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
出
版
版
本

预
出
版
版
本

杨晓光    鲍   勤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190

摘要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三性叠加”和“三个转换”相互交织的新常态

时期，经济增速放缓，且预期这一趋势将会持续，中国经济正经历转型阵痛。文章从经济

的结构性指标入手展开分析，指出无论是产业结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还是外贸结构，

都显示出中国正向着更加高效、更加可持续性的良性经济发展模式迈进，中国经济的转型

之路已经在稳步行进之中。与此同时，当下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相对宽松，国内经济

发展空间、经济治理政策和文化环境都积极向上，这些都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顺利转型。为

确保转型的成功，文章指出要在思想和政策上做好准备，坚定转型的大方向，确保政策的

一致性，采取合适的措施解决产能过剩和债务杠杆问题，给社会和市场更多的自由和活

力。

关键词   经济转型，经济结构，产能过剩

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不仅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而且人均收入显著提高，已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支撑 30 多年中

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利好因素逐渐衰变，既往发展模式下的矛盾日益积累，2008 年国际金融

危机以及随后的欧债危机，改变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国际环境。2012 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

了 “三期叠加”、“三性叠加”、“三个转换”相互交织的新常态时期，经济增速持续放

缓，2015 年前三季度 GDP 增速分别为 7%、7% 和 6.9%，预计 2015 年全年中国经济增速大

致为 6.9%。目前中国经济的景气指数以及各种指标均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速将继续下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仅有 1981、1988 和 1990 三年的 GDP 增速在 6.9% 以下，随后经济

都迅速回升。此次的经济下行，目前还看不到迅速回升的迹象。一些国际机构，如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欧盟委员会、世界银行等在其对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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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经济展望和预测中，对美国、欧元区、日本等发达经

济体和印度、俄罗斯、巴西等金砖国家在未来两年都给

出了逐步提高的 GDP 增速预测，但对中国却一致给出了

逐步放缓的趋势预测（图1）。国际国内一个众所关心

的问题是：中国经济会不会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样一直下

滑？中国经济能否顺利转型，再次步入一个新的、健康

的稳定增长期？

 我们在对中国经济结构性变化的考察中发现，中国

经济转型之路已经悄然开启，经济的结构和各种要素正

向着良性的轨道稳步迈进，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以及

国内社会经济环境有助于中国经济转型，中国经济目前

遇到的主要挑战，都可以得到有效的应对。因此我们对

中国经济转型的前景抱着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经济目

前遇到的困难，将随着转型的深入得到化解，在经历一

段阵痛之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态势在“十三五”时

期就可能得到遏制，中国经济将在新的推动力之下走上

一个中高速增长的道路。

1 阵痛中的中国经济

经济转型意味着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意味着原有

资源的闲置和淘汰，意味着费时费力去开拓新的资源，

因此，转型总是伴随着产出的下降和经济的阵痛。与历

史上所有经济转型一样，2015 年的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

的阵痛之中。

除了上述经济增速下降以外，中国绝大多数经济

指标均出现负向的变动。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下降，

2015年 10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仅为 5.6%，1—10

月累计同比增长仅为 6.1%，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

降，2015年 1—10 月同比增速 10.2%，比 2014 年同期下

降 5.7 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持续回落，

2015 年 1—10 月仅为 2%，比 2014 年同期下降 10.4 个百

分点，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增速下降 33.8%。这

些宏观经济数据描绘出一幅增速持续下降的中国经济图

景（图2）。

 此外，作为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重要表征变

量，被称为“克强指数”的“用电量”、“铁路货运

量”和“银行贷款”近年来的表现也大幅偏离了原有

轨道。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速自 2012 年起大幅下降，

从两位数的增速一直下滑至 2015 年的个位数增速甚至

负增长，2015年  1—10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同比增

速仅为 0.7%，比 2014 年同期的 3.8% 下降 3.1 个百分

点；铁路货运量同比增速自  2014 年  1月起连续  22 个

图 1    中国 GDP 增速及国际组织对未来两年的预测（数据来源：根据互联网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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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负增长，且降幅不断扩大，2015 年 10月同比增速为

