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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刘遵义1
 

2
 

 

2015 年 10 月 

 

摘要：中国自从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它的经济以年平均 9.72%的速度增长，

是现时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来自于有形资本的

累积与劳动力的投入，再加上规模报酬的贡献。中国的储蓄率是世界最高的，另

外它还有几乎无限的剩余劳动力。中国从中央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与前苏联和东欧的原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是非常平稳与顺利的。中国能够平稳过

渡，是因为中国实行“没有输家的改革”。往后中国要增加总需求，主要是有三

大方向：第一是公共设施的投资；第二是公共消费，例如环保，教育，卫生，医

疗，养老，节能减排等等；第三是家庭消费，但是中国现在家庭可支配收入占到

整体GDP的比重还是低于 50%，所以中国暂时还不能单单倚赖家庭消费来带动 GDP。

中国经济增长在接下来几年会在 7%左右，而美国经济可能会有 3.5%左右的增速。

在 2030 年左右，中国和美国将在经济体量上比肩。到 2060 年左右的时候，中国

人均 GDP 会赶上美国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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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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请看一下图 1 中间这个部分，从 1978 年之后，中国的 GDP 一直在非常

快速的增长，现在中国的 GDP 占到美国 GDP 的一半左右，但是中国还是稍显落

后。大家可以看到，就算这样快的一个 GDP 的增长速度，因为起点基数低，中

国在发展了如此长的时间之后，仍然处在于落后于美国的情况。 

 

图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图 2 的人均 GDP，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在 1978 年的时候，美国的人均 GDP 已经达到中国的 18 倍多。这个数字是非常

的大，就像深圳，像深圳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非常快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事

实上中美之间的人均 GDP 的差异已经缩到 8 倍以内，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随

着中国的经济增长，美国的经济也在继续增长。那么现在，中国的人均 GDP 在

7 000 美元以下左右，所以中国要想追上美国还有一段时间，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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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下面我想跟大家谈一下贸易，在 1978 年初始的时候，中国的贸易开始增长，

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贸易大国。大家可以从图 3 看到，中国的贸易发展非常

的快，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增速更加快了。 

 

图 3 

 

 

-28 

-24 

-20 

-16 

-12 

-8 

-4 

0 

4 

8 

12 

16 

20 

-77 

-66 

-55 

-44 

-33 

-22 

-11 

0 

11 

22 

33 

44 

55 
19

49
19

50
19

51
19

52
19

53
19

54
19

55
19

56
19

57
19

58
19

59
19

60
19

61
19

62
19

63
19

64
19

65
19

66
19

67
19

68
19

69
19

70
19

71
19

72
19

73
19

74
19

75
19

76
19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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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千

美
元

自1949年來中國和美國的實際GDP及其增長率（按2014年價格計算，千美元）

美国实际人均GDP的增长率

中国实际人均GDP的增长率

美國的實際人均GDP

中國的實際人均GDP

-20 

-10 

0 

10 

20 

30 

40 

50 

60 

-2 

-1 

0 

1 

2 

3 

4 

5 

6 

1
9

7
0

1
9

7
1

1
9

7
2

1
9

7
3

1
9

7
4

1
9

7
5

1
9

7
6

1
9

7
7

1
9

7
8

1
9

7
9

1
9

8
0

1
9

8
1

1
9

8
2

1
9

8
3

1
9

8
4

1
9

8
5

1
9

8
6

1
9

8
7

1
9

8
8

1
9

8
9

1
9

9
0

1
9

9
1

1
9

9
2

1
9

9
3

1
9

9
4

1
9

9
5

1
9

9
6

1
9

9
7

1
9

9
8

1
9

9
9

2
0

0
0

2
0

0
1

2
0

0
2

2
0

0
3

2
0

0
4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1
2

0
1

2
2

0
1

3
2

0
1

4

百
分

比

萬
億

美
元

1970年至今中美兩國國際貿易總額及其增長率（萬億美元）

中國商品和服務貿易總額的增長率（右軸）

美國商品和服務貿易總額的增長率（右軸）

中國商品和服務貿易總額（萬億美元）

美國商品和服務貿易總額（萬億美元）



 

6 

 

 

但是每一个人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看一下全球经济发展的经验，事

实上我们会看到每一种高速发展的经济体，最后都会放慢脚步。美国在经济发展

最快的时候，事实上是在 1870—1890 年之间，这是美国经济发展最快的一段时

间。日本是在 1950 年左右，也就是 1955—1975 年之间，这是日本经济发展最快

的时候，但在 1990 年之后，日本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持续下降。 

 

