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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影响因素归结为 7 方面: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

速推进为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提供了充足动力 ; 大众消费时代来临 , 消费需求成为支

撑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最稳定的因素 ; 对外开放的深化 , 对中国经济具有重要推动作

用; 高储蓄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证 ; 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和日益

提高的劳动力素质成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基本要素; 技术进步是中国经济持续高

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改革成就了中国经济的奇迹。同时, 本文认为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结构失衡的压力、来自分配差距扩大的压力、面临资源和环境方面的

压力和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压力。综观中国经济的全局, 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还没有

改变, 只要我们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 坚持以人为本 , 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

认真对待、妥善处理好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 在未来 10—15 年时期里 , 中国经济继

续保持 7%以上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 从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问

题看, 今后中国最为重要、最为迫切的是要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保持和谐发展, 更加重

视协调发展 , 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 更加重视结构优化 , 更加重视深层次的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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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 28 年以来 , 中国的经济“奇迹”为世人所瞩目 :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 1979—2006

年, 中国 GDP 年均增长 9.8%, 到 2006 年, 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 209407 亿元人民币 , 按照汇率

折算经济总量列世界第 4 位; 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 2006 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量达 1.76

万亿美元 , 继续居世界第 3 位 , 比 1978 年增长了 30 多倍 ; 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上升得更快 ,

1990 年占世界出口总额的 1.9%, 2004 年上升到 6.5%, 中国占世界进口总额从 1990 年的 1.5%上升

到 2004 年的 5.9%; 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 , 质量不断提高 , 2006 年末 ,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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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总额达 6918 亿美元, 成为外商直接投资最大目的国之一。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中国对全球经

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经济的停滞不前, 在支持和帮助驱动亚洲

经济增长中中国扮演了关键角色。并且, 由于欧洲经济增长仍然黯淡无光, 中国经济增长所提供的

机会对亚洲以外的世界也日益重要。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 自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了 13%, 使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经济的领跑者。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方面的矛盾和冲突 : 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

不断扩大, 环境和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日益严重, 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就业需求与单位资本提供的

就业量日趋减少的矛盾日益突出, 腐败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增长形成阻碍。为此, 有不少经

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奇迹”的持久性表示怀疑。1997 年 ,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劳伦斯·克莱茵问

道:“中国经济在 19 年中的惊人表现还能再持续 10 年、20 年或 30 年吗? ”在继续高增长 10 年后的

今天, 我们仍面临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在未来 15 年甚至更长时间内, 中国能否继续创造经济奇迹?

二、驱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

追求经济增长是任何一个国家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什么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在所有国家

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中, 哪些因素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呢? 20 世纪 40 年代, 经济学家强调资本对

于长期增长的重要性。20 世纪 50 年代, 经济学界开始不满于狭隘地以资本聚集来解释经济增长过

程, 提出了总量生产函数的概念, 这个概念反映如资本、劳动力、技术一类投入与预期产出量之间的

一种关系。这一阶段, 劳动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的理论开始复活( 其实 , 19 世纪的一些理论就

曾断言人口增长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 并且 , 经济学家也不再从一个既定生产函数的角度

来思考经济增长问题, 而是认识到更优良的技术会提高生产函数的水平。至此, 从 20 世纪 60 年代

起, 技术创新就成了探索经济增长原因的核心问题。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经济学家开始强调更好

的教育和技能培训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 这一研究思路突出了一种深刻的认识: 要保证不断增多

的存量资本在应用中具有不断上升的资本生产率 , 就必须具备较好的技术知识和较好的技能 , 即

“发展的软件( 技能、技术知识和组织知识) 能确保发展硬件( 资本、劳动) 变得更有效率”。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伴随着新制度主义思路的兴起与发展 , 制度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融为一体 , 制度学派认

为, 不涉及制度就不可能解释经济增长率上的持续差异。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 是什么因素驱动了长达 20 多年的经济增长? 又有哪些因素能够

保证走上真正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之路?