_16.34%；银行贷款期末环比增速持续下降，2015 年

10月，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仅为  5 136 亿元，环比下

降 51%。“克强指数”能够反映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下

经济的发展状况，该指数指标的大幅走低，意味着中国

经济正在经历转型之痛。

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给当下中国经济带来最直接

的困难是产能过剩。中国经济的许多行业，如钢铁、电

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都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问

题（图3）。尽管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库存增速持续放

缓，但库存总量仍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受到产能过剩的

影响，工业品价格指数持续下跌（图4），自2012 年 4 月

至 2015 年 10月，已经维持 43 个月的负增长。尽管工业

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相比出厂价格指数跌幅更大，但工

业企业利润受到明显影响，工业企业财务状况恶化，

资产负债率大幅提升，财务负担较重（图  5）。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利息支出与利润总额之比自 2014 年 9 月

起同比持续增加，截至 2015 年 9 月，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以及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利息支出与利润

总额之比分别高达 2.20 和 1.80，这意味着企业利息负

担是利润的  2 倍，而这两个行业的资产负债率分别高

达 66.39% 和 67.7%。

图 2   中国 GDP、工业增加值、投资增速（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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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库存期末值及其同比增速（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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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体的债务负担逐渐加

重，这直接表现在经济主体的债务率提高上。根据《中

国国家资产负债表 2015——杠杆调整与风险管理》中

的估计，2014 年末，中国经济整体的债务负担总额

为 150.03万亿元，占GDP 的比重从 2008 年的 170% 上

升至  235 .7%。其中，非金融企业债务占  GDP 比重

从 2008 年的 98% 提高至 2014 年的 149.1%，即使不考

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2014 年杠杆率为 123.1%，

仍然比 2008 年提高 25.1 个百分点；居民部门债务总额

占 GDP 的比重从 2008 年的 18.2% 提高至 36%；金融部门

的债务总额占 GDP 比重从 13.3% 提高至 18.4%；政府部

门的债务总额占 GDP 比重从 40.6% 提高至 58%。金融危

机之后，杠杆率迅速上升，这增大了我国经济转型期面

临的风险。

以上种种表现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目前遭遇着很大

的困难，经济转型正处在阵痛之中。目前中国经济的下

滑态势，影响着国际国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进而

可能影响到中国经济的顺利转型。因此，有必要对中国

经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考察经济转型的动向，这有助

于正确理解中国经济的内在变动力量，为经济顺利转型

提供可靠的依据。

 图 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息支出累计 / 利润总额累计（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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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与出厂价格指数（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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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经济转型的积极趋势

2.1 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生态的改善

从构成国内生产总值的三次产业的产业结构来

看，中国经济转型已经悄然前行了数年时间。如图 6 所

示，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我国产业结构特征就

发生了重要变化：金融危机之前，第三产业占比快速增

长伴随着第一产业占比的快速下降；2008 年国际金融

危机之后，第一产业占比下降速度减缓，第三产业占比

的快速增长伴随着工业占比的快速下降。“十二五”期

间，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逐年快速下降，从 2010 年

的 39.71% 下降至 2014 年的 35.86%，年均下降 0.96 %。

尽管第二产业中建筑业占比呈缓慢上升态势，但是第二

产业整体占 GDP 比重仍然因工业占比下降而呈现快速下

降趋势。假设“十三五”时期延续“十二五”时期的变

化趋势，则到 2020 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将降

至 30%，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将提至 54%。

由此可见，工业转型是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

内容，从工业行业的经济指标和效益指标来看，工业

行业的产能过剩和去库存化正稳步推进。从库存数据

来看，截至 2015 年 9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库存占

比 5% 以上的行业分别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8.7%）、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7.3%）、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6 .6%）、通用设备制造业

