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2016 年 10月 21日 

经济蓝皮书夏季号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5-2016） 



 
 

1
 

经济蓝皮书夏季号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5-2016）  

张平： 

2015年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比较平稳，满足了

宏观增长基本目标需求，宏观稳定政策取得了成效。

2016年经济三大指标GDP、CPI、汇率均在目标范围之内，

2016年增长了6.7%，保证了6.5%以上的增长；通货膨胀

率在2%以内，也是保证了今年的3%的目标值；汇率今天

6.76，仍在6.8的预期限度内，中国加入SDR后，我们的

汇率水平从盯死美元，向一揽子有效货币汇率过度，这

个过度必然会导致一定的主动调整机制，是在容忍范围

内。可以说中国的宏观稳定化政策，在今年取得了积极

效果。 

从经济增长与周期的分解和计算看，中国周期

2016年有了回升的动力，主要来自库存周期回升，也对

结构性减速起到了短期抵消效益，并引领了PPI在9月份

终于转正。PPI转正还有一个贡献就是贬值，中国原材

料进口较大，未来人民币预期贬值调整会继续支撑PPI

价格。 

我们的库存周期回升动力上升，但是经济结构性

减速的下滑压力依然存在。库存周期回升并没有带来全

面的经济复苏，M1和M2的剪刀差依然很大，似乎进入到

了流动性陷阱，即投资收益过低，而风险过大，人们不

愿意投资，宁可增加手上的头寸防范风险。我们从结构

角度再看看我们经济发生的变化，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已

经从第二产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转向了第三产业带

动，转向了消费带动；我们释放大量的货币激励投资，

但可以看出民营企业投资低迷，完全靠国家投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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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居民房地产投资维持了9%左右的投资增长。 

我们从结构变化中不仅要看到短期的动力变化特征，更要从结构的角度看

出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即经济结构服务化阶段，即服务和消费主导的发

展阶段。这是我们这一本书里，最重要的第二个要探讨的主题。 

中国经济二次转型和效率模式的重塑。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中国增长速度，

但实际任何经济增长速度是不是高质量增长，应该看两个指标：1）劳动生产率

是否能更快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意味着工资福利水平可以持续提高；2）全要

素生产率贡献水平是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提高证明一国经济技术进步和

要素配置效率占经济增长的部分不断提高，经济的可持续性不断提高。只有这

两者的提高才能保持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度的增长伴随了这两个的提升，我们看报告中给

出明确的计算，1）劳动生产与经济增长同步；2）TFP贡献逐步提高；但2008年

后，这两个同步开始下降，如果是个短期冲击问题比较好办，但我们看到些机

理性问题，而且外推后更为严重。 

一是劳动生产率下降。我们蓝皮书里也给出来了劳动生产率，我们能看到

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在下降，2008年到2015年，生产

率增长8.16%，比高峰增长期间有所下降，而后计算“十三五”期间会更快下降

到6.9%，原因就是我们的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比较快的，增长速度为

7.4%，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只有5%。随着我们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意

味着我们大量资源转向服务业，我们的劳动生产率不是提高而是下降，因此加

速提升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是一个可以改变劳动生产率下降非常重要的方面，

当然制造业大幅度提高其劳动生产率更是应有之义，否则劳动生产要素向第三

产业转移，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慢，必然导致全国劳动生产率下降。 

二是TFP贡献也在持续下降。书中进行了TFP的核算，中国TFP贡献从过去

的接近30%，现在贡献已经下降到了只有16%。如果我们潜在增长率在6%以上，

实际上TFP贡献应该超过30%，起码要回到历史的水平。TFP贡献说明经济体仍处

于粗放经营方式中。 

三是靠传统增长方式，要素投入的规模收益下降，无法推动两个深化完成，

即第一是资本深化没有技术进步，资本回报率会迅速下降，资本投入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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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存量难以提升，资本深化不行；第二是人力资本深化，没有劳动生产率提

高，高人力资本回报难以得到提升，因此人力资本深化难以完成。从我们的计

算可以看到要素外延式投入增长速度下降，而且收益都在减速，原因就是规模

收益递减。传统的劳动投入要素增长变负，资本投入都在下降。所以传统上我

们说的规模，通过规模来取得增长的要素驱动都在下降，所以规模收益处于递

减的状态，经济减速也是必然。 

中国未来核心在哪？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所谓什么叫第二次转型。中国第一

次转型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第二次转型是指，我们随着工业社

会转向经济结构服务化。那么，从农业到工业化，我们无论如何都获得了规模

收益递增，只要把农民变成工人，劳动生产率提高几十倍，规模收益递增，而

且其规模是全球规模，还都不仅仅是国内规模，所以这种规模收益递增，要素

投入递增，是我们工业化成功赶超的关键。但是经济结构服务化以后，我们在

2012年已经计算了，全世界经济体只要经济结构服务化，都会伴随着经济结构

性减速。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服务业随着经济结构服务化有三个重

要的方面：第一，经济结构服务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像食品占我们消费

总支出的比重会不断下降，我们的物质消费比重也会不断下降，服务比重不断

上升，而服务比重上升最快的是精神（知识）消费，精神消费必然引致服务业

比重越来越高，所以世界人均达到7000到11000国际元门槛值之后，经济结构服

务化会快速开展，中国实际上从2013年以来已经加速走向服务化，2014年第三

产业超过了第二产业，服务化不可逆转；第二，服务业比重不是越高越好，如

果服务业不能以知识密度为基准的现代服务业为导向，那么劳动效率还要下降，

而且是越来越不好，比如拉美国家比重高，但劳动效率低，被称为人口漂移，

从农村到城市，服务业效率更低，服务业的核心是走向知识要素、资本要素密

集型的服务业，以知识为导向，高服务业效率的现代服务业才是根本；第三，

现代服务业针对什么？服务于两个要素，一个是我们说的生产要素的配置，包

括金融、物流、信息服务等服务；第二个是关于人的要素质量提升，是通过科

教文卫体，提升人的要素，提升人的知识消费，人力资本提高以后，创新能力

形成所谓的“动态补偿”，消费在我们原来看来是一个被动词，现在消费是个

主动词，它能够导致要素质量提升，导致动态效率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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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墨西哥和我国知识消费水平都没有明显上升趋势，与美国和韩国

很不相同，比较的背后问题是为什么后发国家现代服务业很难发展？一个重要

的问题是管制。中国科教文卫体管制更严重了，微观主体是事业单位，尽管大

家都教育难、医疗难、电视节目千篇一律等等。但是，你想说我有巨大需求，

现在无市场供给，因为我们的收入激励来自国家财政，不是来自市场。 

中国第二次转型应该如何办？第一是经济结构服务化不可避免核心是如何

提高它的效率，它的效率来自于服务业，服务业现代化特别调用知识生产，提

高效率；第二是通过知识比重的提高改善人的素质，从而提升创造能力。 

明年核心是通过宏观稳定政策守住底线，积极推动科教文卫体等管制改革，

为创新腾挪空间。 

一是宏观稳定政策守住风险底线。金融史告诉我们发达国家银行危机可能

频发，但是他们不会产生比较大的货币危机、比较大的国内债务危机。中等收

入经济体货币危机和国内债务危机是最大的挑战，守住底线根本在于防范金融

危机冲击。 

二是放松管制为创新腾挪空间，重视市场和法律的激励与约束，而不是产

业政策，要让企业家成为市场资源配置和创新的主体。 

三是科教文卫体的改革，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事业单位改革；公共服

务体系改革、公共服务监管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转型，很艰难，时间也长，但

不起步，中国经济第二次转型难以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