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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论题】

一、不能照搬西方宏观经济
理论分析中国经济

（一）中国经济为何能在一片唱衰声中不断向

好？

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人对中国经

济不看好，尤其是欧美一些学者，不断挑起一轮轮

的“中国经济崩溃”论，批评中国的经济“糟得

很”，从而误导民众。然而，令这些不断批评中国

经济的人无法理解的是，40年来中国经济在国内外

的各种“唱衰”声中不但没有崩溃，反而堪称“奇

迹”地快速增长起来，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是一个世界公认的事实。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这

观察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三个维度

李罗力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 . 深圳），广东  深圳  518029﹞

[摘要] 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国内外都会出现一轮“中国经济崩溃”论, 其根本原因在于，很多

人只是机械照搬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简单片面地分析和判定中国经济，有失公允。应当从供给、需求和潜

力这三个维度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态势。从供给侧分析产业的生产能力，从需求侧分

析市场消费需求，从潜力侧分析科技研发，这三者才是决定中国宏观经济发展乃至长期可持续发展“基本

面”的三大决定性因素，是决定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新三驾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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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只是按照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来简单片面地分析

和判定中国的经济形势发展。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西方

宏观经济学理论，就会发现，它只是主要对宏观经

济需求侧方面进行研究的理论（尽管也有所谓“供

给学派”，但它也没有脱离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范

畴，只不过主张通过减税来刺激生产、增加供给，

以解决当时西方主要国家出现的经济“滞涨”问

题），而不是对宏观经济供给侧研究的理论。

我们知道，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主要讲“三大需

求”，也就是说对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来说，

决定的因素是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这

就是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所讲的“三驾马车”。在

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框架下，政府调控本国的宏观经

济，就是用货币政策调控市场和投资，用财政政策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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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用汇率政策来调控

出口。这就是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基本脉络。它几乎

没有对宏观经济中供给侧方面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西方宏观经济学从来都不

研究宏观经济中供给侧方面的决定因素呢？在21世

纪之前的两三百年时间里，西方经济体在全球供给

侧方面一直远远领先于其他经济体，包括它的生产

产量、产品质量、产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生产

效率、生产管理等各方面，一直处在全球最高端的

地位。所以对西方宏观经济学来讲，不需要去研究

怎样提高产业竞争力，怎样提高产品质量，怎样提

高生产效率，怎样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企业竞争

力，他们认为这都应该是由市场竞争本身来解决或

由企业来研究的范畴。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看来，这

些都不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而是微观经济学的

范畴，应归结到厂商理论或市场经济学理论（如西

方古典经济学理论、新自由主义学派理论等）研究

的范畴，认为所有这些都是由市场自由竞争来决定

的。对西方的宏观经济学来说，它关心的就是这样

一个经济发展周期，繁荣—过剩—萧条—危机—遏

制—复苏，周而复始。这就是西方经济学的周期理

论。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西方宏观经济学，就是要解

决如何延缓和防止这种经济周期给国家经济带来的

损害，主要通过调控市场，调控投资、消费和出口

这三大需求，来保证经济平稳发展，防止经济大起

大落。总之，西方宏观经济学只讲需求侧的决定因

素，它们并没有把供给侧的内容看作是影响国家经

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一样，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

是要解决供给侧方面的能力和水平。一个发展中国

家经济发展水平怎么样，主要应看这个国家的生产

产量、产品质量、生产效率、产业竞争力怎么样。

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的决

定性因素，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对于中国而言，讲宏观经济学理论，就不能只

讲需求侧的决定因素，不能只讲三大需求这“三驾

马车”，还要讲供给侧的决定因素。因为这才是中

国这样一个穷困落后、生产力低下的国家快速发展

起来的决定性因素。

很多人总是“唱衰”中国，认为中国经济要崩

溃，就是因为他们总是照搬西方宏观理论来观察和

分析中国，只看到中国的金融、债务、资本市场、

出口等方面的问题（而且很多问题从西方国家的标

准来看是很严重的）。但是他们所强调的问题，恰

恰都是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所研究的“需求侧”方

面的问题。他们缺乏“供给侧”方面的理论研究，

根本没有认真研究过中国宏观经济中供给侧方面的

问题，没有搞明白，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恰

恰是供给侧方面的因素在发挥着决定性的重大作

用。不看清楚这一点，就不可能把中国经济讲清

楚，就一定会对中国经济做出错误的判断。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成为全球

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国，国际产业竞争力的提升速度

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科技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十