（6.2%）、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6.1%）、汽车

制造业（5.6%）、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5.3%）

和专用设备制造业（5.1%），这 8 个行业的库存占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总库存之比高达 50% 以上，其月度累计

库存同比增速如图 7 所示。可以看到，2015 年以来，一

个显著特征就是这些行业的库存增速放缓，甚至出现持

续的负增长。和去库存化的进程一致的是去产能化，截

至 2015 年 9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产成品占比 4%以

上的行业分别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8.1%）、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7.6%）、黑色金属

冶炼和压延加工业（7.2%）、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业（7.1%）、汽车制造业（6.4%）、通用设备制造业

（5.7%）、农副食品加工业（5.2%）、非金属矿物制品

制造业（4.9%）、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4.7%）

以及专用设备制造业（4.6%），这 10 大行业产成品占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成品的 61.7%，其产成品期末同比增

图 6    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数据来源：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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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如图 8 所示。可以看到，从 2014 年第四季度以来，这

些行业的产成品增速出现大幅下滑，部分行业甚至出现

负增长。 

产业结构的转型带来积极的经济质量效应。在一

定的时空范围内，经济资源是相对稀缺的，这包括劳动

力、资本、能源等，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够提高经济

运行的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转型通过减少

相对过剩的产业供给、增加相对不足的产业供给，能够

促进相对稀缺的经济资源被用于更有效的地方，让经济

的供应结构和需求结构更好地匹配，从而提高经济增长

质量，更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经济运行的效率表现

在很多层面，由于数据的可得性，这里从单位投资创造

的增加值和单位增加值的能耗两个方面进行衡量，这两

个方面分别反映了投资效率和能源强度。

单位投资创造的增加值通过使用行业增加值与行业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比值来刻画（图 9）。自 2000 年

以来，我国投资效率基本呈现逐年回落的态势，从三次

产业来看，2014 年，对于每 100 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额，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带来的增加值分别

为 422.6 元、130.9 元和 105.3 元。但是，如果从细分行

业的数据来看（图10、图11），在第二产业中，仅有采

矿业和制造业的投资效率出现明显快速下降，在第三

产业中，尽管金融业投资效率大幅下降，但仍然高达

每 100 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拉动 3 417 元金融业增加

值，而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投资效率更是保

持了温和提高的态势。

能源强度是行业的能源消费与行业增加值的比值刻

画。如图 12 所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能源强度不断

下降，这体现出我国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从分行业的

能源强度来看，2013 年工业的能源强度最高，为 1.339 万

图 7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期末库存同比增速（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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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转型

吨标准煤 /亿元；其次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为 1.337 万吨标准煤/亿元；建筑业和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业的能源强度分别为 0.172 和 0.159 万吨标准煤/亿元；农

林牧渔业的能源强度为 0.141 万吨标准煤/亿元；总体能

源强度 0.670 万吨标准煤/亿元。近几年我国能源强度下

降的主要动因，就是来自产业结构转型中工业占比的不

断下降。此外，工业能源强度持续下降是我国总体能源

效率提高的原因之一。在工业能耗中，占比超过 1% 的行

业的能源消费占全国总能耗的比例如图 13 所示。可以看

出，其中很多行业都是我国产能过剩的行业，如黑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

金属矿物制品业等等，而随着去产能化的进程，能源消

费结构也发生变化，例如，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占比自 2009 年达到顶峰后就逐步下降。

