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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下的
经济增长展望

———基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

张晓晶　汪　勇

摘　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在附

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框架内，考察人口老龄化加速、新冠疫情冲击与中美技术脱

钩 “三大新因素”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并评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

“改革红利”，结果显示：基准情景下，中国 “十四五”时期年 均 增 速 在５％以 上，

２０３５年人均ＧＤＰ为２．４３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ＧＤＰ　２．４２万 美 元 的 水

平；考虑 “三大新因素”后， “十四五”时期潜在增长率相较基准情景年均下降１
个百分点，２０３５年中国人 均ＧＤＰ为２．２８万 美 元，比 基 准 情 景 减 少０．１５万 美 元，

低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加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未来３０年潜在经济增长率每年

提升１个百分点左右，有效对冲 “三大新因素”的不利影响，中国稳步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远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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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 现 代 化 强 国、实 现 第 二 个 百 年 奋 斗 目 标，以 中 国 式 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 在经历长期高速增长之后，随着 内 外 部 环 境

变化，中国发展进 入 战 略 机 遇 和 风 险 挑 战 并 存、不 确 定 难 预 料 因 素 增 多 的 时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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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 “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国际上 “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

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 护 主 义 明 显 上 升，世 界 经 济 复 苏 乏 力，局 部 冲 突 和

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① 对中国经 济 增 长 形 成

较大制约。国内资源环境约 束 趋 紧、环 境 污 染 等 问 题 突 出，传 统 发 展 模 式 难 以 为

继，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加速、地 方 政 府 与 企 业 债 务 大 幅 攀 升 至 高 位，经 济 逐 渐 由

高速增长转 向 高 质 量 发 展，对 经 济 发 展 方 式 转 型 与 经 济 增 长 动 力 转 换 提 出 新 的

要求。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到二○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

标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

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

实质性进展。”③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

前提条件。因此，保持合理经济增速、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是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内

在要求。并且，中国只有保持较快增长才能让世界继续分享增长红利，从而塑造国

际竞合新优势，延续 “东升西降”趋势，为赢得中美 “持久战”增加底气。因 此，

客观评估未来３０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意义重大。

过去４０年中国以平均４倍于美国的增速创造了 “增长奇迹”，未来３０年，中国

还能以平均２倍于美国的增速实现对美国经济的持续赶超吗？有关中国潜在经济增

长率的测算已有不少研究。常规的预测大都认为中国ＧＤＰ会在２０３０年左右超过美

国，④ 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加速、新冠疫情冲击与中美技术脱钩 “三大新因素”的制

约，上述关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的常规预测将面临严峻挑战，这也是中国推进现代

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风险。本文尝试将三大制约因素纳入潜在增长率分析框架，

对此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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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

关于中国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研究，应用最广泛的是两类模型，即经济收

敛模型和增长核算模型。经济收敛模型通常以跨国增长收敛规律为基础，认为不同

国家在相似的发展阶段具有相似的发展规律。具体而言，该方法又可以划分为两类。

其一，Ｌｕｃａｓ提出 了 经 济 追 赶 模 型，认 为 在 开 放 条 件 下 发 展 中 国 家 人 均 （劳 均）

ＧＤＰ增长率向前沿发达国家 （如美国）收敛。①遵循该思路，白重恩和张琼使用跨

国可比经济体样本，测算出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２０３１—２０４０年和２０４１—２０５０年中国潜

在经济增长率分别为５．２０％、３．６７％和３．２２％。② Ｗａｎｇ在此框架基础上，采用时

变收敛率，预测中国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２０３１—２０４０年和２０４１—２０５０年的年均经济增

长率分别为６．５６％、５．０１％和３．６７％。③其二，跨国数据的统计规律显示，不同经

济发展阶段国家经济增长率具有向均值回归的趋势。④Ｐｒｉｃｈｅｔｔ和Ｓｕｍｍｅｒｓ认为中

国过去高速增长将回归常态，预测中国２０１３—２０２３年、２０２４—２０３３年潜在经济增

速将分别降至５．０１％、３．２８％。⑤朱民等在生产率收敛框架内考虑了行业特征因素，

预测２０３０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３．９％—４．５％之间。⑥该类模型存在的问题是忽

