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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经济正处在快速发展和大变革时期，经济结构发生了许多变

化。第一，中国经济呈现内向化趋势，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持续

下降，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大，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和

拉动总体上是负数。第二，消费取代资本形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

动力。第三，消费率偏低并呈下降趋势。第四，居民收入和劳动者报

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下降。我国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结构调整和加快发展来应对上述趋势性变化。首先，要实施好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战略，抓好“一个认识”“一个积极性”“一

个完善升级”和“两个开放”。其次，要多措并举，扩大内需。最后，

要通过改革促进居民收入和劳动者报酬增长。总之，深化改革，进一

步推进市场化，是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对当前国内外复杂局面、

做大做强中国经济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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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经济结构的四个趋势性变化 

中国经济正处在快速发展和大变革时期。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

结构发生了许多变化。本文主要关注其中四个趋势性变化： 

第一，中国经济呈现内向化趋势。中国经济内向化趋势的特征事

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2007 年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

度持续下降；另一方面，总需求结构中的“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

作用发生了变化：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大，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

长的贡献和拉动总体上是负数。 

第二，消费取代资本形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2013 年以

前，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是交替变化的，但是

2013 年以后，最终消费对 GDP 增长的贡献持续超过了资本形成。可

以说，2013 年是消费和资本形成这两大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和

拉动的转折点，此后中国经济增长转变到了以消费为主要支柱的路径

上。 

第三，消费率偏低并呈下降趋势。2003 年以来，中国消费率一直

在 50%-60%之间，2010 年最低为 49.3%，近几年始终没有突破 56%。

中国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经济体，也低于中国周边在文化和消费观念

上与我们接近的亚洲六国（印度、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

越南）。此外，与这六个国家相比，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也是偏低的。 

第四，居民收入和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下降。根据

资金流量表的数据进行计算和分析发现，21 世纪以来，中国住户部门

通过初次分配获得的总收入和通过再分配获得的全部可支配收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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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都呈现出了走低的趋势。同时，自 2008 年

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住户部门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也出

现了下降的趋势。 

我国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结构调整和加快发展

来应对上述趋势性变化。具体来说，应该实施好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

展战略；多措并举，扩大内需；通过改革促进居民收入和劳动者报酬

增长。 

二、应对四个趋势性变化的策略 

（一）实施好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战略 

2020 年 7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顺应中

国经济内向化趋势要求的一个战略性安排。实施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

重点，就在于抓好“一个认识”“一个积极性”“一个完善升级”和“两

个开放”。 

第一，理清“一个认识”。当前要从理论和实践上防止把“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误读为“国内单循环”或“中国经济

自循环（自产自销）”，更不能重返“关起门来搞建设”的老路。首先，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均不同程度地融入全球化并获得了发展资源和发

展机遇，不对外开放无疑是经济上的“自宫”行为。其次，在走向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能源、矿产资源、

原材料、技术、高端设备上完全做到自给自足。我国要掌握发展的自

主权和主动权，努力在关键技术和设备上摆脱“受制于人”的被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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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但是这不意味着不与他国“互通有无”。最后，“斯密定理”告诉

我们，分工和专业化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与市场

（交易）范围的扩大是同方向的。当下，我们不但要发展国内市场，

也需要积极利用国际市场。 

第二，进一步调动个人的积极性。一切经济活动的能动要素和活

的要素是人，人的劳动和管理不但支配着其他投入要素的数量，而且

还支配着使用这些要素的效率。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性的提高可以增强

劳动、生产、创新的动力，进而帮助企业做大做强，使中国经济更有

内在活力和发展动力。这既可以化解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消极

影响，又有能力和实力扩大、深化国际大循环，竞争力提高了，中国

的产品和企业就可以不断走出去；中国市场和中国经济活跃了，外资

外商自然会被吸引过来。 

为了调动个人的积极性，需要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完善劳动

者和企业家的激励机制，营造宽松、自由的营商环境，从制度上保障

个人的合法财产和合法收入，从法律和政策上维护、保障个人的创业

权和自主择业权。 

第三，完善升级产业链、供应链和市场体系，不断提高中国产品

乃至经济发展的技术和智能含量，拓展国内市场空间，发掘国内市场

潜力。 

第四，在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抓好对内开放。所谓对内开

放就是对个人和企业的经济活动、对生产要素和产品的自由流动进一

步放开。国家需要采取更多的类似于“地摊经济”的对内开放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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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除阻碍商品、要素、技术、人才自由流动的障碍。同时，各级政府

要进一步做好“放管服”工作，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二）多措并举，扩大内需 

目前，我国有 14 亿人口，其中包括超过 4 亿的中等收入人口，

我国有完整的产业结构，有 2000 多万家法人企业，内需潜力和国内

市场空间巨大。目前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发挥内需潜力，如何发

展和充分利用国内市场。本文认为扩大内需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 

第一，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居民创业和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和

财富，把居民的潜在需要或追求幸福的欲望转化为有效需求。 

第二，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上，从制度上完

善私人合法产权和财产（财富）保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降低

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和消费风险，使个人“敢消费”“积极消

费”。 

第三，在拓宽个人创收增收渠道的同时，提高消费品和服务的品

质与档次，升级和优化供给结构，使个人“能消费”“愿意消费”。 

第四，加快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在促

进中西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促进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增加。 

第五，扩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面向农民的公共产品供给，

例如农田农地平整以及水利、公路、桥梁、公用厕所、垃圾处理站、

农村学校、农村医院、网络等建设。 

第六，稳步推进城镇化和农村居民市民化，促进投资需求和消费

需求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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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内需需要破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对立起来的错

误认知。鉴于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转变到以消费为主要拉动力的路径上，

扩大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应该成为政策目标的重点之一。 

（三）通过改革促进居民收入和劳动者报酬增长 

要素市场化改革和提高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性，可以改善劳动市

场价格扭曲，提高劳动要素的配置效率。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劳动

者的报酬会得到提高。但是，提高工资不应是增加居民收入的唯一途

径。如果工资上涨快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必然会导致企业生产

成本上升过快，这对企业发展和就业增长是不利的。 

本文认为还有以下途径可以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者报酬： 

第一，通过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扩大劳动者的自由择业权和就

业机会，法律和政策上允许劳动者合法兼职或拥有第二、第三职业（譬

如白天正常上班，晚上下班后摆地摊或开出租车获取收入）等途径来

增加劳动者报酬。 

第二，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和发展扩大居民的资产选择范围和投资

渠道，增加居民的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第三，通过发展各类、各层次的教育和在职培训，提高劳动者技

能和素质，提高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来增加居民的职业和工作岗

位选择机会，使他们的报酬和收入不断提高。从长期来看，这个途径

至关重要。 

第四，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中贯彻按劳

分配、按贡献分配原则，在再分配过程中贯彻公平公正原则，同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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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非政府组织（NGO）和非营利组织（NPO）在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 

总之，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是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应对当前国内外复杂局面、做大做强中国经济的根本之道。 

 

 

（本文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

‘名家讲坛’”讲座速记稿整理，已经演讲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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