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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问题及发展战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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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要】 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过去的成功不能保证将来的成功，中国的增长前景还面临着许多障

碍。 

    

   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过去的成功不能保证将来的成功，中国的增长前景还面临着许多障碍。 

   第一，中国的增长模式是出口导向型的，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一直在上升。2000年至2006年间，中国GDP每增加1美元，出口就增加51美

分，这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过于依赖全球贸易环境。而未来几年西方国家经济增长将会放缓，或采取保护

主义政策，全球贸易环境可能恶化。 

   第二，中国人口结构正变得不那么有利于经济增长。五年内，中国人口抚养比会达到最低值；之后，人口变化趋势将成为经济增长的

阻碍因素。未来20年内，中国老龄人口比例将达到1995年日本的水平，而正是在那时，日本失去了增长的动力。人口变化趋势也使中国的

工业化进程越发紧迫，中国必须在20年内实现工业化，否则将陷入低收入水平陷阱中。 

   第三，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被严重破坏，进一步破坏将引发巨大的经济成本。比如，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可能已经两倍于可持续发

展所限定的水平。如果空气质量继续恶化，将出现严重的城市健康危机。水污染的情况与空气污染类似。为了解决这类问题，所有工厂必

须安装相应的处理设备，这会增加生产成本，并减缓经济增长步伐。 

   第四，中国压低生产要素价格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由于政府拥有所有关键生产要素，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推动经济增长，这些要素

的价格就被压低。但没有合适的定价，这些资源将被滥用，无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为了让资源消耗回到可持续路径上，中国可能需

要把水、煤炭等自然资源的价格提高一倍到两倍。当然，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降低。 

   第五，巨大的贸易顺差使中国与贸易伙伴的摩擦越来越多，这会导致对WTO体系规则的冲突，但WTO对中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是非常关键

的。而且，由于贸易盈余所带来的资本过剩，中国的城市化规模需要加倍。但房地产价格太高，减缓了城市化进程。 

   规模经济是关键 

   大城市的人均收入一般比中小城市更高。东京地区的人均收入比日本平均水平高60％，纽约和伦敦的情况也类似。而在发展中国家，

像里约热内卢、孟买、上海这种大城市的平均收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幅度要更为可观。这种现象的关键，在于规模经济。 

   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城市也应该更大。中国国土面积与美国相当，人口却4.3倍于美国；而且美国东西部都有海岸，中国西部却不适

宜居住。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城市规模至少应该是美国的4.3倍。美国最大的城市是纽约和洛杉矶，人口超过1000万，那么，中国最大的

城市应该有超过5000万人口，即超大城市。 

   城市越大，失业率越低。这一统计事实的背后，是规模经济上升所带来的效率。其中，最重要的效率来自人口分布。例如，一个有着

5000万人口的大城市，可以让大型超市变得像便利店那样可行。高效率也让就业变得更容易。因为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大城市中每个

工人的产量会更高，雇主也能雇用更多的工人。 

巨大的人口会让公共交通变得有利可图。地铁在多数城市都是不赚钱的，香港和东京是极少数例外，因为它们的人口庞大而且集中。而中

国的城市应该比它们更大。 

   公共基础设施通常都无法盈利；这种基础设施的融资可得性，经常成为城市发展速度的制约因素。而中国可以建设足够大的城市，让

公共基础设施实现高额赢利，这就开启了通过发行债券来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可能性。中国正在经历资本过剩，如果资金能够投向超大城

市的建设并获得利润，那么国内需求将大大增加，经济对于出口的依赖也会减少。 

   成百上千个城市同时追求快速增长，不会是有效的策略。中国应该挑选一些城市，赋予它们省级行政地位，并给它们发行债券来发展

基础设施的权力。例如，除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大连、青岛、深圳、武汉也可以成为选择。 

   核心提示：谢国忠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全球贸易前景不确定、国内消费不足、就业不足、环境恶化、自然资源

匮乏等。但如果中国能通过建立超大城市（Supercity）来提高生产效率和人口分布效率、改善居住条件，则上述挑战都可以得到缓解或解

决。 

   如何突破瓶颈 

   目前，有许多瓶颈因素威胁着中国的长期增长前景。首当其冲的，是环境的恶化。 

   超大城市在防治污染方面，也可以产生很好的规模经济。例如，垃圾处理行业就有着上升的规模经济——市场越大，处理单位废弃物

所需的投资成本就越低。再循环领域也是如此。 

   而且，汽车废气这一最明显的城市污染，也可以在超大城市中得到解决。因为如前所述，规模经济可以使地铁实现赢利，当地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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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多数城市人口服务时，政府就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提高开汽车的成本，例如在马路上实行电子化收费，从而达到减少车辆的目的。 

   在与生产相关的污染方面，超大城市也是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大多数污染都来自位于小城市的小型工业；出于紧迫的就业考虑，当地

