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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面临长期繁重的任务…试图提高经

济转型的程度 

中国现阶段要推动经济转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许多途

径,如完善 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推进科技进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提高劳动者素质,推 动管理创新等,但最重要的是深化改革。 

深化改革包括的范围很广,这里主要就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

改革对推 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意义与作用。 
 
中国经济还面临中长期转型升级的繁重任务。中国经济多年来的

高速增长和 粗放扩张,付出了过大的资源环境代价。以2011年为

例,当年中国GDP占全球 总量的10.48%,却消耗了世界60%的水泥、

49%的钢铁和20.3%的能源。这样巨 大的资源消耗是不可持续的。

由于资源大量消耗,而中国资源特别是人均资 源拥有量低,中国一

些主要矿产品如原油、铁矿石等的对外依存度,已从1990 年的5%上

升到这几年的50%以上。资源的大量消耗也带来了环境生态的破

坏。 按照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评价,全国330多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中,有近2/3的 城市达不到二级标准要求,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华

北地区成为全球污染最严 重的地区之一。多年来中国的节能减排

和治理环境的计划指标都没有实现。 
 
科技进步不够快,研究与试验开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低,2000年

才占 0.9%,2008年才占1.47%,2012年占1.97%,低于创新型国家至少

占2%的要求。与 此相对应,中国技术的对外依存度很高,占50%以

上。 

关于《一带一路从愿景到行动》著作的新闻报告翻译，赵可金著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出版 。 

浅谈“一带一路”与中国战略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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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生产汽车第一大国,但几乎所有核心技术和

品牌都是外国的  
 

中国号称“世界工厂”,但是没有一个世界名牌产品。现在,人们

普遍认识到,资 源、环境、生态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最大瓶颈、真正的硬约束, 是关系子孙万代的大问题,中们绝不能

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把生态 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从主要依靠增加 物质资源消耗向

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着力推 进绿

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需要指出,经

济再平衡能够为经济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的条件,而经济的转型升 级

也能有力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当然,经济的转

型升级,需要有较长时间的努力,没有十年八年的攻坚克难是不能够

取得实质性进展的。 

 

适当放缓经济增速,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近两位数增长,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的问题日显 突出,目前已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如果沿着过去粗放

扩张的老路走下去必。 

 

然使资源环境瓶颈约束更加严峻,经济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被强

制硬着陆,跌 入“中等收入陷阱”。而要摆脱上述困境,只有大力

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 

 

为此必须适当放缓经济增速,集中精力抓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

益。中国经济 需要适当放缓增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中国经济在进入新世纪后不时处于过热或偏热状态,经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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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起 连续五年以两位数增长,2007年增速达14.2%,使

“三过”即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 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

差过大问题突出,大量透支资源、环境和过分压 低劳动报

酬。为纠正经济失衡都付出了经济减速(20世纪60年代初甚至

是大 幅度负增长)的代价,看来这次也不会例外。这两年经济

减速,正是为前几年 大赶快上必须付出的代价。 

第二、通货膨胀压力也不小,2009年和2010年中国商品房均价分别

同比上涨 23.2%和7.4%,2010年和2011年CPI则分别上涨3.3%和

5.4%。这就使中国经济 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

加突出,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变得刻不

容缓。2012年,经济开始被迫回调,全年经济增速降至 7.8%,比

上年回落1.5个百分点。现在,许多经济学家都指出,由于中国

人口红 利正在消失和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

率也在下降。据中国 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模型预测:2011—

2015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7.8~8.7%;2016—2020年,降

至5.7%~6.6%;2021—2030年,进一步回落至,5.4%~6.3%。有的

经济学家也撰文提出,中国潜在GDP年增长率将下降至“十二 

五”时期的7.2%和“十三五”时期的6.1%。看来,中国今后很

难再维持两位数经济增长。 

第三、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人均GDP超过5 000美元

以后,经济 增速将逐步放缓。中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经

济持续高速增长,2011年人 均GDP超过5 000美元,2012年人均

GDP达6 000美元,进入中上收入国家行列。 这是一个令世人

瞩目的成就。而根据世界银行对许多国家经济发展史的研究, 

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如果继续沿袭粗放扩张

的经济发展方 式,一味追求经济增速,不更新发展思路和战

略,不协调好经济增长与保护资源环境的关系,不认真改善居

民收入分配结构让老百姓普遍分享改革发展成 果,就会跌入

“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跨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从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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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提 出科学发展观,接着又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

调整经济结构,这些都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确选择和

战略举措。 

 

但是,知易行难。这几年转方式、调结构进展并不顺利,主要是各

方面仍把追求GDP的快速增长放在首位。因此,要真正使社会经济转

移到科学发展的轨道, 就必须放弃唯增长主义,适当放缓经济增速,

告别两位数增长,逐步进入中等 增速阶段,把主要精力用到提高经

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力图做到经济转型、 产业升级、人人共享

改革发展成果。 

 

自疫情在中国爆发以来，人们对处在转型阶段的中国经济表现出

担忧， 认为疫情一旦失控，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骤然失速的风

险。然而，在中国政府、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全社会共同努力下，疫

情得到有效控制，多地新增确 诊病例和疑似病例连续数日为零，

目前防疫工作重点已转向防境外输入病例。 

 

根据国家统计局 3 月 16 日公布的数据，2020 年 1-2 月份，

疫情对中国经 济各项指标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工业生产、服务

业生产下滑，市场消费和 投资减少，采购经理指数（PMI）有所下

降。但整体来看，在各项政策措施作用下，企业复工复产加快，生

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国民经济实现有序运 行，基本民生得到有

效保障。 

 

随着中国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不断拓展，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正加紧展开。中国经济独特的优势

进一步显现，包括充分的韧性、较为充足的政策应对空间以及深化

改革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