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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综合考虑了未来影响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的若干主要因素及其传导机制，构建了经济系统模型，预测了未来 20 年

中国的经济规模及其结构变化。在基准情景下，2016—2020、2021—2025、2026—2030 和 2031—2035 年四个时期我国国内

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分别为 6.4 %、5.6 %、4.9 % 和 4.5 %。2035 年中国不变价 GDP 规模将为 2000 年的 10.06 倍、2010
年的 3.99倍、2020年的 2.02倍。未来 20年内，以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将逐步转变为以消费需求为主导的发展新模式。

面对发达经济体可能低速增长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内新增劳动力逐渐减少的情况，中国经济需要加强研发和教育投入，提高投

入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推进技术进步和制造业的转型与升级；加快推动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推进城镇

化和第三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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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consider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potential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in the future and their transmis-
sion mechanism, in order to construct an economic system model and forecast the scale and structure of China’s economy over the next 
20 years. In the benchmark scenario, China’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growth rates from 2016–2020, 2021–2025, 2026–2030, 
and 2031–2035 are 6.4 %, 5.6 %, 4.9 %, and 4.5 %, respectively. In 2035, China’s GDP scale will be 10.06 times greater than in 2000, 
3.99 times greater than in 2010, and 2.02 times greater than in 2020. Over the next 20 years, investment-driven economic growth will 
gradually change into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that is led by consumption demand. In the face of slowing growth in developed 
economies and the gradual reduction of its domestic labor force, China needs to strengthen its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vestment; 
improve investment efficiency,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accelerate the tax reform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 reform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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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国经济经历了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开始

从结构性增速阶段向结构性减速阶段转变，这种转

变既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国内诸多

矛盾和问题（如人口老龄化、产能过剩、环境污染）

以及国际需求疲软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种

复杂的形势下，我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潜力、过去 30
多年的成功或经济奇迹是否意味着其在未来还能

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等，都是各方面十分关注的问

题。不少国内外学者对我国经济中长期的发展趋

势进行了预测。

Kuijs [1] 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DRC-CGE）
模型，对 2045 年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进行了预

测。结果表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

长 率 在 2005—2015、2015—2025、2025—2035 和

2035—2045 年分别为 8.3 %、6.7 %、5.6 % 和 4.6 %。

李善同等 [2] 利用 DRC-CGE 模型，分别按照

基准情景、发展方式转变较快情景以及风险情景等 

3 种方案对 2030 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进行了

预测，在设定的各项基准情景下，该研究预计

“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 7.9 %，2016—
2020 年期间年均增长 7.0 %，2021—2030 年期间

年均增长 6.2 %。

高盛集团有限公司 [3] 通过计算，认为中国的

GDP 增长率在 2011—2020、2021—2030、2031—2040 
和 2041—2050 年分别为 7.9 %、5.7 %、4.4 % 和 3.6 %。

汇丰银行（HSBC）[4] 基于调整了的巴罗增长

模型，预测了中国经济未来 40 年可以保持大于 5 %
的年均增长率，其中 GDP 年均增长率 2010—2020
年约为 6.7 %，2020—2030 年约为 5.5 %，2030—
2040 年约为 4.4 %，2040—2050 年约为 4.1 %。该

报告预计，2010—2020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全世界

是最快的；但 2020 年以后，亚洲不少国家的 GDP
年均增长率会陆续超过中国。

Zhang 等 [5] 在综合考虑能源和环境等自然约

束，以及城市化和技术进步这两个驱动中国经济

发展的主要因素之后，基于中国总量生产函数对

2010—2030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预测。预测结

果显示，中国经济的潜在年平均增长率 2010—2015
年 为 9.5 %，2016—2020 年 为 7.3 %，2020—2030
年为 5.8 %。

姚洋 [6] 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综合考

虑了中国青年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研发投入的加大

等因素，认为 2020 年前中国经济增长率维持在 8 %
水平上的可能性较大。

李平等 [7] 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经

济增长较快的情景中，认为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在

“十三五”和“十四五”期间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6.5 % 和 5.8 %，比历史趋势惯性发展的基准情景中

