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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 

 

 

2004年，综合考虑有关因素，中国人均GDP的实际水平已经超过1000美元(按1970年的美元)。在
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3000美元的阶段，产业结构将进入急剧变动时期，发展初期积累的各种
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很容易被激化。但是，如果能够处理好过去长时期积累的各种经济和社会
矛盾，国民经济将会在结构升级的同时实现高速增长。因为这一时期中国国民经济增长具有内
在的高增长的动力。

一、大众消费时代来临，多层次的消费结构将拉动经济快速增长 

从入均收入水平和产业产出结构特征来看，参照罗斯托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我国城市
经济已经进入了经济发展四个阶段(准备、起飞、成熟和大众消费)的第三阶段向大众消费阶段
转变的时期。进入这一时期的标志是人均收入水平已经满足基本食物、住房和穿着的消费，汽
车进入大规模生产和家庭消费，家用电器快速普及，消费结构开始升级。农村经济则处于从起
飞向成熟的转变期。在这一阶段，国内需求将会呈现出多层次稳定快速增长的趋势，对经济增
长形成稳定的拉动力。 

目前，农村与城镇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城镇居民的消费已经从小康奔向富裕，进入了消费结构
升级阶段；农村居民进入小康前期，向着大众消费迈进。尽管城镇居民的基本消费和家用电器
消费普及率已经接近饱和，但由于每年有约1500多万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定居，他们需要从
“零”开始购买这些大众消费品。城镇居民中，也有接近半数处于中低收入状态，他们对家用
电器的消费还处于上升期。城镇居民中走向富裕的部分，对这些家电产品的需求开始向高档次
转移，更新换代加快。与此同时我们正处于信息化加快普及的阶段，信息和文化消费已经成，
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 

二、城市化将持续快速发展，生产率快速提高，为内需持续快速增长提供动力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加快了城市化进程，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没有城市化的发展，就无法有
效缩小城乡差距，二元经济结构就无法改变，并有可能导致社会动荡，致使现代化过程中断，
经济增长可能变得毫无意义。在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九个五年计划中，均没有提到城市
化问题，更没有把城市化作为国家战略提出来。但第十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了加快城市化发
展的问题。 

自2001年以来，县及县以下城镇取消了户口控制，取消了一些对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歧视性限
制。一些大城市也有条件地开放了户口控制，城市化发展有所加快。按照新的统计口径，中国
城市化率已从1993年的28％提高到2004年的42%以上，11年上升了1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近
1．3个百分点。虽然有统计口径变化的因 
素，但近几年城市化水平保持年均近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则是不争的事实。各种分析表明，中
国已经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还将会持续15年左右，到2020年，中国的城镇
人口比重有可能达到60％。 

中国内地城市数量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3个增加到661个，其中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40
个，50万至100万人口的大城市54个，20万至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217个。 

城市化快速发展产生了两个转移。一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由低生产率区域向高生产率区
域转移。二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由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显然，这
两个转移都将会促进生产率提高，而生产率的提高是人均收入提高和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这
将会使得国内需求不断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2003年城市经济对中国GDP的贡献率
已超过70％，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增加的城市人口大约为1300万人，将会带动经
济增长1．5％左右。 

尤其重要的是，由于农村生活方式与城市存在较大差别，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正在促进中国的消
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变，而结构变化正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源泉。城市化将是中国经济在
“十一五”计划期间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三、来自全世界的先进技术供给源泉和日益发展的自主研究与开发体系而产生的技术创新推力 

技术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源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得益于源源不断的
先进技术和大量外资的引进。先进生产线和关键技术的大量引进，大大缩短了中国的生产技术
和设备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大量外资的进入不仅仅提供了发展所需要的资本，更重要的是
带来了大量新的技术和管理理念，带来了新的市场经营理念，快速更新了相关的观念。目前中
国经济已经全面融人世界经济，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的各个制造业领域立足，并已经向服务业
领域包括金融保险领域挺进。它们的全面进入不仅仅是为了短期商业利益，而是具有长期立足
中国的战略。跨国公司之间的激烈竞争，已经使得它们不再仅仅将中国视为推销产品的市场，
而是必须把中国作为世界生产基地和研究与开发创新基地，这使得它们必须把最先进的技术和
产品引入中国，在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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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创新
成果还不多，但随着中国自身的科研成果不断逼近跨国公司的技术前沿，出于竞争和占领市场
的需要，跨国公司不得不加快把它们的前沿技术向中国转移。’中国的科技管理体制效率还不
高，国家创新体系还很不完善，但中国本土的大量科研投入在不同领域所取得的研究进展，起
到了加速跨国公司将先进技术向中国转移的作用。 

实际上，中国在诸如叮技术和产品的普及应用程度在某些方面和某些区域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
发达国家。例如，网络设施和移动通讯产品。这表明，在新兴产业和技术领域，中国已经超越
其发展阶段，正在实现跨越型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在传统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新兴产
业在外部引入型技术创新和本土创新双重动力的推动下；也实现着高速增长。这一趋势将会持
续下去，并支持宏观经济高速发展。 

四、劳动力“无限”供给产生的就业压力 

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特点与国际先进的科学技术供给在一种压缩型工业化过程中
激烈碰撞使得中国的经济在生产高速增长的同时失业率上升。这毫无疑问地对中国经济和社会
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就业压力。中国目前城镇约有2400万名失业者，农村有约1．5亿个剩余劳动
力需要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而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参与国际竞争要求不断地提高技术水平，
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几乎所有先进技术都是以节约劳动力为特征的。中国不可能以“技
术退步”的方式扩大就业，即使想这样做，也难以起到作用。因为在主导技术体系内，劳动力
和技术设备是难以相互替代的，高新技术领域尤其如此。 

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在技术快速进步的情况下解决就业问题，由于其具有超级规模的人口，失
业和不完全就业的劳动力规模巨大，其面临的就业压力之大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解决技术创
新型的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上升这一尖锐矛盾，唯一出路是扩大经济规模，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
长，以便提供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保持社会安定，使经济快速增长。 

五、低劳动力成本将会促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 

中国的劳动力过剩的规模和区域差别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低工资的优势仍将持续。即使未
来一个时期内在劳动法逐步得到真正贯彻执行，农民工利益逐步得到保障，使农民工工资水平
平均翻一番，中国的工资水平也依然很低，不会影响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随着
进入WTO的过渡期逐步结束，中国产品出口的潜力将会进一步释放，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高新
技术加工组装业、高新技术产业低端产品等的出口将会进一步大幅度增长。当然，由于中国资
源短缺，原材料、初级产品和能源的出口也将会逐步减少，但这只会增加中国制成品出口的增
长，不会减少中国出口总量。包括汽车在内钓“中国制造”产品，将会在世界市场上占据应有
的位置。2004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1540亿美元。估计到2020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有
可能超过30000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有可能超过15％。尽管国际上存在贸易保护主
义，但随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日益市场化，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是无法阻挡的。这必将拉动中国
经济快速增长。 

2005年5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第3版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电话及传真：010-65125895、010-65137561 

版权所有 (c)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联系我们 E-mail to: iqte@cass.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