1.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为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提供了充足动力

我们对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表明 , 近 10 年来 , 中国绝大多数地区都在加速工业化

( 见表 1) , 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经济大国。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 50%, 不

仅远远高于 2000 年发达国家 28.6%的该比例值, 而且也远高于 2000 年发展中国家 33.4%的比例。

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 1990 的 41%提升到 2005 年的 54.9%( 国家统计局, 2006) , 中国经

济增长表现出了工业化引导的强烈趋势。特别是 2000 年以来, 由于汽车、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最

终需求的强劲增长带动了对钢铁、机械、建材和化工等中间品需求和产量的迅猛增长 , 而中间产品

需求和生产的大幅度增长又引起了对煤炭、石油及电力等能源需求的大幅度增长, 从而形成了一批

集成资本与技术、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导产业群。根据工业化的有关理论和工业发达国家发展的

经验事实, 结合中国工业结构的变化趋势 , 我们认为 ,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推进到了工业化中期

阶段。也就是说,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远没有结束, 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 加之生产梯度推移和产业

升级效应, 将促使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会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

统计数据显示 ,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伴随着明显的城市化进程的。

1978—2005 年, 我国城市化率提高了 25.07%, 平均每年增加 0.93 个百分点, 城市人口增加了 38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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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 32 44 72 2.4 4.4 7.0 加速

中部 6 13 24 1.4 2.0 2.8 加速

西部 5 9 20 0.8 1.7 2.8 加速

东北 27 34 41 1.4 1.6 1.8 加速

浙江 32 47 75 3.0 4.8 7.0 加速

广东 35 55 77 4.0 4.7 5.5 加速

江苏 34 45 73 2.2 4.3 7.0 加速

山东 20 33 51 2.6 3.4 4.5 加速

内蒙古 5 13 33 1.6 3.1 5.0 加速

福建 21 35 47 2.8 2.9 3.0 加速

吉林 16 24 40 1.6 2.7 4.0 加速

天津 73 83 94 2.0 2.3 2.8 加速

宁夏 11 15 32 0.8 2.3 4.3 加速

河北 14 24 34 2.0 2.2 2.5 加速

湖南 2 11 22 1.8 2.2 2.8 加速

北京 81 92 100 2.2 2.1 2.0 -
湖北 13 28 31 3.0 2.0 0.8 减速

陕西 10 14 28 0.8 2.0 3.5 加速

青海 7 15 25 1.6 2.0 2.5 加速

江西 2 8 19 1.2 1.9 2.8 加速

山西 28 22 44 - 1.2 1.8 5.5 加速

新疆 9 17 25 1.6 1.8 2.0 加速

河南 6 11 22 1.0 1.8 2.8 加速

安徽 4 7 19 0.6 1.7 3.0 加速

黑龙江 22 33 36 2.2 1.6 0.8 减速

四川 4 8 18 0.8 1.6 2.5 加速

上海 89 100 100 2.2 1.2 0.0 -
辽宁 38 43 49 1.0 1.2 1.5 加速

海南 6 10 17 0.8 1.2 1.8 加速

广西 2 4 13 0.4 1.2 2.3 加速

云南 15 13 22 - 0.4 0.8 2.3 加速

贵州 4 6 11 0.4 0.8 1.3 加速

甘肃 15 11 20 - 0.8 0.6 2.3 加速

西藏 0 0 0 0.0 0.0 0.0 -
重庆 - 15 28 - - 3.3 -

全国 18 26 42 1.6 2.7 4.0 加速

1995 2000 2004 1995—2000 1995—2004 2000—2004
地区

工业化综合指数 工业化年均增长速度
类型

1995—2004 年中国各地区的工业化速度表 1

资料来源: 陈佳贵 , 黄群慧 , 钟宏武.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和特征分析[J]. 经济研究 , 2006, ( 6) .

万人, 平均每年增加 1443.2 万人。大批农民向城市转移, 一方面促进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并对城市基础设施产生巨大需求, 带动投资需求迅速扩张; 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增加促进城市消费

需求的增长。城市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会逐渐向农村扩散, 带动全社会总需求的增加,

从而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目前中国城市化水平只有 43%, 位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

段, 内生性需求使得城市化成为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可抗拒的经济发展规律, 预计到2020 年

城市化率将达 60%。城市化对中国经济社会的作用是非常深刻的, 它不仅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

要潜力 , 而且还对改变社会人口结构 , 影响人们消费需求 , 进而对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的变化都将

产生重要作用。可以说, 城市化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中长期和短期问题的关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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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众消费时代来临, 消费需求成为支撑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最稳定的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 无论从 GDP 总量还是拉动 GDP 增长速度上看 , 最终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

的贡献几乎都是最大的( 见表 2) 。

1986—1990 63.4 36.7 - 0.1 1990 45.5 20.3 34.2

1991—1995 58.7 40.3 1.0 1995 57.7 39.5 2.8

1996—2000 59.4 37.6 3.0 2000 75.5 24.3 0.2

2001—2005 55.7 41.5 2.8 2005 37.4 39.3 23.3

1981—1985 66.1 34.5 - 0.6 1985 66.5 55.0 - 21.5

构成( %) 贡献率( %)

消费 资本形成 净出口 消费 资本形成 净出口

支出法估算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 2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2006 中国统计摘要[R].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2006.

