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搜索       

 ▲ 世界经济研究

 ▲ 中国国际地位报告

 ▲ 经济强国研究

 ▲ 新开放观研究

  权威报告

 ◆ 国际组织

 ◆ 中国政府

 ◆ 各国政府

 ◆ 研究机构

 ◆ 专家报告

  学科资源

科研成果

承担课题

学术活动

获奖情况

  站点工具

  联系我们

  关于网站

 

中国经济竞争力名大于实 

作者:袁元 时间:2006427 16:24:15 阅读:441

 

  “经济现代化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赢家将会垄断世

界市场、控制世界资源、掌控世界规则、操纵他国命运；而

输家则是市场被人占有、资源被人利用、观念被人引导、前

途被人控制”。   

   ——《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简称《报告》）课题组

负责人、中科院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这样向《瞭望新

闻周刊》描述对于经济现代化的认识。  

    不同于研究发展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何传启和现代

化研究中心选择了一个更大视角，即从现代化角度来看经济

的发展。摆在记者面前的厚厚一本研究报告中，汇集了他们

对世界经济现代化的300年时序分析和8个截面考察，以及

对131个国家52年的定量评价。  

    在纷繁的数据中，最夺人眼球的是这样的结论：中国

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名列前茅，但经济比重相对不高，经济质

量中等偏下，效率差距为24～73倍；与世界大国比较，中

国经济效率相差100年，经济结构相差100年，经济水平相

差100年，绝对速度相差15倍。  

   当中国经济越来越受到外界异乎寻常的赞誉时，这样的

结论如同一盆冷水，令人清醒。  

   如何衡量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实际情况，如何判断中国经

济现代化的水平？何传启引入了两个层次的比较空间中。一

个是世界经济的范畴，旨在识别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角

色以及角色的变化；另一个则是与世界经济大国之间的横向

比较。何传启选择了2001年各经济体的表现展开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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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刻画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形象，可以从中国经济总量

的世界排名和世界比例、中国经济水平的世界排名和世界差

距这4个方面着手。  

    何传启告诉记者，在研究中，他们选择了ＧＤＰ、Ｇ

ＮＩ、进出口、工农业增加值、制造业、服务业增加值、能

源消费、劳动力、人口、耕地等十多个指标，比较的跨度涉

及从1960年到2001年的30多年。分析中国经济总量的世界

排名和所占比重，可以掌握中国经济的规模特征，从而了解

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  

    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具有真正世界影响力的在于中国

的市场潜力、能源和农业等。由于中国人口和劳动力规模排

名世界第一，所占世界比重超过20％，这意味着潜在市场巨

大；能源消费排世界第二位，比重超过10％；农业增加值位

居世界首位，所占比重超过10％，由于人口世界第一，所以

中国农业政策对世界农业经济影响很大。制造业、进出口的

世界比重虽然不大，但上升比较快，进出口总量排名大幅提

升，制造业增加值也位居世界第三位，正在形成世界影响

力，这些都表明中国经济对世界影响的扩大。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经济总量的世界排名比较靠前，

但多数经济指标的世界比重并不高。例如，2001年ＧＤＰ

和ＧＮＩ的世界比重不到4％，比1960年的世界比重还低一

些，排名也与1960年一样，这说明中国经济的世界地位并

没有明显改变，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也不应高估。  

    如果说，中国经济的规模特征反映了中国经济的世界

影响力，那么，中国经济的质量和水平特征则可以反映中国

经济的世界竞争力。  

    何传启分析说，中国经济质量的世界排名，大体处于

中间偏下的位置，这与中国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的前列位置是

不同的。尽管2001年中国经济效率指标的世界排名，大大

高于1990年和198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ＧＤＰ和

ＧＮＰ、工业生产率、人均制造业和因特网普及率等5个指

标也已排名世界第70名以内。但是，全员劳动生产力、能源

使用效率、人均国际贸易、农业劳动力比重、服务业劳动力

比重和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等6个指标仍排名世界第80名以

后，这是中国经济的薄弱环节。而且中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占ＧＤＰ比例）的世界排名为第117位。可见，经济结构