分显著，这就决定了中国能够克服各种困难，使得

那些从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看来是很严重的需求侧方

面的问题，变成可以解决并且也确实不断得到解决

的问题。这才是总被一些人“唱衰”的中国经济高

歌猛进的根本原因。

如果既能看到中国经济存在的短板，又能看到

中国经济存在的优势，那么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就会

比较客观和全面了，就不至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丧

失信心，感到一片茫然，甚至如果不是别有用心，

那根本就没有理由讲中国经济行将“崩溃”了。

（二）观察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形势的三个维度

要更客观深入地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规律和

问题，我们需要秉持供给、需求和潜力这三个维度。

第一个是供给侧维度。多年以来，我们的经济

学理论研究，很少分析和研究供给侧方面对国家宏

观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近年来虽然已经开始提出

供给侧的问题，但是所讲的只是“供给侧”的“改

革”。而“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容在实际政策实施

效果上又只是强调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事实

上，宏观经济中的“供给侧方面”到底是指什么？我

们的经济理论长期以来并没有在这方面有所建树。

我认为，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供给侧决定因

素”，实际上就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生产能力方

面的决定因素，包括产品的生产数量、生产质量、

生产效率、产业结构、产业竞争力、产业创新能

力、品牌竞争力、企业竞争能力等，总之是一个国

家或地区的生产能力、产业发展状况及其对于整个

宏观经济的影响。

第二个是需求侧维度。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

进出口需求这“三驾马车”，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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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我们有重要