我们也可以预测到中国在经过了那么快经济增长之后，终究会放缓下来。但

是我想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有很大的空间，我们不需要过多的顾虑中国经济

会下行，因为接下来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为什么我会如此自

信？首先我们看一下中国的经济基本面。 

 

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基于有形资本与劳动力的投入。中国的

储蓄率是世界最高的，我们可以看图 4，红色的线中国的储蓄在 GDP 当中的占

比，从 1970 年开始，这个数字就已经超过了 30%，甚至超过了 40%，有时候更

超过了 50%。蓝色的线表示的是中国在 GDP 当中投资的占比，大概占到了 45%，

也是世界排名第一。这样的讯息告诉我们什么？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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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的有形资本的增长会非常之快速。 

 

第二、中国的经济发展事实上是不需要借助于外力，也不需要借助于外来的

资源，因为中国本身有很大量的储蓄，所以不需要依靠外国贷款、以及外国直接

投资。一般来说，中国是不依赖于外资的，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所以中国是可以相对独立于世界其他经济体之外的经济体，看一下拉丁美洲

的经济体，可能在某一段的 5—10 年之间，增速会非常的快，但是如果外国投资

者撤资，拿走钱的话，它们就就很快会出现金融危机，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因为

比较少的依赖外资，所以中国的经济受国外波动的影响会比较小一些。 

 

那么这里再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图5，红线代表中国，这是中国的储蓄率，

已经比很多国家高了，绿色的线是新加坡，当然新加坡目前还是有比较高的储蓄

率。事实上在世界各地，包括在亚太地区，中国的储蓄率相对仍然是非常高。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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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来看一下中国的劳动力。图 6 向大家展示的是中国我们在不同的产业部

门，从 1952 年到现在的 GDP 占比。分别表示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

业，包括制造业、矿业以及建筑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绿色的部分代表的

是农业。 

 

图 6 

 

我们可以看到，农业从在 1950 年的占比是仅低于 50%，下降到现在占比在

10%左右，对于服务业来说，已经占到了差不多过半。这是不同产业的 GDP 的

占比。 

 

我们从图 7 看一下中国劳动力按产业部门的就业分配，在 1952 年的时候，

有 80%左右的劳动力都是在农业，但是到现在，农业占劳动力的比例已经不足

30%。像制造业、矿业以及建筑业，现在已经占到了整体劳动力的 30%。服务业

事实上占到了 40%以上。这些讯息向我们展示着什么？也就是说，在农业部门还

有很多的剩余劳动力，也就是说我们有 30%的劳动力都是在从事农业，但是农业

占到整体 GDP 的比例不到 10%，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还有很多的待转移劳动力，

可以从传统的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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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进行了 35 年，这 35 年也指引着传统的农业

从原有超过 70%的劳动力占比，到了现在不足 30%的占比。所以我认为，从这

样的一个速度来看，我们还会有 20 年左右的时间，才会达到农业占总体劳动力

在 10%以下。我相信届时可能农业在 GDP 占比不足 5%，现在农业毕竟在美国

整个经济当中只占 2%，所以我认为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仍然会有充足的劳动力来

推动经济的发展，在接下来的十年当中，是肯定可以的。 

 

但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中国会有的一些退休法例的出台及修改，因为对

于女士来说，55 岁退休已经是太早了，对于男士来说，60 岁退休也是太早了，

因为大家的寿命都在不断的提升，很多人都会活到 90—100 岁左右，所以对于中

国来说，我们不用过分担心劳动力的充分与否的问题。 

 

还有第三点我想跟大家谈到的中国市场规模，中国经济的市场规模非常大，

有 13.6 亿人口。事实上 13.6 亿人口对于市场的需求量，包括对房地产、服饰，

与其它商品，都非常巨大。对于中国来说，无论生产甚么产品，都可以达到最高

效率的规模报酬。比如说要建一个汽车厂，每年最少要生产 30—40 万辆汽车，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9
52

19
53

19
54

19
55

19
56

19
57

19
58

19
59

19
60

19
61

19
62

19
63

19
64

19
65

19
66

19
67

19
68

19
69

19
70

19
71

19
72

19
73

19
74

19
75

19
76

19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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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至今境內就業按産業部門的分配

第一産業 第二産業 第三産業



 

10 

 

 

才能达到规模报酬，在中国是轻易之举，但在一个小的经济体就做不到了。 

 