视了不同经济体在经济规模、制度环境、人口结构、资源禀赋、国际环境等方面存

在的结构性差异。

增长核算模型是预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使用最多的一种方法。该方法的基本

思路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分析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陆旸和蔡昉基于

加入人力 资 本 的 生 产 函 数，测 算 出 中 国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２０３１—２０４０年 和２０４１—

２０５０年中国年均潜在经济增长率分别为５．３１％、４．２４％和２．８１％。⑦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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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的 《中国经济报告 （２０２０）》总报告使用经典的生

产函数 （不含人力资本），测算出中国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２０３１—２０４０年和２０４１—２０５０
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５．２０％、４．１４％和２．９８％。①增长核算模型的优势是具

有较强的经济理论基础，可以分解出不同生产要素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因而

成为各类研究机构和央行预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时经常使用的模型。这类方法的预

测结果一致表明，中国２０３５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和对美国经济的持续赶

超均能够顺利实现。但是，现有研究并未考虑近期出现的一些新因素对中国潜在经

济增长率的负面影响。

此外，一些 研 究 采 用 可 计 算 一 般 均 衡 模 型 （ＣＧＥ）或 动 态 随 机 一 般 均 衡 模 型

（ＤＳＧＥ），同时考虑需求和供给因素，测算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率。例如，世界银行

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采用ＣＧＥ模型，预测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和２０２６—２０３０年中国年

均经济增长率能够分别达到５．９％和５．０％。②这类方法虽然对短期预测具有较好适

用性，但缺点是模型往往庞大复杂，不同参数的选取和模型设定会导致结果较大变

化且难以相互比较，不太适合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预测。

基于此，本文从供给侧出发，采纳应用最广泛的增长核算模型，并考虑人口老

龄化加速、新冠疫情冲击与中美技术脱钩等 “三大新因素”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

响，重新测算中国２０２１—２０５０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二、现代化新征程中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 革 命 和 产 业 变 革 深 入 发 展，国 际 力 量 对 比 深 刻 调 整，

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诸如经济结构性体制

性矛盾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

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等等。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首先，持续增长是缓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

要，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

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

老、住房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等等。只有坚持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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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增

长，才能更好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其次，持续增长是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从二○二○年到二○三五年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①要实现上述目标，未来３０年需要完成三个阶段性任

务：第一，到 “十四五”时期末真正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第二，到２０３５年人均实际ＧＤＰ水平较２０２０年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第

三，到２０５０年人均实际ＧＤＰ水平较２０２０年翻两番，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②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对于经济增长提出了

非常明确的要求。２０２１年中国人均ＧＤＰ达到了１．２５万美元，正处于跨越 “中等收

入陷阱”的关键阶段。“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

期”，③ 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是稳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内在要求。

再次，持续增长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关键支撑。中国的高债务问题恰恰是

经济增长对债务的依赖所致，即债务扩张对短期内中国经济增速起到了显著支撑作

用。但是，债务的长期过快增长会导致负债主体偿债压力过重，不利于长期经济增

长，甚至可能触发大规模债务违约，引发经济与金融危机。④近年来，经济增速下行

使得高增长掩盖下的发展质量问题 “水落石出”，冲击着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 （ＣＮＢＳ）的数据显示，２００８—２０２１年中

国宏观杠杆率从１４１．２％上升至２６３．８％，年均提高９．４个百分点。受国际局势变化

和新一轮疫情的影响，中国宏观杠杆率在２０２２年二季度进一步上升到２７３．１％，比

上年末增长９．３个百分点。面对杠杆率的较快攀升，保持合理经济增速，推动高质

量发展，减少经济增长对债务的依赖，才能实现稳杠杆和结构性去杠杆。

最后，持续增长是赢得中美战略竞争的根本保障。就大势而言，“东升西降”国

际格局正在发生由量到质的变化。⑤但 就 存 量 而 言，依 旧 是 “西 强 东 弱”。一 方 面，

只有继续发展社会生产力，持续保持较快经济增长，才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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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

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２４页。
参见刘伟、陈彦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间的经济发展：任务、挑战与应对方