潜在经济增长率分别提高 0.2 % 和 0.3 %。

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我国中长

期的经济增长进行了预测，但存在显著分歧。本

文考虑国内外影响潜在经济的多种因素及其传导

机制，运用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基于较新的

数据，对我国经济未来 20 年的经济增长开展进一

步的研究，以期能够为探索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

路径提供参考。

二、“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

机理分析

根据经济学理论，中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

主要取决于三个核心要素：劳动力供给、资本存量

和全要素生产率，这三者构成的柯布 – 道格拉斯生

产函数决定了供给侧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边界。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粗放式增长，

即主要依靠廉价的物质要素的大量投入，比如劳动

力、土地、资本和自然资源等；但时至今日，支撑

原来发展模式的劳动力要素和环境资源等禀赋条件

早已发生改变。依靠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难以维持，

因此未来我国经济增长必须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

模式，而这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我国经

济增长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较低，一方面在于科技创新能力差、技术进

步率偏低；另一方面更是由于体制机制因素不合理，

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不高、生产能力利用和管

理水平偏低。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

力解决影响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推

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提高我国中长期潜在的经

济增长率水平。从作用机理上看，“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作用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1）技术创新驱动。根据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

基本规律，在物质要素投入一定的条件下，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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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决定一个

国家中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核心要素和动力。全要

素生产率中，技术创新居主体地位，因此，通过科

技创新和技术进步，降低过剩产能和无效产能，提

高产品质量和产品附加值，不仅可以保持和扩展产

品的市场份额，享有创新带来的市场收益，而且可

以弥补劳动力和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不断减弱的不

利影响。另外，供给侧的技术创新反过来对需求侧

也具有促进和激励作用，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和科

技创新，不断提高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最终促进产

品出口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近年来，随着我国

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加，我国的科技研发、科技产业

迅猛发展，一些高端领域的技术创新有可能呈现全

球领跑态势，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下，技

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也会越来越大。

（2）制度创新驱动。制度因素也是全要素生产

率的主要构成部分，好的制度可以显著提升全要素

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从本质上说，“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强调制度红利方面的改革和

创新，通过改革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管理制

度，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降低

经济发展的制度成本，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改革

阻碍经济发展的相关制度体制，激发市场主体的创

新活力，提高资源要素的流动性和配置效率，扩大

资源优化配置空间，使经济发展中的风险和收益、

责任和利益相匹配，切实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着重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由于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系统，生产、消费、

投资、贸易、储蓄、分配、人口、能源、环境、货币、

财政、金融等经济变量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触一

发而动全身。认识和解决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不

是仅仅面对单个问题，而必须与其他问题联系起来

考虑。对现实问题的分析，需要用整体性和全局性

的思维方式进行考虑，需要收集尽可能多的数据信

息，综合地多角度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这就要求

有新型的分析工具和认识工具。对现实经济社会问

题的定量分析、预测和模拟迫切需要构建大型的经

济系统综合模型。

因此，本文建立了一个中国经济 – 能源 – 环境 –
税收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CN3ET-DCGE）模型，

该模型主要包括 9 大模块：生产模块、贸易模块、

居民收入和需求模块、企业模块、政府收支模块、

均衡闭合模块、社会福利模块、环境模块和动态

模块 [8]。

三、“十三五”时期及 2035 年我国宏观经济

增长预测

本 文 根 据 CN3ET-DCGE 模 型， 结 合 国 家

“十三五”相关规划，设定了 3 种经济增长情景：

①按照历史趋势惯性发展设定的基准情景；②按

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设定的增长较快情景； 

③假设中国经济转型不成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不顺利，不能实现“十三五”预定目标的增长较慢

情景（本文的经济预测是基于对一些关键外生变

量——人口增长率、城镇化率、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率、研发经费实际增长率、外商直接投资增