政府不愿意对其施加严格的环保标准。如果这些工业靠近大城市，它们就可以最大程度地扩张其规模，由此获得的效率将使其能够承担污

染控制的成本。 

   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大瓶颈，是水资源匮乏。中国人均淡水拥有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更糟糕的是，中国有限的水资源已经

严重污染，多数都不能饮用了。而且，北方许多地区的污染使得水资源无法支撑城市化进程。对此，目前的主要解决方案是“南水北

调”。但更为可行的策略是：第一，减少水的人均消费量；第二，将人口迁移到有水的地方；第三，控制水污染。 

   我相信，中国大多数人口最终将居住在长江沿岸的超大城市中。沿海城市将使用脱盐技术获得其大多数水供给，长江沿岸城市则可以

从江中取水。中国水供给的长期可得性，有赖于对江河与沿海水体污染的严厉控制。 

   水处理或脱盐产业也存在规模经济。它们需要很高的固定投资；在一个超大城市中，它们在商业上会更为可行。脱盐技术的能源可以

来自核能，这也是一个高固定成本的行业。为了利用最新的技术，中国必须利用其人口数量来提高规模，从而减少每单位产出所对应的固

定成本。 

   第三，就业不充分仍然是中国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除了非熟练劳动力以外，由于大学扩招速度远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受教育劳动力

也已经进入了剩余阶段。虽然近来有工资上升的迹象，但我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过剩状态。近年来，中国出口的爆炸式增长导致

了一些地方和特定行业劳动力的短缺。但我认为，局部性的劳动力短缺在中国是周期性而非结构性的。 

   超大城市可以实现更广泛的劳动分工，这是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核心。中国过去鼓励小城市发展，以减少向大城市的移民。但小城市未

能产生足够的工作机会，收入水平远低于大城市。中国不应再强调发展小城市，而要集中资源发展超大城市，由此带来的规模经济将解决

中国的就业难题。 

   房地产当行低价 

   过去三年，由于出口驱动的流动性扩张，中国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已经超出了城市中产阶层的承受能力。虽然价格上涨吸引了投机

性的买家，城市化一时有所加速，但房地产高价最终将减少需求，并让城市化放缓。而如果不能保持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国内需求将

积弱不起，迫使经济继续依赖出口。 

   在房地产上，中国必须回到低价格理念上。房地产建设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其实并不昂贵，高价反映的是高的土地价格，而这是由地方

政府增加收入的需要所导致的。除非地方政府有办法融资，否则土地将永远不会只是一种普通商品。 

   因此，中央政府应当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例如，省级直辖市可以享有此权力。同时，这种融资对于债券市场必须是透明的。这种

发债权将导致资源集中于选定的城市。虽然这看似有些不公平，但在城市化中通过规模经济而获益，却是国家发展所必需的。 

   即便地方政府不再从土地中获得财政收入，房地产对于从农村移民来说也仍然太贵。中国城市中的大多数移民工人都住在工厂宿舍，

或者很多人挤在租来的小平房里。没有适当的居住条件，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将难以融入城市主流。中国城市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让贫穷

的移民工人也能承担房地产价格。 

   中央政府应该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annie Mae）的全国性机构，来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抵押担保。对于购买低

价房地产的低收入家庭，这一机构可以向他们提供相当于房屋价格95％或更高的借款。由于中国的债券收益非常低，这对中央政府应该是

赢利的。比方说，中央政府以3.5％的利率发行十年期债券，发行成本应该不会高于0.5％，再加上0.5％的潜在损失，这一机构可以按

4.5％的利率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十年期借款。 

   在美国早期城市化进程中，在让家庭拥有自己的房产方面，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第

一，它将许多人的信用风险集中在一起，从而降低了总体风险；第二，通过政府担保，它降低了融资成本。中国现在正需要这样一个机构

来加速城市化。 

   “城市病”药方 

   大多数人都认为，大城市一定有“城市病”，比如交通堵塞和污染。但这是一个错觉，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城市都不是按照现有人口设

计的。例如纽约规划人口只有100万，而伦敦是为马车运输设计的。 

   一个规划合理的大城市，可以避免通常的城市问题。东京是在“二战”后规划的，它的情况就好得多。如果中国从一开始就按照5000

万人口的规模来规划超大城市，那么就可以避免多数城市病。 

   另外，城市里的污染并非更严重，只是更集中。即便人们离开大城市，他们还是会污染环境，只不过污染的是更大范围的环境。 

   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人口集中于超大城市，污染可以得到有效处理，对环境的影响可以降到最低；如果巨大的人口扩散到无数小城市

中，污染处理将变得过于昂贵。而且，如果中国人口的80％集中于20个超大城市中，其他地区将变得相对空旷，这对环境保护也是好事。

人们可以时不时地去乡村游玩，享受自然。（财经•经济全局》特约经济学家 谢国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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