调整的任务还很艰巨。  



    而中国经济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则可从经济效率

和经济结构两个方面得到反映。  

    2001年，中国经济效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相对差在24
倍到73倍之间，绝对差在32000美元到83000美元之间。

2001年中国经济效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的相对差距，在8倍到

26倍之间。中国劳动力结构与世界先进水平比较，农业劳动

力比重的相对差距达到13倍，服务业劳动力比重的相对差距

为2．6倍。中国产业结构与世界先进水平比较，农业增加值

比重的相对差距为8倍，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相对差距约为2
倍。中国人均国际贸易量的世界差距非常明显，相对差距达

到46倍。  

    在另一个比较层次中，何传启从经济效率、经济结

构、经济水平和经济速度等4个角度向记者展示出中国与世

界经济大国的此消彼长。  

    从经济效率来看，2001年中国人均ＧＤＰ与发达国家

的差距仍然很大。其年代差，中国与美国和英国的差距超过

100年，与法国和德国的差距超过70年，与意大利和日本的

差距超过40年，与巴西和墨西哥的差距超过20年。  

    从经济结构来看，2000年中国产业结构，大致与美国

1913年和英国1870年相当；2000年的就业结构，大致与美

国1870年相当，比英国的1820年还要低。  

    从经济现代化水平来看，2001年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

仅为发达国家的16％～22％。综合年代差为，中国与美国

和英国的差距超过100年，与德国和法国的差距超过80年，

与意大利和日本的差距超过40年，与巴西和墨西哥的差距超

过30年。  

    从经济增长速率来看，尽管中国经济年增长率超过美

国，但是年增长量却小于美国。2000年，中国人均ＧＤＰ

年增长量为58美元，美国人均ＧＤＰ年增长量为851美元。

同时，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在扩大。2000年，中国

与美国人均ＧＤＰ的差距扩大了793美元，与日本扩大了

914美元，与英国扩大了772美元。  

    因此，何传启将中国经济的比较特点概括为：世界影

响力比较大，国际竞争力比较小。因为，虽然经济总量名列

前茅，但经济比重不高，经济质量、经济水平、经济效率、

经济结构和绝对速度差距明显。  



    何传启认为，差距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中国经济发

展曾经历了两次中断和倒退，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国

现代化倒退了20年左右；第二次是“文革”前后。改革开放

前，中国与世界经济先进水平的相对和绝对差距都在逐年拉

大。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水平开始恢复，相对差距

逐步缩小，但由于我们增长的基数太小，绝对差距仍在不断

扩大。  

    21世纪前50年，中国经济现代化将是全球化和知识化

条件下的经济现代化，中国有5个方面的竞争优势：有民族

复兴的强大社会基础；规模世界第一的人力资源；规模世界

第一的潜在市场；规模世界第二的科技人力资源；中国是联

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资料：“运河战略”十大建议  

   怎样在未来50年里完成别人300年走过的路，赶上世界

先进水平？《报告》中提出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运河战

略”。何传启解释说，我们不必重走发达国家先工业化后知

识化的路，可以在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两个阶段间开辟一条

“经济运河”，使新工业化和知识化协调发展，这样就有可能

大大缩短现代化进程。实行这种战略后，预计我国经济现代

化将在2050年进入世界前40名，在21世纪末进入前10名。  

《报告》提出10项建议：一是组织研制和实施中国经济现代

化和地区经济现代化量化目标的路径图；二是在21世纪前

50年以提升经济质量为重中之重，实现经济战略的两次转

型，全面提高劳动力素质；三是在21世纪前30年完成新工

业化和信息化，实现工业化模式的六个转变；四是在21世纪

前30年基本完成经济基础设施现代化；五是推进经济结构的

战略转型，完成产业结构和十大产业的战略调整，积极推进

高技术产业等；六是持续推进流通、消费和分配结构的调

整，提高分配公平性；七是持续控制和缩小经济不平衡性，

提高经济协调性；八是完善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宏观基

础，组织汇编国家经济法典，制定国家经济信息透明法，建

立国家经济政策评估中心和组建国家小企业服务局；九是培

育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微观基础；培育企业国际竞争

力，提高企业家国际竞争力，加强国际经济竞争理论研究，

5年培训百万企业家；最后是改善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环

境。  

来源：瞭望周刊  2005年0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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