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第三个是潜力测维度。包括一国政府对经济的

引导、支持和政策法规的作用；社会的政治局面；

基础设施的配套能力和水平；科技研发的发展水

平；教育的发展水平；劳动力的发展水平以及这个

国家的资源状况、历史人文要素、自然生态环境发

展水平，等等。这些要素虽然都不是直接决定当前

宏观经济发展的因素，但它们绝对是一个国家能否

具有长期可持续发展潜力的决定性因素。

二、从供给侧维度分析中国经济为何向好

（一）中国制造业产出能力世界第一

从供给侧来观察分析中国经济的生产能力，首

先就是中国产业的产出能力。从2010年开始，中国

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

从1895年到2009年，美国当了114年的全球第一

制造业大国，也就是说2010年以前，美国始终是全

球第一制造业大国，这才是造就美国最强经济实体

的决定性因素。我们现在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说明什

么？说明中国的经济实力也在向世界巅峰迈进。

不仅如此，以下三点充分证明中国制造业能力

领先世界。第一，全世界只有中国具有全部的制造

业体系和门类。这表明中国位于全球所有国家制造

业体系的最前列。第二，截至目前，中国在全球的

500种主要制造业产品中，有250多种产品的产量居

世界第一。第三，2010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在世

界制造业产出中占比为19.8%，到了2017年，这个比

重达到35%，是美国的2.5倍。另有学者做过统计，

在19大类的制造业行业中，中国有18类产品的产量

都超过美国。

（二）中国的产品质量正在大幅提升

可以看几组重要的数据。

第一组数据，看自主品牌及其自主品牌在国际

市场上的占有率。2010年，中国在全球500种主要产

品中产量第一的占到220种，自主品牌只占到10%左

右。这说明中国当时即使在许多产品产量占到世界

第一，但是90%产品的生产研发、生产工艺和品牌质

量都是人家的，产业竞争力也是人家的，因此我们

是处于全球产业链的底端。但到了2018年，中国在

全球500种主要产品中产量第一的已经占到一半，同

时自主品牌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所占比例也已经上升

到30%。也就是说，在8年时间里中国产品的自主品

牌在国际市场占有率大幅提升了20%，说明越来越多

的中国自主研发、自主生产、具有自主品牌的产品

质量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说明中国产品质量大

幅提升。尽管我们与发达经济体在自主品牌的国际

市场占有率上还有很大差距，但毕竟8年时期取得这

样的进步，毫无疑问是可圈可点可赞的。

第二组数据同样非常具有说服力。那就是近

年来中国所拥有的世界级品牌在全球所占的数量和

比重的快速提升。2018年由世界最大的权威研究机

构英国凯度集团和全球最大传播集团之一WPP共同

发布的、被认为是最权威的反映世界最具价值品牌

名单中，中国的腾讯超过脸谱，成为全球第五大价

值品牌，而阿里巴巴成为中国第二家进入榜单十强

的公司。腾讯和阿里的品牌价值均遥遥领先于美国

的迪斯尼、法国的路易威登、韩国的三星、日本的

丰田、瑞典的宜家和德国的西门子等品牌。另一方

面，2018年进入世界最具价值品牌百强榜的中国品

牌多达14家。在这一年里，中国品牌的价值同比增

长了47%，增幅是美国品牌的2倍多。此外，在过去

的12年里，中国的整体品牌价值增长高达1444%。相

比之下，美国增长是239%，欧洲大陆增长是37%，

英国只增长了26%。中国所拥有的世界级品牌的迅速

增长，也同样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产品的质量正在快

速提升，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正在不断增强。

第三组数据也很能说明问题。亚洲开发银行

2015年对亚洲经济一体化提出的分析报告，指出

2014年中国在亚洲的产品出口中，不仅低技术产

品、中低技术产品产量位列第一，而且中高技术产

品和高技术产品产量也位列第一。众所周知，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亚洲就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

和最活跃的地区。而中国的中高技术产品和高技术

产品数量，超过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

发达和中等发达的国家（地区），这就说明了中国

产品的生产质量正在取得巨大的进步。

（三）中国许多重要产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走在世界前列

我们再从供给侧产业创新方面观察和分析，衡

量中国经济发展的指标。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手机产业。在传统工业时

代，大家公认汽车产业是一个国家产业发展水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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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的主要代表，而在新时代智能手机则几乎成