综上可见，不同产业和不同的工业行业之间，其生

产要素的投入结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利用各种要素

的效率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当前，我国产能过剩的行

业集中在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这些行业也是亟需转型，

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淘汰落后产能、压缩产能的行业。

受产能过剩的影响，这些行业的效益较差，占用资金较

多，资金的利用效率不高，这些行业的去库存进程已经

开启，且速度较快。只要坚持经济转型的方向不动摇，

让产能过剩行业中的僵尸企业被兼并、重组、破产，把

资源分配到其他更有效率的行业，经济发展的前景将会

大有改观。

2.2 投资结构转型与投资主体的变化

在经济活动中，投资意味着形成未来的生产能力，

也意味着未来的消费。改革开放以来，投资一直是我

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投

资增速持续下滑，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从 2009 年底

的 30.5% 大幅下滑至 2015 年 1—10 月的 10.2%。但是，

尽管投资的总量数据呈现出逐步下滑的态势，但从投资

结构数据来看，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入，投资结构不断优

化，固定资产投资的重点从制造业转向基础设施建设，

2015 年 1—10 月，我国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同比

增长 17.4%，高于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名义增

速 7.2%，为经济平稳转型做了积极的铺垫。

从三次产业来看（图14），2012 年以来，第一产

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提升，超过第二产业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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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投资效率（国内生产总值 /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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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第二产业细分行业投资效率（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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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成为目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最快的产业；

2015 年 1—10月，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下同）累计同比增速  28.1%，与  2014 年同期相比略

低 0.8%，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最慢，仅为 8%，相

比 2014 年同期大幅下跌 5.4 %；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为 11%，比 2014 年同期大幅下跌 6.4 %。在投资结构中

（图 15），目前，第三产业投资占比最高，约为 56%，

第二产业投资占比约为  41%，第一产业投资占比约

为 3%。随着经济结构转型，投资结构越来越明显地表

现出第二产业投资占比下降，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投资

占比上升的特点，这体现出农业逐步向现代化农业转型

和服务业相对制造业而言快速发展的特征。2015 年 1—

10 月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1％，虽然增速较

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但仍高出第二产业 3 %。服务业固

定资产投资已经占到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 56.1％，高出

第二产业 15%。在第二产业中，高技术产业、信息化

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的投资保持快速增长，2015 年 1—

7 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6.4%，其中，高技术制

造业投资增长 13.1%，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22.8%；

2015 年 1—10 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投资增长 15.8%，水利、环境和公共设置管理业投资同比

增长 19.8%。与高端制造业、与民生相关的行业固定资产

1978 1980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5

-20

-15

-10

-5

0

5

能源强度（左轴） 能源强度变化率（右轴）

︵
万
吨
标
准
煤/

亿
元
︶

（年）

(%)

图 12    能源强度（能源消费总量 / 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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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3    分行业的能源消费占总能源消费比重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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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快速上升的趋势相反，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持续

下降，2015 年 1—10月，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投资增速分别为

_12.4%、_ 20.2% 和 _16.5%。

此外，从投资主体来看，令人可喜的是民间投资呈

现良好的态势。2015 年 1—10月，民间投资完成额累计

为 13.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9%；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在全

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达 64.7%，成为投资主导力量。中

央政府的深化改革措施有力推动着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

例如，随着基础设施领域对民间资本的放宽，基础设施

投资中民间投资增长较快，比重不断提高。 2015 年 1—

7月份，全国基础设施投资中民间投资 11 246 亿元，增

长 24.7%，比全部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高出 6.5 个百分点。

充满活力的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能够提高我国投资的总体

效率，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2.3 消费结构转型与消费活力的增长

2015 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首

次超过 50%，1—9 月累计占比 51.4%，这标志

着服务业已经成为拉动我国 GDP 增长的重要因

素，而服务业与消费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服

务业比重的提高意味着消费能力的提升和消费

质量的提高。数据表明，2014 年，最终消费对

我国 GDP 增长的拉动为 3.76，高于资本形成总

额对 GDP 增长的拉动 0.35，最终消费对 GDP 的

贡献率高达 51.6%。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进程中，

以民生为重是一个大的方向，提高居民收入、改善居民

消费是体现“民生”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消费结构

不断优化，从城乡结构来看，随着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

长，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自 2012 年起持续高于城镇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图16），尽管农村消费品零售总

