到 2007 年

才恢復到 1989 年人均實際 GDP 的水平，這是 18 年之後。俄羅斯經濟很差，因

為人均 GDP，要 18 年之後才恢復 18 年前的水平。在這段時間之內，收入分配

在俄羅斯變得惡化，對中低階層的人民，這是非常重大的苦難。 

 

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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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 馬其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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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之下，中國從中央計劃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非常平穩與順

利，即便中國出現了 1989 年的事件。圖 12 與圖 16 分別顯示中國 GDP 和人均

GDP，自 1978 年改革開放後一直在持續增長。為什麼中國能夠平穩過渡？而前

蘇聯和東歐的原社會主義國家無法平穩過渡？我想這和中國政府採取的政策有

關，就是實行“沒有輸家的改革”，有過一些論文證實，基本的論點很簡單，也

就是中國沒有採取“大爆炸”或“休克療法”的短期策略，中國採用的是雙軌制，

計劃經濟還是存在的，但是一旦你完成了你的生産目標的時候，你還是有自由來

做自己所想做的事情，可以增加生産，然後在自由市場上出售你的產品。所以是

雙軌的，同時有計劃經濟體系，也有市場經濟體系。第二點，它也可以達到經濟

效率最優化。但我們今天可能沒時間講那麼多，確實事實就是如此，這也就是為

什麼中國能夠平穩過渡的原因。上世紀末的時候，計劃經濟部分，相對於經濟總

體量越來越小，而市場經濟比例佔比越來越大。所以上世紀末強制性中央計劃經

濟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 

 

圖 16 

 

 

最後，中國經濟所做的一件正確事情，就是“新人新辦法，舊人舊辦法”。

這就使改革比較容易推動，同時儘量減少人們對它的反對。所以假如中國要改變

退休制度的話，應該讓人民做出一些選擇。可以選擇 60 歲退休，但也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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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 60 歲退休。或者讓老年人有選擇。新的青壯年勞動力就沒有選擇，他們必

須要退休晚一點。這也是一種智慧。這種智慧，就是說既得利益得到了保障，但

是改革又可以向前推進。 

 

我想講一下中國經濟增長的一些原動力，在過去 36 年來自於三點： 

 

1、

生產力； 

 

2、 有形資本和勞動力的增長，因為儲蓄率很高，所以有形資本增長得很快。

另外勞動力的增長率也很高，因為有剩餘農業勞動力進入到第二產業和第三

產業。 

 

3、 規模經濟效應在很多國家是沒有的，如果有規模經濟效應的話，經濟增長

就會更快。規模經濟效應究竟有什麼好處？首先，假如資本和勞動力都年增

長 10%的話，如果有規模經濟效應 GDP 的增長就會超過 10%，例如 11%。

經過時間越長差別就越大。因爲複合利率，每年多增長 1%的話，36 年之後

它會比沒有規模經濟效應的經濟體大超過 36%，這是很大的一塊。這也就是

中國經濟增長來源地一部分。 

 

另外一個我們可以看的現象就是雁型發展模式，這是日本經濟學家提出的經

濟理論，可以用來解釋工業轉移的情況。二戰後日本的工業化，隨著日本的工資

越來越高，並且在美國也面臨一些進口設限，它的工業就開始有一些轉移，在

50 年代末先轉移到香港，60 年代中轉移到了臺灣，之後又到了南韓，然後又到

了東南亞。之後是中國開放，這些製造業就來到了廣東、江蘇、上海、浙江，這

也就是產業的轉移。我想講一下中國，中國規模足夠大，工業化也可以在中國國

內擴散，就像深圳市長剛剛講的，深圳以前的經濟年增長率是 45%，現在減緩了。

但中國其它地區可以較快增長，這就是中國所發生的事實。因為有產業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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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說從一個國家到另外一個國家的轉移，而是在一個國家不同的地區之間的轉

移，這樣可以讓中國能夠保持其總體相對比較高的增長率。這也就是雁型模式的

一個洞察點。 

 

中國現在已成為一個剩餘經濟，我們知道在很多行業之內，有很多剩餘產能。

例如鋼鐵、水泥、玻璃、造船、電解鋁、冶金、光伏面板等，這些產業都有過剩

的產能。它們平均的產能利用率，約為 70%甚至還更低，這意味著一方面這是資

源的浪費，因為投資過度，另外一方面它意味著中國的 GDP，沒有供應的問題，

主要是需求不足的問題，如果有需求的話總會有供應，因為產能是大量過剩的，

同時也不會出現通貨膨脹。 

 