为人人必备的全能工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

智能手机的生产质量，使用性能、科技含量等都已

经成为公众高度关注的品质要求，从这个意义上

讲，社会公众对手机产品的要求要比对汽车产品的

要求广泛和苛责得多。在这个代表时代最新潮流的

产品领域，中国毫无疑问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中

国自主生产的手机不但已经占领中国90%的市场，

而且在全球市场上也同样居于第一位，占到40%以

上。中国的手机产业（包括华为、小米、OPPO等）

在短短几年里，从远远落后于苹果、三星等世界著

名品牌的状况，弯道超车而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充

分说明近年来中国在产业创新和产业竞争力提高方

面有着优异的表现。

此外，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基建、

电商、高铁、大型工程机械制造、新能源（包括核

能、太阳能、锂电池，等等）、无人机、家电、航

天、造船等产业领域，都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不但

产量，产业竞争力也居于世界前列。

（四）中国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竞争力正在大幅

提高

从供给侧观察和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

要看中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水平。中国在这

方面也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越来越多

的行业和企业，摆脱了传统的手工加工模式，走上

了提高自己企业科技含量的发展道路。这就使得我

们原来这个以搞“三来一补”和“加工贸易”为特

色的“世界工厂”，正在或已经走上一条全力以赴

推进高科技发展道路。越来越多的企业从原来的贴

牌生产，转而成为能够生产更高质量更具市场竞争

力的自主品牌产品，并建立起更加完整高效的产业

上下游配套产业链，从而大大提高了整个中国的产

业竞争力。

还有一点也很值得注意，这就是中国产业已经

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众所周知，现在中国在打

造“互联网+”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并已成为新时

代背景下新型制造业具有代表性的发展模式。这种

新型的以“互联网+”为根本思路的产业生产方式，

就可能成为一个赶超发达国家的捷径。

互联网时代的新型产业生产方式，包括在生

产、经营、管理上向智能化方式转变；在生产流程

模式上，从原来传统的大批量生产、大批量销售的

流水线生产方式，向根据消费者需求进行定制生产

的方式转变；在商业发展模式上，从原来孤立的只

重注重本企业技术、产品质量和市场销售的方式，

向通过网络化与众多市场用户、众多原材料供应

商、众多物流企业等进行开放式链接的方式转变，

如此等等。

当今的中国，大量的行业和企业都在探索网络

时代产业的新方式，这必然会走出一条不拘泥于传

统产业发展的创新型道路。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创

新型发展进展得这么快，产业会出现超常快速发展

的重要原因。

现在中国在构筑互联网时代的新型产业发展模

式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这使得中国在未来全球

产业发展中一定会越来越大地发挥举足轻重的重要

作用。

三、从需求侧维度分析中国经济为何向好

（一）消费需求已成为中国GDP增长的第一动

力

从需求侧角度分析，对中国经济发展向好起决

定作用的则是中国的消费需求。

很多“唱衰”中国经济的学者们都在大谈特谈

中国近年来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他们所有的含意

都指向一点，那就是认为居民消费率下降意味着中

国居民的消费需求的绝对量在下降、在减少，中国

的市场消费能力在急剧萎缩，因而认为这一定会影

响中国经济的健康和稳定，很多人甚至把它作为中

国经济“糟得很”的重要论据。

但从理论上来说这绝对是一个误区，居民消费

率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市场消费总额的减少或消费市

场的萎缩。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投资比例的上升，

一样会引起居民消费比率的相对下降；另一方面，

在当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大的情况下，虽然当年居民

消费率比上年降低了，但是它的绝对额完全有可能比

上年增加，只不过增加的比率比上年减少而已。

所以，对消费市场规模增减最有说服力的指

标，实际上并不是当年的居民消费率，而是当年的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中国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到底如何呢？

2018年中国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38.1万亿

元，比上年增长了9.2%。可以看到，中国的消费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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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不但没有下降和萎缩，反而持续快速增长，而且

已经连续五年超过投资和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

的第一动力。

2018年中国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是76.2%，将近80%，也就是说在中国经济GDP中

76.2%的不是投资，也不是出口，而是消费。这说明

我们国家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改变了以往

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战略，通过大力启动内需来

带动整个经济的平稳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另一方面，许多国内外学者从西方宏观经济理

论“三大需求”的角度批评中国的金融、债务、资

本市场、出口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客观地说，这

些问题可能都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却看到了

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在“三大需求”中，学者们所

诟病的几乎都是“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方面

的问题，而对“消费需求”来说，主要批评的则是

近年来中国GDP中消费率的不断“降低”，据此很

多人批评现在的中国宏观经济是“瘸腿”的“三驾

马车”。

但事实证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宏

观经济在“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严重萎缩的情

况下，恰恰是“消费需求”仍然在迅猛增长，而且在

需求侧方面撑起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半边天”。

说明中国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指

标是，近几年中国与美国的消费规模差距正在迅速

缩小。中美消费规模差距从2017年的3400亿美元缩

小到2018年的2800亿美元，中国消费规模已经相当

于美国的95.4%。按照当前消费增速远高于美国的情

况看，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指日可待。此

外，2018年，美国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到18517

美元，中国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约为4117美元，仅

为美国的23%。如果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达到美国的

水平，意味着中国的市场规模将4倍于美国。

另一方面，虽然2018年我国消费对GDP增长的

贡献率已经达到76.2%，但是我们国家的消费率（即

消费总需求占GDP的比重）仅为53.6%，还远低于发

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的消费对

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对于中国来说，强大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的决