还有一点就是创新。如果有任何的新的产品或新的生产方法出现的话，研发

成本与初期投入成本都是固定及比较高的。如果能将这样的新产品或新生产方法

推向中国市场，并且做好品牌推广工作的话，因为中国市场大，就很容易地把研

发成本消化了。所以中国作为一个大市场，也是中国经济的基本优势。 

  

还有一点，正由于中国是一个大的经济体，同时也相对来说，是比较依赖于

内需的，所以在图 8，我想和大家展示的是中国在 GDP 当中出口的占比。中国

的出口占比是比较低的，但是香港和新加坡的占比是很高的。日本相对来说出口

占比也比较低，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一个出口大国，但是日本的出口量在整

体的 GDP 当中占比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所以和其它的一些国家相对来说，对

于国外经济的依赖度，还是比较低的。中国出口在 GDP 的占比比日本和美国高，

但比起其它国家和地区来说，是相对低的，也有逐渐下降的趋势，主要是因为中

国是一个越来越大的经济体。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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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其他经济体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这里我想和大

家展示的是中国进出口增速的波动性和其它东亚国家与地区没有太大的分别。图

9 和图 10 展示，那么在 1997 年的时候，我们出现了东亚货币危机，在 2000 年

的时候出现了互联网泡沫。第三个阶段是在 2008 年我们的所谓全球金融危机。

如果我们把这些所有的数据综合起来看一下，对于中国的出口来说，事实上和其

他国家一样，是经历了比较激烈的振荡，事实上每个国家都是同样的情况。对于

进口来说，也和其它国家一样，也出现了比较大的振荡。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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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我们从图 11 上可以看到，中国 GDP 的增长率，是由红线来代表，它是比较

稳定的，这意味着即使出口、进口波动很大，跟其他经济体一样，波动都很大，

中国 GDP 的增长也是受到影响，但是它相对还是很稳定。但看其他国家的话，

它们的波动就比较大了。这样让我们有一定的信心，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增长，

主要是由内需驱动的，所以它也会相对比较稳定，不管世界发生什么，它都会比

较稳定，并不是说它不会受到影响，当然它会受到影响。像广东省的深圳市是一

个很大的以出口为主的经济体，它会受到影响，但是总体来说，中国经济还是相

对比较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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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那么问题来了，大家可能会问，中国现在的经济基本面非常好，其实 1949

年—1978 年间，中国经济基本面也是一样的，储蓄率也很高，剩余劳动力也很

多，市场也很大，为什么当时中国经济没有高速增长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前苏联，

前苏联资本累积率也是非常高的，它也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为什么前苏联的经

济也没有高速增长呢？我想这个答案是因为它们是在中央计划经济的体制下运

作，这样它们经济的本身效率便很低。因为时间关系，这个问题细节就不讲了，

但是我想说三点：第一点，中央计划经济需要有完整的信息，如果没有完整信息

的话，就无法做到完整的规划，也无法确定规划的效率。第二点，即使有了完整

及精确的信息，假如无法进行最优化，也不可能达到经济效率最高化的目标。 

 

第三点是更重要的一点，中央计划经济缺乏激励，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我再

描述一下，在中央规划之下，所有企业都会被分配一个任务，一个目标，如果你

是企业的经理的话，你就开始思考，我其实是可以做得更好，我可以超过这个目

标。但是，我要不要超过这个目标呢？你会想一下，如果我超过这个目标的话，

我其实没有什么别的好处，不单是没有奖励，更糟的是，如果超过目标，明年我

的目标会提得更高了，这样的话我明年工作就更困难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达

到目标就算了。中央计划经济下是没有激励的，人们不愿意超越目标，即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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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不愿意，这就是中央计划经济的反面效应。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想超前，

因为会暴露自己。所以，在所有的中央规划的经济体中，大家都喜欢跟在后面，

没有人愿意走在前面，大家都比较懒散，所以会有可以实现的剩余产出。 

 

我们看一下图 12 的中国经济，在 1978 年改革开放后，它的剩余产出得到了

利用，差不多每一年都有高速的增长。我们再看一下前苏联，在 1989 年的时候，

应该是有可以利用的剩余产出，但是我们看一下图 13，它的结果是怎样的？其

实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它们两个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经验，中国是一个

结果，前苏联是属于另一个结果。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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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图 13 给大家看的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实际 GDP 增长率，红线是俄罗斯，