额仍然低于城镇消费品零售总额，但是两者之间的差距

逐渐缩小，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大有利于开启内需，也能

够缩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

 从消费内容来看，与服务相关的消费增速明显快

于与商品相关的消费，与生活品质提高密切相关的餐

饮消费、旅游、文化娱乐等休闲领域的消费得到快速

提升。根据国家旅游局  2015 年第二季度对全国旅行

社的统计调查，2015 年第二季度全国旅行社国内旅游

组织 3 585.3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56%，出境旅游组

织 1 169.69 万人次，同比增长 36.88%。根据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的统计，2015 年前三季度，全国电影票房收

入 330.09 亿元，同比增长 50.39%。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餐饮消费增速自 2014 年 9 月起止跌回升，2015 年 10 月

为 12.44%。考虑到这是在中央大力反腐，严刹公款吃喝

背景下，民间餐饮消费健康增长的结果。这些都体现出

居民消费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的转换升级趋势十分明

显。此外，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邮政和快递业务收入

增速则保持高位，在 2015 年 10 月分别为 26.9% 和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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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消费的主体是青年消费者，青年一代的消费热情预

示着未来消费增长趋势。邮政、快递等业务的消费增长

则明显快于商品消费。

2.4 对外贸易结构转型与进出口产品的优化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对外贸易带来较大冲击，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率在金融危机之后迅

速下降，此后虽逐步回升，但  2014 年也仅有  1.7%，

拉动 GDP 增长 0.12 个百分点。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推

进和深入，对外贸易结构呈现以下特征：货物贸易方

面，进出口大幅下降，进口下降更多，根据海关统计，

2015 年 1—10 月，我国出口额累计同比下降 1.9%，进口

额自 2014 年 11 月起持续下降，累计同比下降 15.7%。

服务贸易方面，逆差持续扩大，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来

看，2015 年前三季度，服务项目逆差高达 1 609 亿美元，

而同期货物贸易顺差为 4 157 亿美元，其中，旅行服务逆

差为 1 496 亿美元，运输服务逆差为 356 亿美元。尽管衰

退型货物贸易顺差和持续扩大的服务贸易逆差让中国的

外贸格局显得不容乐观，但服务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是

旅行和运输服务逆差，与中国居民生活水准的改善密切

相关。

具体到货物贸易，我国进出口产品正不断优化。

从贸易方式来看，出口的贸易结构呈现如下特征（图

18）：其一，一般贸易出口占比逐渐提高，2015 年 10 月

为 51.2%，是我国出口中占比最高的一类；其二，加工

贸易出口占比逐渐下降，2015 年 10月降至 37.3%；其

三，贸易方式更加多元化，其他贸易出口占比从 1995 年

初的不足 2% 逐步提高至 2015 年 10 月的 11.5%。对于进

口而言，其贸易结构也呈现出一般贸易进口占比提高、

加工贸易进口占比下降的特征（图19），但是，2014 年

起，这一趋势出现反转，加工贸易进口占比重新上升，

2015 年 10 月，一般贸易进口占比 51.3%，加工贸易进口

占比 30.2%。加工贸易进出口占比的下降，体现了中国对

外经济越来越多依靠自身的经济动力。

从企业类别来看，民营企业出口保持增长且所占份

额不断扩大，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均呈现负增

长。数据表明，2015 年 1—9 月，国有企业、外商投资

企业、民营企业占总出口的份额分别为 10.9%、44.3%、

44.8%，民营企业出口占比同比提高 1.8 个百分点，国

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出口增长率分别为

_ 4.5%、_ 5.1％、2.1%。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对外贸易的

主力。

从出口产品结构来看，尽管随着出口增速下降，出

口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下降，但出口项目结构不断优

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大幅下降，但机电产品出口保

持持续增长。2015 年 1—10 月，纺织、服装和鞋出口大

幅下降，同比增速分别为_ 1.93%、_ 7.48% 和 _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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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餐费收入、邮政业务收入和快递业务收入当月同比增速（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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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1.2%，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