定因素，不仅是拥有已经几乎消灭了绝对贫困、普

遍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14亿人口，而且还具有世界其

他国家都并不具备或目前不具备的三大关键因素。

第一大关键因素， 就是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所

实现的快速城镇化，为消费需求增长所带来的巨大

推动作用。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9.2%，到了

201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9.6%。也就是说在

4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城镇化率提升了40%，每年平

均提升1%。一个国家城镇化率提高的重要意义之一

就是国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如果按照2018年中国的

城镇消费支出水平测算，城镇化率每年拉动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长0.5个百分点。目前，中国的城镇

化进程方兴未艾，每年仍以1%的速度上升，这意味

着每年都将会有1400多万的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

民，并且每年都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至少增长

0.5个百分点。更何况，目前世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

率基本上都在80%以上，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城镇化

率保持平均每年1%的增长速度，要达到现在发达国

家的城镇化水平，至少还有20年的成长空间，这对

于一个具有十四五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将会形成怎

样巨大的消费能力，对经济发展具有怎样的促进和

推动作用，可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对于中国强大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的另外一

大关键因素，就是中国中产阶层的快速崛起。中国

现在已经拥有一个三四亿人口的中产阶层群体，远

超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人口总数。众所周知，中产

阶层群体是消费潜力最大的群体：与低收入阶层相

比，他们的消费能力更强；与高收入阶层相比，他

们的消费意愿更强。不仅如此，中国中等收入阶层

的消费能力还增长最快，近年来，中国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长基本实现了与GDP同步，但中等收入

阶层收入增长更快。毫无疑问，中产阶层快速增长

的购买力和强烈的消费意愿，是中国即将成为全球

第一大消费市场的强大内生动力。

推动中国强大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的第三大关

键因素，就是中国在电子商务方面的应用水平和普

及程度远超世界所有国家。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移

动互联网等新技术快速普及，物流配送体系日益

完善，产业链上下游、线上线下加速融合协作，

超市、专业店等传统零售业态与电商平台深度融

合，创造了很多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模

式、新动能，有效地拉动了中国消费市场的强劲增

长。2019年上半年，中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21.6%，增速继续远超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全国实物

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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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2.2个百分点，比重为19.6%；实物商品网上零

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更是超过

40%①。 

（二）中国的消费需求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

展的重要引擎

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公认的最具活力的经

济体，巨大规模的消费需求是根本原因之一。中国

巨大的消费需求也为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和增长做

出了难以估量的重大贡献。

中国消费市场不但即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大消费市场，而且现在已经是很多国家、很多跨国

