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技术进步——不只是钱的事

在一些人看来，政府想加快国家科技发展是轻而易

举的——只需要增加研发经费。然而，这并不是技术进

步的可靠指标，数据显示，全球平均研发支出仅有 2%。

英国的研发支出与 GDP 的比率比德国低很多，但从长期

看，它的 GDP 增速却比德国更快。

中国的研发支出正在快速增加，但这并非由政府政

策主导。这是本土化的现象，它受公司、企业家和跨国

公司以及政府的投入等多重因素影响。

这一趋势凸显了前两个因素的重要性。中国的人均

GDP 增长率加速背后，是更快的物质资本积累（因为较

高的储蓄）和更优质的教育——其劳动力更有能力吸收

现有的来自西方的技术，从而促成更强大的创新，实现

技术上的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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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放缓可能会持续多久 ?

如果中国仍然保持过去几十年推动高增长的比较优

势和差异化因素，为什么这种增长会显著放缓？事实是

在疫情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然放缓。原因何在？

在疫情前，唯一持续下降的领域是中国的投资率，

从 2013 年的 18%，到 2017 年几乎接近 0。政策发挥了

核心作用，政府希望引导中国的经济从以投资驱动型增

长为主的模式过渡到以消费驱动为主的模式，利用政策

限制投资，以推动消费。

此外，诸如中美贸易战这样的地缘政治问题，会产

生什么影响？有数据显示，这其实并不是非常重要的影

响因素。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水平在 2019 年有所下降，但

在 2020、2021 和 2022 年急剧上升。中国对欧洲的贸易

也出现飙升的情况。中国在 2021 － 2022 年从出口中获

利巨大，证明即使是在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疫情中，世界

依然很难和中国脱钩（反之亦然）。

归根到底，经济波动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显而易

见的是，地缘政治问题或政策失误在一定程度上会拖累经

济增速。但是，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路线——或者至

少不去大幅扭转目前的市场改革趋势，那么，它依然可

以实现相对较高的长期经济增速，并在接下来的 10 ～ 20

年间保持平均 5% 的年增速。

政府希望引导中国的经济从

以投资驱动型增长为主的模式过

渡到消费驱动为主的模式，利用

政策限制投资，以推动消费。

中国经济：
历史视角与未来展望

当
我们分析当下中国经济，思考其未来增长机

遇和可能遇到的障碍时，必须将历史背景纳

入思考范畴。中国的历史清晰地表明：相比

那些引发短期经济震荡的“表层”事件，政

治动机引发的经济起落更为猛烈和深刻。

1700 年，中国和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两个单一经济体。

核心的逻辑很简单：是庞大的人口使其拥有庞大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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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量。但这样的状态并不能永续不变。科学思维和工业

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彻底粉碎了传统的经济扩张模

式。在此背景下，中国和印度都在一个（相对）较短的

时间内丧失了它们原先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1820 － 1950 年期间，中国和印度的 GDP 几乎没有

多少增长，而美国的 GDP 则实现了腾飞。到了 1950 年，

欧洲和美国的 GDP 之和占世界 GDP 总量的份额超过了

50%，而中国和印度的 GDP 占比加起来不到世界 GDP

总量的 9%。

人口数量决定经济总量的传统模式已不复存在。科

学方法首先在欧洲，继而在北美得到推崇，为科技突破

和新工业生产方式的推广之间的良性互动奠定了基础。

走上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道路的欧洲和美国主导了

此后两百年的世界经济。中国和印度没有走上这条道路，

由此国运渐衰，乃至其世界经济份额被拥有高生产率的

小经济体（以人口规模而言）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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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教育——为未来夯实基础

谈到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资，中国仍然明显处于平均

水平。但是，让中国脱颖而出的是基础教育（小学和中学）

的不断优质化和普及化。

根据斯坦福教育质量指数（Stanford Index of Qual-

ity of Education）数据显示，大部分东亚经济体及西方发

达经济体都名列前茅，而发展中国家则多数垫底。中国

是一个例外：这是一个提供了相对优质基础教育的发展

中经济体。基础教育的质量对经济体的发展会产生巨大

影响——斯坦福大学研究表示，教育质量增长 2%，可以

转化为人均 GDP 增长 1%。这是中国常年跑赢其他发展

中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有助于说明中国的“创新

之流”正在超越过去几十年的“山寨战术”，走向真正

意义上的本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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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与公平
——永恒的经济拉锯战

一个国家的政治进程对其长期经济前景的影响至为

深远。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效率和公平这两者之间的永恒

拉锯。

资本主义强调效率，信奉“优胜劣汰”，追求“效

率至上”。

在亚当·斯密写下《国富论》这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

的伟大作品后的 100 年间，关于如何在创造更高经济增

长和效率的同时实现社会所有成员更公平待遇的思潮，

越来越受到关注。

每个国家都面临着效率和公平之间的拉锯战，这对

矛盾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困扰着各国的领导者们，在当

下中国的政治思维中同样占据着重要地位。

腾飞与陷落
——政策对中国经济命运的影响

在新中国成立 30 年后，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政策

将大量市场经济要素引入了中国经济，使得中国经济在

1978—1988 年实现了年均 10.2% 的 GDP 增长率—— 

远超前 30 年年均 3.9% 的 GDP 增长率。虽然中国经济

在 1989—1991 年经历了一次大幅下滑，但此后成功走

出低谷，进入了年均 GDP 增长率超过 10% 的“经济起

飞期”（1992—2000 年）和“入世红利期”（2001—

2007 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直到 2008—2009 年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才告一段落。

如果中国没有摒弃自我封闭和中央计划的经济模式，

如果中国没有拥有成为世界工厂所必需的丰富劳动力资

源和相对成熟的工业基础，如果中国没有遇到全球化时

代所带来的对制造业产品的巨大需求，中国经济奇迹就

不会发生。

靠着邓小平时代推出的一系列遵循 “效率优先”原

则的经济政策，中国经济取得了蓬勃发展。和其他各国

政府一样，中国面临着在经济繁荣和社会公平之间取得

平衡的挑战，这个挑战在中国的规模和复杂性是任何其

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追求效率和公平
——中国式现代化

任何经济体，无论曾经多么成功，都不可能永远保

持高速增长，其增速迟早会平缓下来。在中国，经济增

长的放缓被视为“新常态”，即从数量型经济向质量型

经济转型过程中几乎不可避免的现象。

至关重要的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对在经济发展新阶

段提升社会公平性有着强烈意愿。习近平主席在 2022

年 10 月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是实现经济发展

中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统筹兼顾，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帮

助数亿中国人脱贫是实现这个目标的起点，后面将通过

积极的财富再分配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而具体做法和

时间表的推出则仍需假以时日。

中国经济的未来展望

2022 年年底防疫政策调整后国门的开放，标志着疫

情对中国经济在 2020—2022 年的短期冲击的结束。中

国经济正在走出低谷，但其恢复程度仍待观察。

可以确定的是，政治因素仍将继续影响中国经济的

深层趋势。未来中国经济的成功，离不开政治领导力所

提供的确定性和对开放型市场经济的坚定承诺，以及政

府在市场中扮演可靠和可信的角色。

这些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实现中国式现代

化绝非旦夕之功。我们或许需要十数年，甚至数个十年，

才能看到中国社会中人人公平享受更高效率所带来的发

展成果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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