那麼我們到底應該怎樣的尋找適合的經濟發展道路？當然靠出口來增長的

方式到今天來講是不太可能的。像固定資產投資、房地產投資等等之類，已經不

再可能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因為我們知道現在中國出現了全面的供大於求

的問題。要增加縂需求，主要是有三大方向。 

 

第一是公共設施的投資。例如高鐵，棚戶改造等。其中重要的一項就是城市

市内公共交通運輸系統的建設，因為我們要不斷的鼓勵市民使用公共城市交通系

統，而不是駕駛私家車。我並不是不鼓勵大家買車，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是要搭

建起一個城市的公交系統，這是極其重要的。對於中國來說，現時有差不多 100

個人口都超過了 200 萬的城市，那麼這些人都可以使用城市公共交通系統，不一

定是地鐵，地上交通也可以，但是這一點也不是說不允許人們駕車，但是要更鼓

勵人們使用公交系統。否則，我們是有可能做不到習近平總書記的允諾，到 2030

年中國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到頂，同時整體的排污會有一個質和量的提高。 

 

公共設施的投資也應包括互聯網的通訊設施，讓所有人民都可以享受到免費

或廉價的上互聯網服務。對於中國來說，也是普遍教育科研、推動經濟發展的一

個重要方向。此外，城市整體面貌的改造。這些所謂城中村的改造，或是地下管



 

20 

 

 

綫的更新，也需要政府來推動相關的工作。但是總的來說，比較大的公共設施建

設，例如城市交通系統，是需要政府來牽頭，而不能僅僅倚靠傳統的市場。 

 

第二點，是公共消費產品，例如環保、教育、衛生、醫療、養老、節能減排

等等。西方媒體，一直都在指責中國的能耗，但實際上中國的節能效果還是非常

明顯。政府的一個重要的職責，就是要向人民供應乾淨、安全的空氣和水，也要

提供或支持其它的服務，以惠及所有的老百姓。中國污染厲害，社會安全網嚴重

不足，公共消費產品有很大的拓展空間。 

 

第三點，家庭消費，長遠來説應當是中國 GDP 增長的一個引擎。但是中國

現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佔到整體 GDP 的比重還是低於 50%，所以中國暫時還不能

單單倚賴家庭消費來帶動 GDP。 

 

下面還有幾點我要跟大家提到： 

 

事實上公共消費產品可以推動 GDP 的發展，但是公共產品不一定會反映在

GDP 上，除非中國開始計算綠色 GDP。事實上環境清潔的結果是不可能以 GDP

來進行量化的。即使 GDP 的增長率降到 4%—5%的水平，但是如果北京生存環

境可以得到進一步的提升，事實上也是一件大好事。環境優化帶來對所有民衆的

好處是沒有辦法用 GDP 來量化的。 

 

每一個人都在談中國經濟增長，中國經濟相對來說會放慢，也許會不穩定。

我們看到在今年有這樣的一個下降趨勢，但是總的來說還是比較穩定的，這是所

謂新常態。在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總體來說比較穩定，固定資產的投資會有所下

降，但是還是比較穩定的。現在中國不再需要那麼多固定資產投資，因爲製造業

不需要更多的固定資產投資，而對於服務業來說，不太需要固定資產投資。家庭

消費對於整體的需求來說，仍然是任重道遠，這是因爲家庭可支配收入佔 GDP

的比例還是偏低，雖然零售總額的實際增長率已經是實際 GDP 的增長率的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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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 

 

事實上每一個人對於中國下一步的發展都有他們自己的一些預測，有些人說

大概是在 7%左右，我想其實 7%是我們可達到的一個目標，對於很多的西方媒

體來說，當中國的經濟增速從 7.5%跌到 7.2%、7.3%的時候，他們媒體會比較敏

感，但是我想說這完全就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我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在接下來

幾年會在 7%左右，而對於美國經濟來說我也是比較樂觀的，可能會有 3.5%左右

的增速。如果我們將這些所有的資訊放到 2030 年去看的話，我想屆時中國的經

濟體量會差不多跟美國達到同一水平，在 2030 年左右，中國和美國將在經濟體

量上比肩（見圖 17）。當然美國的人均 GDP 屆時仍然會比中國要高出 4 倍（見

圖 18）。我想在 2060 年左右的時候，很有可能中國的人均 GDP 會趕上美國的人

均 GDP 的水平，但是到那個時候，我們談的應當是十萬美元以上的人均 GDP，

這就是我今天的想要講的，非常感謝各位。 

 

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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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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