从基本国情看,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市场空间和需求潜力十分巨大。

2005 年底 , 总人口已达 13 亿 , 城市和城镇的实际居住人口接近 6 亿 , 呈现出庞大的消费品市场基

数。2006 年中国人均 GDP 已经突破 2000 美元, 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但一直保

持着持续增长态势, 为消费需求的持续扩大创造了条件; 从经济运行轨迹看, 居民消费结构的每一

次升级都会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在农村, 以家用电器为主的第二次消费结构升级已由

沿海扩展到越来越多的内陆地区; 在城市, 以改善住行条件为代表的第三次消费结构升级开始启

动, 住房消费、汽车消费、电子通信产品消费、教育消费等消费品市场十分活跃。在大中城市轿车已

经开始快速进入居民家庭。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不仅拓宽了产业发展的空间, 也扩大了市场化投资

的空间, 进而支撑了中国新一轮经济的快速增长。一些研究认为, 中国消费者的影响可能与过去 10

年内中国生产商对制造业和资源类企业的影响一样深远 , 到 2014 年 , 中国消费者很可能取代美国

消费者而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乔纳森·沃特泽尔, 2007) 。

3. 对外开放的深化, 对中国经济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的近 30 年, 中国进出口总额从 1980 年的 380.4 亿美元增加到 2006 年的 1.76 万亿美

元, 年均增长率 19.2%, 已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伴随着对外贸易量的增长迅速, 贸易商品结构也

有了很大改善, 高技术产品出口迅速增长, 成为提供贸易顺差的重要产业之一。从 20 世纪 90 年代

末期,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 FDI 的主要东道国之一, 吸收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做出了突出的贡

献。2006 年, 中国吸引外资 694 亿美元, 列全球第三位, 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吸引外资为增长和就业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数据表明, 2005 年, 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总工业增加值的

28.6%, 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额的 20.7%, 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中的就业人员占工

业企业就业人员总数的 24%以上( 江小涓, 2006)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中国继续扩大开放成果, 形

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 与外部经济关联度不断加深。

4. 高储蓄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 GDP 的增长已经越来越多地依靠投资拉动, 1978—2000 年平均投资率为

37.3%, 2000 年以后, 投资率进一步攀升, 2006 年达 52.5%的历史最高水平。没有资本的形成和积累

就没有经济增长。而投资最终来自储蓄, 储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资本支持。中国是高储蓄率

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高投资率拉动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得益于国内储蓄率的高速增长。1978

年我国总储蓄率为 37.9%, 2006 年上升到 49%。目前, 主要发达国家的居民储蓄余额占 GDP 比例大

多在 15%—20%之间 , 亚洲国家居民储蓄余额占 GDP 比例基本在 30%—50%之间 ; 中国居民储蓄

余额占 GDP 比例在 2005 年末已经接近 80%。高储蓄率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一大特点。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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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有的人口发展变化曲线看, 中国人口总量 2030 年达到最高点 , 为 14.06 亿; 劳动人口在

2020 年左右达到顶点 , 为 9.23 亿; 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在 2020 年之前不会绝对减少 , 这期间劳动年

龄人口比例仍将保持相对高的水平。因此, 未来一段时间内, 保持充足的劳动力供给, 维持一个较高

的储蓄率是可能的。

6. 技术进步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后, 中国在技术创新的路径选择上基本上采取了引进吸收和自主研发体系相结合的

思路。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的各个制造业领域立足, 它们把中国作为生产和研发基地, 把最先进的

中国高储蓄率的一个基点是改革开放后人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1979—2005 年间, 农村居民和城

镇居民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分别为 7.0%和 6.9%。第二个解释高储蓄率的原因来自住房、医疗、保

险和教育的市场化改革, 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高储蓄所带来的快速资本积累

成为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最基本的保证。

5. 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和日益提高的劳动力素质成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基本要素

中国人口总数和劳动力资源总数都位居世界第一。粗略测算, 1978—2003 年以来, 劳动力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达 10.6%( 见表 3) 。除了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外, 中国的人口素质也逐步提高。最