增长 0.1%。从进口产品的结构来看，随着国际进口价

格（主要是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行，资源品的进口量增

大，这有利于国内经济的绿色发展，2015 年 1—10 月，

我国原油进口量 27 497.47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加 2 238 万

吨，但原油进口额累计  1 143.1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

的 1 946.8 亿美元下降了 803.7 亿美元。

3 中国经济转型的国际国内环境

3.1 有利于经济转型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

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国经济与全球

经济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全

球经济进入了再平衡进程，而中国经济的转型也随之逐

步展开。在国际经济新格局的重塑中，更加多元化的国

际货币体系和更加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关系将为更加稳

定和繁荣的全球经济提供保障。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

意味着此前以美元为主要国际货币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

秩序的不平衡和难以维系，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美元滥

发。近年来中国积极地参与到新的全球经济金融秩序的

创建之中，自 2014 年以来，中国“走出去”的步伐悄

然加快，作为最重要的内容，人民币国际化平稳推进，

截至 2015 年 10 月，中国与 33 个国家和地区达成货币互

换协议，协议总金额高达 33 122 亿元人民币。跨境人民

币业务逐步扩大，2015 年上半年，以人民币进行结算

的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对外直接

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分别发生 3 万亿元、3 711 亿元、

1 670 亿元、4 866 亿元。特别是，2015 年 11 月 30 日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董会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

款权（SDR）货币篮子，规定自 2016 年 10 月1日起，人

民币被认定为可自由使用货币，并将与美元、欧元、日

元和英镑一道构成 SDR 货币篮子。这标志着人民币国

际化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加强中

国在未来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顺

利转型和未来的长远发展。此外，当前美国经济正逐步

复苏，而中国经济增速呈现放缓，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崛

起而造成的国际经济失衡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这也为

建立更加稳定、更加互赢的国际新秩序提供了必要的基

础，有利于减少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所受到的外部压

力。

“十三五”时期将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

而这一时期，中国将面临相对宽松的国际经济环境。根

据 OECD 的预测，世界经济 2016 年增速为 3.8%，IMF 和

世界银行的预测分别为 3.6% 和 3.3%，其中，主要经济体

均保持增长态势，美国 2016 年经济增速为 2.8%，欧元区

的经济增速预期为 1.6% — 2%，日本的经济增速为 1%—

1.7%。发展中经济体发展速度加快，特别是印度，根据

预测将保持高于 7% 的经济增长。在相对平稳宽松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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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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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经济增长预期下，各国政策都会将经济置于首位，这