1989 年的时候所有的增长率都变成负增长，只有几年之后才开始出现正的增长

率，有些经济体很多年之后才出现正的增长。好像俄罗斯，1989 年的时候是实

际 GDP 增长率是跌得很低，一直到 1997 年才出现正增长，所以实际 GDP 一直

是在下降，几乎是下降了十年之久。不光是俄罗斯出现这种情况，几乎对所有其

它的前苏联，还有东欧的经济体都出现这样的情况。同时也出现了很高的通货膨

胀率（见图 14），有一个国家是 16,000%的通胀率，跟其它国家相比，其它国家

都变得很低了，其实一点也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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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图 15 显示的是人均 GDP，请看一下红线，就`可以看到俄罗斯要到 2007 年

才恢复到 1989 年人均实际 GDP 的水平，这是 18 年之后。俄罗斯经济很差，因

为人均 GDP，要 18 年之后才恢复 18 年前的水平。在这段时间之内，收入分配

在俄罗斯变得恶化，对中低阶层的人民，这是非常重大的苦难。 

 

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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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 馬其頓
莫爾達瓦 波蘭
羅馬尼亞 俄羅斯
斯洛伐克共和國 斯洛文尼亞
塔吉克斯坦 土庫曼斯坦
烏克蘭 烏茲別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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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之下，中国从中央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非常平稳与顺

利，即便中国出现了 1989 年的事件。图 12 与图 16 分别显示中国 GDP 和人均

GDP，自 1978 年改革开放后一直在持续增长。为什么中国能够平稳过渡？而前

苏联和东欧的原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平稳过渡？我想这和中国政府采取的政策有

关，就是实行“没有输家的改革”，有过一些论文证实，基本的论点很简单，也

就是中国没有采取“大爆炸”或“休克疗法”的短期策略，中国采用的是双轨制，

计划经济还是存在的，但是一旦你完成了你的生产目标的时候，你还是有自由来

做自己所想做的事情，可以增加生产，然后在利伯维尔场上出售你的产品。所以

是双轨的，同时有计划经济体系，也有市场经济体系。第二点，它也可以达到经

济效率最优化。但我们今天可能没时间讲那么多，确实事实就是如此，这也就是

为什么中国能够平稳过渡的原因。上世纪末的时候，计划经济部分，相对于经济

总体量越来越小，而市场经济比例占比越来越大。所以上世纪末强制性中央计划

经济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图 16 

 

 

最后，中国经济所做的一件正确事情，就是“新人新办法，旧人旧办法”。

这就使改革比较容易推动，同时尽量减少人们对它的反对。所以假如中国要改变

退休制度的话，应该让人民做出一些选择。可以选择 60 岁退休，但也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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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 60 岁退休。或者让老年人有选择。新的青壮年劳动力就没有选择，他们必

须要退休晚一点。这也是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就是说既得利益得到了保障，但

是改革又可以向前推进。 

 

我想讲一下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原动力，在过去 36 年来自于三点： 

 

1、

生产力； 

 

2、 有形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因为储蓄率很高，所以有形资本增长得很快。

另外劳动力的增长率也很高，因为有剩余农业劳动力进入到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 

 

3、 规模经济效应在很多国家是没有的，如果有规模经济效应的话，经济增长

就会更快。规模经济效应究竟有什么好处？首先，假如资本和劳动力都年增

长 10%的话，如果有规模经济效应 GDP 的增长就会超过 10%，例如 11%。

经过时间越长差别就越大。因为复合利率，每年多增长 1%的话，36 年之后

它会比没有规模经济效应的经济体大超过 36%，这是很大的一块。这也就是

中国经济增长来源地一部分。 

 

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的现象就是雁型发展模式，这是日本经济学家提出的经

济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工业转移的情况。二战后日本的工业化，随着日本的工资

越来越高，并且在美国也面临一些进口设限，它的工业就开始有一些转移，在

50 年代末先转移到香港，60 年代中转移到了台湾，之后又到了南韩，然后又到

了东南亚。之后是中国开放，这些制造业就来到了广东、江苏、上海、浙江，这

也就是产业的转移。我想讲一下中国，中国规模足够大，工业化也可以在中国国

内扩散，就像深圳市长刚刚讲的，深圳以前的经济年增长率是 45%，现在减缓了。

但中国其它地区可以较快增长，这就是中国所发生的事实。因为有产业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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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说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的转移，而是在一个国家不同的地区之间的转

移，这样可以让中国能够保持其总体相对比较高的增长率。这也就是雁型模式的

一个洞察点。 

 