新的人口普查与 1990 年的普查相比 : 人口的粗文盲率 ( 15 岁及以上文盲占总人口的比重 ) 为

6.72%, 下降了 9.16 个百分点。同时, 平均每 10 万人中具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变化较大 , 具有

大学以上程度的由 1422 人上升为 3611 人, 增长了 154%; 具有高中程度的由 8039 人上升为 11146

人, 增长了 39%; 具有初中程度的由 23344 人上升为 33961 人, 增长了 45%; 具有小学程度的由

37057 人下降为 357O1 人, 下降了 4%。2005 年最新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 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

比, 具有大学程度的人口增加 2193 万人, 高中程度的人口增加 974 万人, 初中程度的人口增加 3746

万人, 小学程度的人口减少 4485 万人。①人力资本提高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GDP 资本 劳动力 TFP 增长率

1986—1989 8.9 9.8 2.6 2.0

1989—1997 11.2 11.2 1.1 4.0

1997—2000 7.7 10.7 1.1 0.8

2000—2003 8.4 10.5 1.1 1.6

1990—2003 9.7 10.9 1.1 2.7

1978—2003 9.4 9.9 2.5 2.4

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1978—1985 52.00 12.70 35.30

1986—1989 66.10 11.70 22.20

1990—1997 60.00 3.90 36.10

1997—2000 83.40 5.70 10.90

2000—2003 75.00 5.20 19.90

1990—2003 67.40 4.50 28.00

1978—2003 63.00 10.60 26.20

1978—1985 9.8 8.5 3.1 3.5

GDP 及各要素的增长率

根据生产函数测算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表 3 单位: %

资料来源: 李善同.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经济增长前景分析[J]. 管理世界 , 2006, ( 9) .

① 本文有关人口的资料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次人口普查数据 , 下文中 2020 年和 2050 年的数据为作

者根据趋势外推方法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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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产品引入中国, 并开发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生产技术和产品。与此同时, 中国自身的研究与开

发创新能力也在不断提高, 企业创新的实力在上升。诸如 IT 和产品领域的普及应用程度, 中国在某

些方面和某些区域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这意味着, 传统产业经过改造获得高速增长的同

时, 新兴产业也实现着高速增长。比之发达国家, 我们的科技发展水平还存在距离。中国与发达国家

存在的技术差距和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使得中国在传统产业仍具有很大增长空间的同时, 具备了

经济增长的后备新兴产业。

中国政府已经把加强自主创新和知识扩散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推进。到 2020 年, R&D 投

入占 GDP 的比重要从 2005 年的 1.35%提高到 2.5%; 科学技术进步对 GDP 的贡献率从现在的 39%

提高到 60%; 中国的专利和论文被引用数目从现在世界第 20 位希望上升到第 5 位。可以说, 未来中

国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体现技术创新的推动力。

7.“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改革成就了中国经济的奇迹

中国开创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渐进式改革模式。“中国模式”的特点是: 从基本国情

出发,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逐渐改革旧体制的同时, 加速发展“新体制”。在转型过程中, 各种

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等相应发展起来, 市场交易的规则和制度也逐步建立完

善, 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中国模式的改革不仅为经

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而且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随着改革的

深化, 制度创新还会继续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制度的主要功能是为经济增长提供自由环

境, 一种能够提供个人激励的有效制度是经济活力的源泉。“中国模式”的经验在于: 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从基本国情出发;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正确处理改

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坚持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 坚持把城市改革与农村改革结合起来。

三、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问题

作为一个人口庞大的发展中国家 , 中国近 30 年的持续高增长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奇迹 , 但在这

个过程中也累积了很多问题, 特别是最近一些年里, 结构失衡、收入差距拉大、环境压力增加等矛盾

更显突出。这些问题不仅提高了经济发展的成本, 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效率, 而且也成为制约整体经

济长远发展的瓶颈。

1. 结构失衡的压力

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投资与消费的结构严重失衡, 投资率过高、消费率偏低。投资

率长期过高, 加上投资结构的不合理, 不仅削弱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 还导致第三产业增长滞后, 也

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最终影响宏观经济总体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我国区域经济结构也存在严重的不平衡问题, 全国的生产力和经济活动不断向经济繁荣的东

部沿海地区集中, 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下降。近些年, 虽然国家实施西

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 但是地区之间的差距还在扩大, 这不仅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国民