也有利于各国放下争议，而以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作为

目标来开展更加广泛的合作。近年来，美国试图重返亚

太，但 ISIS 的恐怖袭击牵制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精力，

客观上为中国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事实

上，相对于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中国是一个与世界其

他文化纷争最少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仍然受到世界各

国的广泛欢迎。

3.2 富有弹性的国内社会文化政治环境

就内部而言，无论是中国经济自身的特点还是国内

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都有利于中国经济平稳转型。其

一，中国经济是一个韧性很强、弹性很大的经济体。中

国有庞大规模的人口，这对应着巨大的潜在市场。在相

对自由的经济环境下，中国有着多种经济形态、多种所

有制、多样化的生产力水平，中国的城乡差别、地域差

别也远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经济的这些多样性不

仅为中国发展保有巨大的空间，而且也增强了中国经济

迎接转型冲击的弹性。其二，中国人的品性、中国传统

文化和精神是确保中国平稳转型的根本。中国传统文化

中，“经济”不只是赚钱谋利，而是“经世济民”的大

理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将让中国人重新认识西方传

入的“经济”概念，意识到“德本财末”，恢复经济学

中的道德传统。中国人是勤劳进取的民族，所谓“与时

逐而不责与人”，所谓“君子乾乾终日，夕惕若厉”，

所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样的民族精神让中国

人面对转型的压力时，积极求变，吃苦耐劳，从容应

对。特别是，最近 30 多年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造就

了当代中国人乐观豁达的心态。面对目前的经济转型阵

痛，人们能平和地应对困难，积极地去建设新的未来。

其三，中国经济社会有着较高的经济自由度和社会自由

度，对于转型而言，自由能够让人有更大的空间，探索

出更多新的可能。30 多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共

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全社会热情拥抱科技的创

新，人们从思想深处欢迎技术进步。最近几年，中国自

主创新的步伐也有所加快，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在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进程中，完成经济转型。此

外，中国社会经济政策改变，例如“二孩政策”等，都

使得各项因素中向好的能量远远大于负面的影响，有利

于中国的平稳转型。

中国政府的积极应对政策也为中国经济转型提

供了保障。2015 年我国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宏观经济

政策。其中，财政政策更为积极，全国财政赤字预

算 16 200 亿元，比 2014 年增加 2 700 亿元，财政支出

稳步增长，截至 2015 年 10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同比增长 18.1%，其中，教育支出增长 16.5%，文化体

育与传媒支出增长 11.7%，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增

长 20.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21.7%，城乡社区支

出增长 29.7%，农林水支出增长 20.8%，节能环保支出增

长 34.5%，交通运输支出增长 24%。2015 年，货币政策

名稳实松，已经 5 次降准（含一次定向降准）和 5 次降

息，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累计下调 2.5 个百分

点，而符合“定向降准”政策的部分金融机构的人民币

存款准备金率降幅 5 个百分点甚至更多，金融机构一年

期贷款基准利率累计下调 1.25 个百分点至 4.35%，一年

期存款基准利率累计下调 1.25 个百分点至 1.5%。中国政

府这一系列经济政策，有区别于过去那种大水漫灌式经

济刺激，而是注重效益质量前提下的稳增长策略，有助

于中国经济的平稳转型。

4 经济平稳转型仍需思想和政策携手保障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尽管目前中国经济处在转型

期的阵痛之中，但是经济转型的势头很好，经济转型的

环境相对宽松。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因素不发生大变动

的情况下，我们预计“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就会结束

下跌趋势，走上中高速平稳发展的轨道。

但是转型阵痛之中的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巨大的

挑战。产能过剩仍然是目前头号难题。产能过剩或有效

需求不足是一切经济危机的重要表现，也是当前我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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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面临阵痛的直接原因。导致产能过剩的原因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1）金融危机之后，伴随着全球经济再平