公司和很多产品的全球最大单一市场。中国不但是

全球最大的生活消费品市场，也是全球最大的生产

资料市场、运输市场、旅游市场、文化市场，甚至

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正因为现在全世界所有

的市场领域中，中国的消费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决

定地位，因此才会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

影响和作用。

此外，中国目前在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

中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进

出口贸易国，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投资引进国。这

几年我们和美国竞相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外资投资引

进国，2018年中国又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

引进国。此外，中国现在还是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

国，持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综上所述，正是这些重要的因素，才使得2008

年世界遭到金融危机横扫之后，中国成为世界经济

复苏和平衡增长的主要引擎。

四、从潜力侧维度分析
中国经济为何会长期向好

潜力侧因素是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态

势的决定因素，这里再从科技研发角度，看看它对

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如何巨大的发展潜力。

（一）中国的科技研发正在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让我们看几组数字：

一是2016年中国的科研论文发表数量是42.6万

篇，相当于国际科研论文总数的18.6%，首次超过美

国的40.9万篇。这说明中国在很多重要科研领域的研

究水平与美国的差距正在缩小。

二是在研发投入上， 2015年世界研发开支总额

是2万亿美元，美国位居首席，占26%；而中国是第

二，占21%。但由于中国在该领域投入自2000年以

来每年平均增长18%，而美国只有4%，因此照这种

增速发展下去，中国的研发投入肯定很快会超过美

国，成为这个领域的世界领头羊。

三是中国大部分科学研究都具有现实意义，在

目前世界30个技术应用明确的热点研究领域中的23

个，中国所发表的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论文数量都

比美国多。

四是在目前两个备受关注和迅速发展的高科技

领域，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都是世界排名第一。这

两个领域一是人工智能，一是加密货币，也就是区

块链。2017年中国人工智能的相关专利申请量是美

国的4倍，加密货币方面中国的专利申请量是美国的

3倍，这是两个非常重要这个数字，说明中国这一类

前沿科技领域的研究发展迅速。

事实上，现在中国在世界科技前沿研究中有很

多里程碑性的成就，如载人航天飞行、基因测序与

修复、深海探测，地下中微子和暗物质探测，观察

宇宙的天眼工程等，都令世人瞩目。

（二）中国的企业研发和创新方兴未艾

中国企业在产业发展和商业模式创新方面表现

相当突出，其中大型高科技企业已成为这方面的主

力军。腾讯、阿里巴巴、摩拜、吉利、华为、大疆创

新等公司无不积极实施创新战略，以期巩固它们在中

国国内的市场地位，同时为海外扩张搭建舞台。

在移动商务领域，这方面的情况最为明显，

中国企业正充分利用庞大的市场，大力投资人工智

能，并成功吸引了海内外广大的消费者。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研发产生的专利日益增

加，越来越多专利在国际上注册，仅华为一个企业

2018年在全欧洲的企业专利市场中就占到了一半。

另外，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孵化器和加速器在各

地普遍开花，数量迅猛增长，对于中国科技企业的

发展和成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拥有充裕风险资本的强劲创业环境

正在中国制造越来越多的“独角兽”企业，2016年

中国的“独角兽”公司数量在亚洲独占鳌头。

此外，中国的企业已经蓄积了巨大的创新能

力，头部企业已经具有了世界级的竞争力，其创新

① 赵萍.为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培育强大新动能[EB/OL].中国经
济网，2019-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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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正在日渐增长并将继续进步。

在中国，政府和民间投资都在持续支持高科技

企业成长，以及企业的研发和创新。随着这些企业

的规模和成熟度不断增长，政府对创新的扶持力度

持续加大，加上政府和民间逐步提高研发领域的投

资，中国完全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全球产业变

革型创新的引领者。

（三）中国科研创新的社会基础

中国蓬勃发展的科技创新热潮，还有一个原

因，就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相比，具

有一种别的国家难以比拟的容忍度和接受科技创新

的雄厚社会基础。而从发展潜力这个角度来说，这

恰恰是中国科研创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智能手机、自动化汽车、电子商务在中国的飞

速发展，无不证明过去十年间中国庞大的社会人口

对接受各种各样新技术表现出极大的渴望和极强的

热情。

对于中国的这种特殊现象，有国外媒体评论

说，在过去十年间，中国人已经从传统生活跃入现

代世界，他们的整个生活都是创新的结果。他们比

美国人和欧洲人都更渴望采用新技术，因为他们从

未习惯使用旧技术。

五、结论：决定中国宏观经济
发展的“新三驾马车”

综上所述，我认为，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的主要

因素，一是看供给侧的生产能力，二是看需求侧的

消费能力，三是看潜力侧的科技研发能力，这才是

决定一国宏观经济发展乃至长期可持续发展“基本

面”的三大决定性因素。至于其他的因素，对于一

国经济的“基本面”来说即便是重要的，但也不是

决定性的。

这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何一些人总是“唱衰”中

国经济，但中国经济这么多年来却仍在不断快速成

长。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这三大要素才是决定中

国经济发展的“新三驾马车”，中国经济就是在这

“新三驾马车”的隆隆前行声中不断迈向新的世界

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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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Dimensions of Observing China’s Long-term Economic Success

Li Luoli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 Shenzhen, Guangdong  518029）
Abstract: At every stag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 will be a round of “collaps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t home and abroad. 

The fundamental reason is that many people just mechanically copy western macroeconomic theories and simply and unilaterally analyze and judge that 

the Chinese economy is unfair. We should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law and trend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upply, 

demand and potential. The three decisive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 “fundamentals” of China’s 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ven long-te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the “new three carriages” that determine China’s 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ina; Macroeconomic; Productivity; Consumption Dem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2019-09-10  责任编辑：罗建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