经济的持续发展, 而且也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

近年来, 中国的贸易不平衡呈现进一步加剧的态势。在过去的 15 年中, 中国一直保持“双顺差”

局面。2005 年, 经常项目顺差达 1608 亿美元, 资本顺差达 629 亿美元。2006 年, 这一趋势继续保持,

推动了外汇储备高速增长, 现在已突破 1 万亿美元大关。“双顺差”本身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国际收支

格局, 持续扩大的双顺差局面很可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

2. 来自分配差距扩大的压力

中国在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 收入分配差距在逐步扩大。主要表现为: 一是总体上看居民收入

差距逐年拉大。1981 年基尼系数是 0.288, 1990 年是 0.343, 1999 年是 0.397, 进入新世纪后则基本

上在 0.400 以上的水平发展, 2003 年达到 0.460 后继续增加 , 基尼系数目前已经接近 0.500; 二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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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居 民 收 入 差 距 不 断 扩 大 。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之 比 , 1990 年 为 1∶2.2, 1995 年 为 1∶2.71, 2000 年 为

1∶2.79, 2005 年扩大到 1∶3.20; 三是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2005 年, 最高的省( 上海) 与最低的省( 贵

州) 收入差距超过 4 倍; 四是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行业间收入差距

开始显现, 到 90 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人均收入之比为 2.23∶1, 2000 年又上升到

2.63∶1。2000—2004 年, 4 年间行业差距扩大了 1.6 倍; 五是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

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近 2 年, 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长。

从某种程度上说,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国家而言, 收入差距扩大有其客观性。但应注意

到, 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不仅可能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 , 从而对经济长期增长产生不良影响 , 而且

也对整个社会的稳定造成潜在、巨大的威胁。

3. 面临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压力

从资源供给看, 中国资源的主要特征是人均拥有资源量低。人均淡水、耕地、森林和草地等资源

占有量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改革开放后 20 多年来, 人口的增加与资源

的有效性和稀缺性的矛盾日益增加, 经济发展模式仍是以“高投入、低效率、高污染”为代价, 以数量

求发展的粗放型经济增长, 加快了自然资源尤其是那些不可再生资源的耗费速度。经济发展与资源

短缺矛盾日益尖锐, 使自然资源愈来愈成为中国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制约因素。

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在于: 一方面, 经济的高速增长、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对能源、资源的巨

大需求, 使得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在不断增加; 另一方面 , 地方保护主义、资金投入不足、治污工程建

设滞后、结构性污染依然突出等多种原因, 使得治理污染的速度赶不上环境破坏的速度。而且, 环境

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贫困问题、社会风气问题、社会失范问题, 人口问题等交叉、重叠, 进一步加剧

了解决环境问题的难度。

4. 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压力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 在人口数量控制方面取得了明显实效, 在短短

30 年时间里实现了西方许多国家用了上百年时间才实现的向人口低增长的转型。人口政策在取得

明显实效的同时, 也带来了一个未曾遇到过的问题———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显示: 65 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 1953 年为 4.4%, 1964 年为 3.6%, 1982 年为 4.9%,

1990 年为 5.6%, 2000 年上升到 7.0%, 2005 年上升到 11.5%。研究表明, 21 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

可逆转的老龄社会。据预测, 2020 年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 12.0%, 高出世界平均水平 3 个百

分点 , 开始步入老龄化严重阶段; 到 2050 年 , 老年人口比例最高峰值可上升到 23.0%左右 , 高出世

界平均水平 7 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 9 个百分点, 步入超高老龄化国家行列。①

中国老龄化问题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未富先老”。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 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基本上在 5000—10000 美元, 目前平均达到 20000 美元左右。而中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刚刚 2000 美元。中国的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 这意味着, 中国必须以比发达国家

弱少得多的人均社会财富和长度短得多的时间来应对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 高辉清, 2006) 。

四、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和谐发展战略

综观中国经济的全局, 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还没有改变, 只要我们认真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 坚持以人为本, 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认真对待、妥善处理好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

题, 在未来 10—15 年时期里, 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在 7%以上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 从

我们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问题看, 今后中国最为重要、最为迫切的是要在科学发展观的统

领下保持和谐发展。

① 2000 年以前的数据来自历次人口普查数据 , 2020 和 2050 年为作者根据趋势外推方法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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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加重视协调发展

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 , 实现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之