长率、世界 GDP 实际增长率、市场化率、环境污

染治理投资增长率、产能利用率等的假设）。同时

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基本规律，当经济体进入

严重产能过剩、劳动力市场出现转折后，资本产出

弹性一般会出现缓慢下降的趋势，而劳动产出弹性

会出现缓慢上升的趋势，因此在对 2016—2035 年

我国经济增长做预测时，本文把生产函数中的资本

弹性系数 β和劳动弹性系数 γ当作了变系数处理，

使 β取值从 2016 年的 0.6 逐渐缓慢下降到 2035 年

的 0.45，使 γ取值从 2016 年的 0.4 逐渐缓慢上升到

2035 年的 0.55。运用上述经济增长机制和中国经济

年度模型，表 1 给出了 2016—2035 年 3 种情景下

我国经济的主要指标预测。从表 1 可看出，尽管我

国经济增长率呈现逐渐小幅下滑的趋势，但整体上

我国经济仍然能够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态势。

（一）2016—2035 年我国经济总量预测和分析

在基准情景下，2016—2020、2021—2025、2026— 

2030 和 2031—2035 年四个时期 GDP 年均增长率

分别为 6.4 %、5.6 %、4.9 % 和 4.5 %。在增长较快

情景中，如果我国稳步推进城镇化，促进制造业转

型与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国际核心竞

争力，并且进一步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在 GDP 中

的比重，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研发投入，全

面深化市场化改革，那么我国在四个时期可能保持

年均 6.5 %、6.0 %、5.5 % 和 5.1 % 的较快增长率；

在增长较慢情景中，我国四个时期的 GDP 年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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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分别为 6.0 %、5.2 %、4.3 % 和 3.6 %。

在基准情景下，2016—2035 年我国实际利用的

资本存量、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 3 个因素对 GDP
增长的贡献度如表 2 所示。

（二）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的预测和分析

根据预测，在基准情景下，2035 年我国不变价

GDP规模将为2000年的10.06倍、2010年的3.99倍、

2020 年的 2.02 倍。2016—2035 年，国民经济的增

长不仅表现在总量规模上的迅速扩大，而且经济结

构也发生了显著改变和优化，这是由于第三产业的

增速高于第一和第二产业，随着时间的积累，第三

产业比重越来越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突出和

重要，这是一个典型的从量变到质变的必然结果。

2016—2035 年我国经济总量及三次产业结构变化预

测如表 3 所示。从产业结构上看，三次产业在经济

总额中的比重呈现平稳变化的发展趋势，第一和第

二产业比重逐年下降，而第三产业比重则逐年上升。

2016—2035 年，第一产业比重基本稳定，仅仅下降

约 1.7 %；而第二产业比重则下降 10.4 %；第三产

业一直保持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最大份额，2016 年第

三产业比重超过 50 %，使其在国民经济中处于绝对

支配的地位更加巩固。2035 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在

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分别为 7.4 %、29.9 % 和 62.7 %。

（三）中国经济结构（投资、消费、净出口）变化

的预测和分析

根据 CN3ET-DCGE 模型预测结果（如表 4 所

示），2016—2035 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及其结

构也将发生显著变化。从消费结构上看，农村居民

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占比将逐年增

加，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占比增长显著；而政府消

费在总消费中的比重则逐年下降。这一方面与我国

加强城镇化建设的战略决策有关，城镇化的大力发

展使城镇人口不断扩大，城镇居民的收入及社会福

利也将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也与我国政府实施

“勤俭节约”“遏制公款吃喝”的长期政策有关，

政府消费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消费增长率

小于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率，从而使其相对占比逐

渐下降。

从经济增长动力上看，自 2016 年起，最终消费

占比将超过资本形成占比，即消费将成为我国经济

增长的主动力；未来 20 年内，投资拉动型为主的经

济增长模式将逐步转变为以消费需求为主导的发展

新模式；消费增长（尤其是居民消费增长）将成为

未来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投资增长将

更多地取决于市场需求和经济发展状况，这将有利

于改善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率。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当一个经济体快速持续

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会发生转折，

进入到逐渐放缓的下降阶段。与众多发达国家的发

展经历类似，我国正在进入潜在经济增长逐渐下降

的发展阶段。在坦然接受这一客观发展规律的同时，

仍然需要积极地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努力减缓潜

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我国仍然处于发展中国

     表 1 2016—2035 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预测 %

年份 基准 增长较快 增长较慢

2016 6.7 6.8 6.6
2017 6.5 6.6 6.2
2018 6.4 6.5 6.0
2019 6.2 6.3 5.7
2020 6.1 6.2 5.5
“十三五”平均 6.4 6.5 6.0
2021 5.9 6.3 5.6
2022 5.7 6.1 5.4
2023 5.6 6.0 5.2
2024 5.5 5.9 5.0
2025 5.3 5.8 4.9
“十四五”平均 5.6 6.0 5.2
2026 5.2 5.7 4.7
2027 5.0 5.6 4.5
2028 4.9 5.5 4.3
2029 4.8 5.4 4.2
2030 4.7 5.3 4.0
“十五五”平均 4.9 5.5 4.3
2031 4.6 5.2 3.9
2032 4.6 5.2 3.7
2033 4.5 5.1 3.6
2034 4.5 5.0 3.5
2035 4.4 5.0 3.4
“十六五”平均 4.5 5.1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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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行列，科技进步与创新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制