衡的进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导致中

国面临的外部需求下降；（2）全球经济格局重塑下，部

分低端加工贸易转向更具有成本优势的国家，导致中国

整条产业链条中部分产品出现产能过剩；（3）经济的供

需结构存在矛盾，一方面全球制造业产品升级，中国中

产阶级崛起，引发对高品质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

国内制造和国内销售的产品较为低端，加之质量问题、

安全问题，导致中国的海外购物迅速增加，国内供应出

现相对过剩，此外，对服务品而非消费品的需求也是消

费结构错配导致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

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不仅有阵痛还有风险，经济

增速放缓引发人们对就业问题的极大关注，但是，祸兮

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转型过程中导致的失业和就业难也

为劳动力这一重要生产要素提供了更多机会。人的创造

力是无穷的，通过合理地引导，能够实现更加有效的资

源配置，也会为转型提供动力。和就业问题相比，债务

风险则更加值得关注。作为经济成功转型的必要条件之

一，中国经济必须完成去杠杆化这一过程，确保金融体

系能够为实体经济提供有效率的支撑，从而助力实体经

济发展。中国经济当前的杠杆率过高，这使得经济体面

临的风险也较高，尽管 2015 年几次降息降准，但部分工

业企业的财务负担仍然较重，总体而言，企业、居民和

政府的债务负担都比较高。

为保障经济转型的平稳顺利，需要对上述挑战予以

足够的重视，在思想和政策上做好准备，为当前经济转

型的良好势头保驾护航。

（1）需要在思想认识上达成共识，明确在当前的

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维系，

经济转型势在必然。一方面，国际经济再平衡进程下，

中国的外需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另一方面，国内经济

中各种要素价格提高，环境等软约束逐步变为硬约束，

制约此前经济增长模式发挥作用。所谓“穷则变，变则

通，通则久”，顺应经济形势的变通才能保障国民经济

的长治久安。再一个需要明确的是，转型必然意味着阵

痛和成本，意味着对旧有模式的打破，其必然改变既有

的利益分配格局。既然经济必须转型，那么如何转型？

怎样以更小的代价、更快更好地完成经济转型？答案是

必须充分重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战略规划

和政策，积极引导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有效发挥资

源重新配置的作用。必须坚定转型的大方向，确保经济

政策的一致性，减少转型过程中因政策摇摆带来的反复

和不确定性。所谓不破不立，否极泰来，经济中问题的

充分暴露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有利于更快完成转

型。牺牲一段时间的 GDP 高增长，有助于防止高增长表

象下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向更严重的方向积累，从而延缓

转型的成功。

（2）产能过剩问题需要做好节源开流。一方面，控

制新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通过兼并重组推进产能

调整；另一方面，从国内外两个市场入手，拓展国内和

国外的有效需求。中国经济转型过程本身就提供了产能

过剩问题的解决途径，通过增长方式的转变、产品结构

的变化、自主技术的研发、新旧市场的大力拓展，能够

实现“节源”和“开流”；与之同时，“一带一路”以

及稳定与美欧经济关系的做法有助于消化一部分过剩产

能，预计到“十三五”中期有望完成产能过剩的调整。

特别是，需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数据表明，产能

过剩和库存严重的行业，大都是国有企业占主导的行

业。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不给僵

尸企业继续喂奶，确保有限经济资源的高效利用。

（3）深化金融体系的改革，积极发展新型金融业

态，为有活力的企业提供高效融资渠道。整顿证券市场，

保障直接融资渠道的健康有序，改善企业融资结构。稳

妥谨慎地推进中国经济的去杠杆化，对于产能过剩、高耗

能、高污染、财务困难的企业，不妨兼并重组乃至让其破

产，不让债务问题继续积累。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监测和管

理，严守绝不能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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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要给社会和市场更多的自由和活力。必须继续

深化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开限制，让有活力的民间资

本进入垄断行业，为民营资本进入“一带一路”等战略

性布局提供便利。必须充分调动政府、社会各方面的积

极性，要允许试错，鼓励创新，用宽松的环境鼓励各级

组织和民众有所作为，而非束缚人们的手脚，造成社会

各个阶层的不作为。解放了的双手才能画出最美丽的图

画，自由奔跑的双脚才能翻越更艰难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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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under the New Normal: 
Pain but Steady Proceed

Yang Xiaoguang    Bao Qin 

（Academy of Mathematics and Systems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China is now in the stage of the New Normal,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decreased gradually, and this trend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The 

Chinese economy is now enduring great pain in its transition. In this paper, the structure of the economy is analyzed in detail, including the industry 

structure, the investment structure,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the foreign trade structure. It reveals the fact that China is now heading towards 

a more efficient and mor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on its transition road. Moreover, the global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the 

domestic economic foundation, the domestic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the domestic cultural environment are all favorable to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In order to guarantee a smooth transition,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make a good psychological preparation for the pain 

of transition, to stick the direction of transition without hesitation, to make sure the consistency of the policies, to solve the overcapacity and high 

leverage of debt problems properly, and to release more freedom to the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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