间的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就是更加重视“三农”问题, 深化农村改革, 完善支农惠农的政策措施,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减轻农民负担, 增加农民收入, 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立新型

农村社会保障体制, 加速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就是在充分考虑各地自然禀赋与经

济基础差别的基础上, 逐步建立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 实现区域发展战略从沿海优先发展

向区域协调发展的全面转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核心, 是在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基础

上合理定位, 通过突出各自的发展重点塑造竞争优势。东部地区要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方面走在全

国前列, 优先发展高技术产业、出口导向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中部地区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依

托中心城市和主要经济带构建一批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工业增长极, 推进能源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工

业的集群发展; 西部地区要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 , 以市场为导向 , 构建起有竞争力的西

部特色产业群。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就是要加快社会领域改革和体制创新 , 增强对科技、文化、教

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入, 加快社会事业的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就是要坚持可持

续发展理念和政策, 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推动整个社会走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就是要注重利用外部有

利条件和发挥自身优势相结合, 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更好地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

2. 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长期以来, 我们普遍重视经济增长的速度,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资本、自然资源和土地等要

素的投入数量增加, 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不仅效率低, 浪费了大量的资源, 而且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目

前, 我们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 重化工业的大发展不仅是工业化进展到一定

阶段的必然, 而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 重化工业具有资本有机构成

较高、投资需求大、能源消耗大等特征 , 因此 , 发展重化工业必须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工业化道

路 , 强调集约式、高效益的重化工业发展路径 , 依靠信息技术、节能技术以及环保技术等领域的创

新, 最大限度地缓解重化工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 使重化工业也能够以最小的资源和环境

代价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

从国际经验看, 许多国家, 特别是后起发展国家, 从初期的粗放型增长逐步转变为集约型增长,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发展。不管是源于新发明和技术进步, 还是结构调整、

规模经济、组织变革、管理方式改变、劳动力素质提高等因素的作用, 创新的本质涵义都是指通过生

产要素有机组合变化, 提高要素效率 , 从而突破经济资源的瓶颈约束 , 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因

此, 要加强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 , 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

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3. 更加重视结构优化

需求结构方面, 重点调整和改善投资和消费不平衡问题。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投资率偏高、

消费率偏低的问题,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结构性问题 , 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收入

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有关, 或者说这些经济结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收入分配问题的反映。因此, 要

提高消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 调整收入分配政策 , 不断提高居民收入 , 特别要重视提高中低

收入居民的收入。

供给结构方面,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就三次产业结构而言, 要改善现有的产业增

长格局, 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 , 要从改革体制、加大投入、完善政策等方面 , 鼓励和支持服务业加快

发展, 尤其要发展物流、金融、信息、咨询、旅游、社区服务等现代服务业。要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振兴装备制造业, 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 , 有序发展替代能源 , 广泛应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等实现产业结构由高消耗、粗加工向高效率、精加工转变。要加大推进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 加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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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企业的发展 , 形成一批大的企业集团 , 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水平和产业进步 ; 要注重中小企业的发

展, 推动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形成分工合作的关系。

4. 更加重视深层次的改革

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当前, 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障碍严重阻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行政机

构的改革、垄断行业的改革、分配制度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教育与就业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

改革、医疗体制改革、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改革等都有待进一步推进和深化 , 这些改革将成为推

动中国经济和谐发展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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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conomy: From Rapid Growth to Harmoniou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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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 the main factors that have driven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last 28 years: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provides powerful engine for China’s long economic growth,

with mass consumption age around the corner, consumption demand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China’s

long term economic growth; further opening - up and reform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ustaining China’s fast

economic growth, large amount of savings provides adequate financial support to China’s sustained rapid economic

growth; rich labor supply becomes a basic element supporting China’s sustained rapid economic growth, effects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ave been prominent during the long tim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China has created a world class miracle, but has also encountered and

accumulated many problems. Particularly, problems, such as imbalance of economic structure, widened income

discrepancy and higher environmental pressure, have increased the cos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duced

efficienc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ave become the bottleneck constraining China’s long - term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ewing the whole situation of China’s economy, the factors supporting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have not changed. If China adopt the scientific view of development, stick to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

oriented management, and develop economy in a holistic, harmonious and sustainable fashion, and properly deal

with various conflicts and problems facing China’s development, it is possible to maintain the growth speed at 7%

in next 10- 15 years. However,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ge and various problem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most urgent issue in China is not the simple pursuit of growth speed; instead, we shall achiev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in line with the scientific view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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