度改革红利还有释放潜力，不断升级的居民消费还

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具体建议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一）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积极转变政府职能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活市场和激励

企业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传统生产

要素供给（如资本和劳动力）已经呈现出规模收益

递减的效应，我国未来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以全要

素生产率为代表的新生产要素（信息、技术、创新、

管理等），而这些新生产要素的培育、发展和成长需

要宽松而自由的市场环境。因此，新一届政府应将

职能转变作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通过建立

有法律效力的“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

来确定政府和市场的合理边界，消除不作为和乱作为

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和干

涉。同时完善政府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

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加大简政放权力度，

进一步开放市场，激发市场活力，发挥市场能动性和

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在市场主导下建立价格形成

机制、成本传导机制和投资回报机制，使要素投入、

成本约束和投资回报相匹配。由市场主导行业、产品、

项目的组织和技术路线及方向，让市场自主淘汰落后

和过剩产能，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私人资

本市场化运营激发市场发展动力和社会消费市场，严

防“把市场关进权力的笼子里”。

（二）打破垄断，改革国有企业体制，营造充分且

公平竞争的市场发展环境

世界史和经济学理论都证明：垄断不仅会激化

市场矛盾，阻碍产业转型升级，而且会遏制技术与

管理水平的创新，导致社会矛盾激化，阻碍资源配

表 2 基准情景下 2016—2035 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分解

年份 GDP 增长率 /%
实际利用的资本存量 劳动力 全要素生产率

贡献率 /% 贡献度 贡献率 /% 贡献度 贡献率 /% 贡献度

2016 6.7 55.04 3.69 1.28 0.09 43.68 2.93 
2017 6.5 54.06 3.51 1.32 0.09 44.62 2.90 
2018 6.4 53.36 3.42 1.31 0.08 45.33 2.90 
2019 6.2 52.63 3.26 1.31 0.08 46.06 2.86 
2020 6.1 51.95 3.17 1.28 0.08 46.77 2.85 
“十三五”平均 6.4 53.41 3.42 1.30 0.08 45.29 2.90 
2021 5.9 51.28 3.03 1.22 0.07 47.50 2.80 
2022 5.7 50.58 2.88 1.11 0.06 48.31 2.75 
2023 5.6 49.81 2.79 1.00 0.06 49.19 2.75 
2024 5.5 49.13 2.70 0.83 0.05 50.04 2.75 
2025 5.3 48.43 2.57 0.67 0.04 50.90 2.70 
“十四五”平均 5.6 49.85 2.79 0.97 0.05 49.19 2.75 
2026 5.2 47.70 2.48 0.46 0.02 51.84 2.70 
2027 5.0 47.19 2.36 0.24 0.01 52.57 2.63 
2028 4.9 46.46 2.28 –0.01 0 53.55 2.62 
2029 4.8 45.67 2.19 –0.29 –0.01 54.62 2.62 
2030 4.7 45.04 2.12 –0.59 –0.03 55.55 2.61 
“十五五”平均 4.9 46.41 2.27 –0.04 0 53.63 2.63 
2031 4.6 44.37 2.04 –0.88 –0.04 56.51 2.60 
2032 4.6 43.69 2.01 –1.17 –0.05 57.48 2.64 
2033 4.5 43.01 1.94 –1.46 –0.07 58.45 2.63 
2034 4.5 42.33 1.90 –1.75 –0.08 59.42 2.67 
2035 4.4 41.65 1.83 –2.04 –0.09 60.39 2.66 
“十六五”平均 4.5 43.01 1.94 –1.46 –0.07 58.45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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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准情景下 2016—2035 年我国经济总量及三次产业结构变化预测