中国现在已成为一个剩余经济，我们知道在很多行业之内，有很多剩余产能。

例如钢铁、水泥、玻璃、造船、电解铝、冶金、光伏面板等，这些产业都有过剩

的产能。它们平均的产能利用率，约为 70%甚至还更低，这意味着一方面这是资

源的浪费，因为投资过度，另外一方面它意味着中国的 GDP，没有供应的问题，

主要是需求不足的问题，如果有需求的话总会有供应，因为产能是大量过剩的，

同时也不会出现通货膨胀。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的寻找适合的经济发展道路？当然靠出口来增长的

方式到今天来讲是不太可能的。像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等等之类，已经不

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出现了全面的供大于求

的问题。要增加总需求，主要是有三大方向。 

 

第一是公共设施的投资。例如高铁，棚户改造等。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城市

市内公共交通运输系统的建设，因为我们要不断的鼓励市民使用公共城市交通系

统，而不是驾驶私家车。我并不是不鼓励大家买车，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搭

建起一个城市的公交系统，这是极其重要的。对于中国来说，现时有差不多 100

个人口都超过了 200 万的城市，那么这些人都可以使用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不一

定是地铁，地上交通也可以，但是这一点也不是说不允许人们驾车，但是要更鼓

励人们使用公交系统。否则，我们是有可能做不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允诺，到 2030

年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到顶，同时整体的排污会有一个质和量的提高。 

 

公共设施的投资也应包括互联网的通讯设施，让所有人民都可以享受到免费

或廉价的上互联网服务。对于中国来说，也是普遍教育科研、推动经济发展的一

个重要方向。此外，城市整体面貌的改造。这些所谓城中村的改造，或是地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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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更新，也需要政府来推动相关的工作。但是总的来说，比较大的公共设施建

设，例如城市交通系统，是需要政府来牵头，而不能仅仅倚靠传统的市场。 

 

第二点，是公共消费产品，例如环保、教育、卫生、医疗、养老、节能减排

等等。西方媒体，一直都在指责中国的能耗，但实际上中国的节能效果还是非常

明显。政府的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要向人民供应干净、安全的空气和水，也要

提供或支持其它的服务，以惠及所有的老百姓。中国污染厉害，社会安全网严重

不足，公共消费产品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第三点，家庭消费，长远来说应当是中国 GDP 增长的一个引擎。但是中国

现在家庭可支配收入占到整体 GDP 的比重还是低于 50%，所以中国暂时还不能

单单倚赖家庭消费来带动 GDP。 

 

下面还有几点我要跟大家提到： 

 

事实上公共消费产品可以推动 GDP 的发展，但是公共产品不一定会反映在

GDP 上，除非中国开始计算绿色 GDP。事实上环境清洁的结果是不可能以 GDP

来进行量化的。即使 GDP 的增长率降到 4%—5%的水平，但是如果北京生存环

境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事实上也是一件大好事。环境优化带来对所有民众的

好处是没有办法用 GDP 来量化的。 

 

每一个人都在谈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相对来说会放慢，也许会不稳定。

我们看到在今年有这样的一个下降趋势，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这是所

谓新常态。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总体来说比较稳定，固定资产的投资会有所下

降，但是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中国不再需要那么多固定资产投资，因为制造业

不需要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而对于服务业来说，不太需要固定资产投资。家庭

消费对于整体的需求来说，仍然是任重道远，这是因为家庭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例还是偏低，虽然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率已经是实际 GDP 的增长率的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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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 

 

事实上每一个人对于中国下一步的发展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预测，有些人说

大概是在 7%左右，我想其实 7%是我们可达到的一个目标，对于很多的西方媒

体来说，当中国的经济增速从 7.5%跌到 7.2%、7.3%的时候，他们媒体会比较敏

感，但是我想说这完全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接下来

几年会在 7%左右，而对于美国经济来说我也是比较乐观的，可能会有 3.5%左右

的增速。如果我们将这些所有的信息放到 2030 年去看的话，我想届时中国的经

济体量会差不多跟美国达到同一水平，在 2030 年左右，中国和美国将在经济体

量上比肩（见图 17）。当然美国的人均 GDP 届时仍然会比中国要高出 4 倍（见

图 18）。我想在 2060 年左右的时候，很有可能中国的人均 GDP 会赶上美国的人

均 GDP 的水平，但是到那个时候，我们谈的应当是十万美元以上的人均 GDP，

这就是我今天的想要讲的，非常感谢各位。 

 

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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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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