年份
GDP/ 万亿元
（当年价）

GDP/ 万亿元
（2000 年价）

GDP 增长率 /% 第一产业
增加值占比 /%

第二产业
增加值占比 /%

第三产业
增加值占比 /%

2000 99 215 158 990 8.4 15.1 45.9 39.0

2001 109 655 172 412 8.4 14.4 45.2 40.5

2002 120 333 188 172 9.1 13.7 44.8 41.5

2003 135 823 208 043 10.6 12.8 46.0 41.2

2004 159 878 230 037 10.6 13.4 46.2 40.4

2005 185 999 256 449 11.5 12.1 47.4 40.5

2006 219 029 287 239 12.0 11.1 47.9 40.9

2007 270 844 319 832 11.3 10.8 47.3 41.9

2008 321 501 347 742 8.7 10.7 47.4 41.8

2009 348 499 372 093 7.0 10.3 46.2 43.4

2010 411 265 401 513 7.9 10.1 46.7 43.2

2011 484 753 439 292 9.4 10.0 46.6 43.4

2012 539 117 473 117 7.7 10.1 45.3 44.6

2013 590 422 509 553 7.7 10.0 44.9 45.1

2014 644 791 547 260 7.4 9.2 42.6 48.2

2015 685 506 585 568 7.0 9.1 42.0 48.8

2016 743 088 624 801 6.7 9.1 40.3 50.6

2017 806 251 664 789 6.5 9.0 39.5 51.5

2018 873 170 706 672 6.4 8.9 38.8 52.3

2019 944 770 749 216 6.2 8.8 37.7 53.5

2020 1 020 351 793 720 6.1 8.7 36.5 54.8

2021 1 099 938 838 728 5.9 8.6 36.2 55.2

2022 1 184 634 884 861 5.7 8.5 35.5 56.0

2023 1 274 666 932 911 5.6 8.4 34.8 56.7

2024 1 368 991 982 356 5.5 8.4 34.4 57.3

2025 1 468 928 1 031 969 5.3 8.3 33.8 57.9

2026 1 573 221 1 083 571 5.2 8.2 33.2 58.6

2027 1 683 347 1 135 045 5.0 8.1 32.9 59.0

2028 1 799 498 1 188 394 4.9 8.0 32.5 59.5

2029 1 921 864 1 243 063 4.8 7.9 32.0 60.1

2030 2 050 629 1 299 002 4.7 7.8 31.8 60.4

2031 2 188 021 1 356 162 4.6 7.7 31.4 60.9

2032 2 332 430 1 415 833 4.6 7.7 31.0 61.4

2033 2 486 370 1 476 009 4.5 7.6 30.6 61.8

2034 2 647 984 1 539 477 4.5 7.5 30.3 62.3

2035 2 814 807 1 603 369 4.4 7.4 29.9 62.7
注：2000—2015 年数据为历史数据，2016—2035 年数据为预测数据。

难立刻显现，因此，一个追求短期利益的企业没有

动力进行研发。此外，当企业利益大量来自于政府

所给予的特殊垄断地位时，企业也没有足够的激励

政策去进行研发。追求短期利益和过分依靠政府所

置效率，影响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 [9]。目前，严

重阻碍我国企业研发积极性的因素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是企业的短期行为；第二是企业的垄断行为。

研发需要大量资金和人力的长期投入，而且收益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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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与的垄断和补贴是我国大多数国有企业的通病。

与此同时，我国还存在一些垄断性产业政策，加之

电信等服务业领域对民间资本放开程度不高，民间

资本很难进入这些竞争性领域，这不仅不利于资源

的有效配置，而且也不利于发挥民间资本的重要作

用，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公平的发展制度严重阻碍着

技术创新和生产者激励机制。因此，对国有企业进

行体制改革，消除垄断，引入竞争机制，通过改变

国有企业干部任免制度和考核机制，消除国有企业

短期行为，进一步放开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

市场准入等是建设自主研发和创新型经济的重要基

础。我国能不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能不能转向自

主研发和创新型经济，关键之一在于国有企业体制

改革，促使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的中

坚力量。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其主要职责是营

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因此，政府应努力通过相

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

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竞争的保障机制，打

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从而更好地激发市场经济

的活力和创造力。

（三）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改善科技创新的机制和

环境

现代企业的竞争实质上是技术的竞争，企业

唯有重视科研和科技创新，才能拥有自己的核心技

术，从而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在各种顺逆环

境下长期生存和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产

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关键时期，出口面临的环境也日

益严峻，这种环境下迫切要求加强和依靠科技创新。

一方面，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契机，

制定和完善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意愿的相关规

划和产业政策，建立健全创新风险投资机制，促进

                            表 4 2016—2035 年我国经济增长结构占比预测（不变价） %

年份
农村居民
消费占比

城镇居民
消费占比

政府消费
占比

最终消费
占比

资本形成
占比

净出口
占比

2016 8.32 29.48 11.38 49.18 49.16 1.65 
2017 8.37 29.75 11.18 49.30 49.15 1.55 
2018 8.42 30.02 10.99 49.43 49.11 1.46 
2019 8.46 30.28 10.82 49.56 49.07 1.37 
2020 8.51 30.54 10.66 49.70 49.01 1.29 
“十三五”平均 8.42 30.01 11.01 49.44 49.10 1.46 
2021 8.56 30.79 10.50 49.85 48.93 1.21 
2022 8.61 31.03 10.36 50.00 48.85 1.15 
2023 8.66 31.28 10.22 50.16 48.76 1.08 
2024 8.71 31.51 10.10 50.32 48.66 1.02 
2025 8.76 31.75 9.98 50.48 48.55 0.97 
“十四五”平均 8.66 31.27 10.23 50.16 48.75 1.09 
2026 8.81 31.98 9.87 50.65 48.43 0.91 
2027 8.86 32.20 9.76 50.83 48.31 0.87 
2028 8.91 32.43 9.66 51.00 48.18 0.82 
2029 8.96 32.65 9.57 51.18 48.04 0.78 
2030 9.01 32.88 9.47 51.37 47.89 0.74 
“十五五”平均 8.91 32.43 9.67 51.01 48.17 0.82 
2031 9.05 33.28 9.28 51.61 47.71 0.68 
2032 9.09 33.69 9.06 51.85 47.52 0.64 
2033 9.12 34.18 8.80 52.10 47.31 0.59 
2034 9.16 34.66 8.60 52.42 47.04 0.54 
2035 9.19 35.25 8.31 52.75 46.75 0.50 
“十六五”平均 9.12 34.21 8.81 52.15 47.26 0.59 



020

综合研究　 2016—2035 年中国经济总量及其结构分析预测

风险投资机构发展，优化财税改革和企业科技研发

管理，出台真正能够鼓励、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力度和自主创新意愿的科技政策，切实解决目前困

扰企业研发投入的后顾之忧。同时，完善投融资政

策，通过对知识产权质押担保、多路技术、科学和

科技保险、高新区债券、风险投资基金来解决融资

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

善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支持体系、技术服务体

系、技术产权交易体系，真正在我国建立起知识产

权保护的企业外部环境，使企业自主创新的经济利

益和社会效益得到充分保障 [9]。让科技人员富起

来，是激发企业和人才投身科研、积极创新的直接

且有效的手段。

（四）质量和效率替代数量，提高资本利用率和劳

动生产率

在加大科技创新和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同

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需要着力提升传统生

产资源要素的供给效率和供给质量。一方面，基于

我国人口增长趋势短期内难以有效改变的事实，以

及为适应现代经济发展需求，需要加大人力资本投

资，推进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提高劳动力素

质以抵消基于人力资源意义上“人口红利”之后的

负效应；同时通过构建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优化劳

动力配置，降低劳动力自由流动成本，促进劳动力

在城乡、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有序流动，

适当延长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的退休年龄，鼓励老

龄人口继续发挥余热，挖掘社会劳动力供给潜力。

将控制人口增长战略向优化提升人口素质、提高人

口质量战略转变；强化教育培训的质量和水平、稳

步提升劳动者素质，建议“十三五”时期推广实施

十二年制义务教育，推进产学研战略联盟，提升产

业核心竞争力，促使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平稳有效转

换。另一方面，加快实施金融领域改革，提升资本

利用效率，改变金融企业垄断暴利行为，加快构建

与实体经济相匹配的多层次金融体系、多样化组织

体系、立体化服务体系，有效整合各种金融资源，

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切实降低企业尤其是中

小型企业的资金使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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