略》，《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

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２５页。
参见刘伟、陈彦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间的经济发展：任务、挑战与应对方

略》，《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参见张晓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向富强的百年探索》，《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

１１期。



度的优越性。①另一方面，只有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才能让世界继续分享中国增长红

利，增强对全球人才、资金、技术、投资等资源的吸引力，为中美竞争博弈争取更

有利的国际环境，进而赢得中美 “战略竞争”的主动权。

三、基准情景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预测

为预测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本文采用附加人力资本

的增长核算模型，预测了２０２１—２０５０年基准情景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在此基础

上，本文对１９８１—２０５０年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了动力分解，以厘清各类要素对经济

增长贡献率的变化趋势。此外，为评估预测结果的合理性，本文还将基准情景的预

测结果与其他研究做了比较。

（一）理论模型

本文采用加入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测算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这种方法考

虑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 （劳动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和全要 素 生 产 率 （ＴＦＰ））

变化对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速的影响。这四个要素均在一定程度上与人口因素有关。

根据人口预测数据可以估算出供给侧各生产要素的未来变化趋势，进而测算出经济

增长潜力。虽然短期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可能高于或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但是从长

期看，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将趋于一致。基于这种方法估算的潜在经

济增长率可以帮助政府制定更为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该生产函数形式为：

　　Ｙｔ＝ＡｔＫαｔ ｈｔＬｔ（ ）１－α （１）

其中，Ｙｔ 表示实际ＧＤＰ，Ａｔ 表示ＴＦＰ，Ｋｔ 表示资本存量，Ｌｔ 表 示 劳 动 力 数

量，ｈｔ 表示人力资本。借鉴陆旸和蔡昉的方法，② 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表示为：

　　
ΔＹ＊ｔ
Ｙ＊ｔ－１

＝ ΔＡｔ
Ａｔ－１

＋α
�Δｋｔ
ｋｔ－１

＋１
■

■

■

■
×

ｈｔＬ＊ｔ
ｈｔ－１Ｌ＊ｔ－１
■

■

■

■
－１ （２）

其中，ΔＹ＊ｔ／Ｙ＊ｔ－１为第ｔ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ｋｔ＝Ｋｔ／ｈｔＬｔ 为第ｔ年附加人力

资本的资本劳动比，Ｌ＊ｔ 为第ｔ年的潜在就业量，α
�

表示资本产出弹性的估计值。③

公式 （２）表明，潜在经济增长率受到四个因素影响：ＴＦＰ增长率、资本存量增长

率、潜在就业增长率和人力资本增长率。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结构变化会通过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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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高培勇：《引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９
日，第１２版。
参见陆旸、蔡昉：《从人口红利到 改 革 红 利：基 于 中 国 潜 在 增 长 率 的 模 拟》， 《世 界 经

济》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关于资本产出弹性α
�，本文除了使用中国历史劳动收入份额数据校准之外，也考虑了双

碳目标、共同富裕、债务高悬等因素的影响，最终选取为０．５５。



和间接的渠道影响后三个因素。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１．历史数据

１９８０—２０１９年的实际ＧＤＰ （Ｙ）、实 际 资 本 存 量 （Ｋ）、劳 动 力 （Ｌ）和 人 力 资

本指数 （ｈ）均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佩恩表 （ＰＷＴ１０．０），资本回报率数据来自白重

恩和张琼①的研究。

２．２０２０—２０５０年人口预测值

２０２０—２０５０年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 《世界人口展

望 （２０１９）》（Ｗｏｒ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２０１９）。②本文选取了人口预测数据中的

两个方 案，分 别 为 中 等 生 育 率 方 案 （基 准 情 景）、低 生 育 率 方 案。总 和 生 育 率

（ＴＦＲ）水平决 定 了 分 年 龄 和 性 别 的 人 口 发 展 状 况，不 仅 影 响 未 来 的 劳 动 力 数 量，

还会影响人口 抚 养 比。中 国 在 低 生 育 率 方 案、基 准 情 景 下 的 人 口 峰 值 时 间 分 别 是

２０２４年、２０２７年，其对应的人口峰值数分别为１４．４７亿人、１４．５５亿人。

３．２０２０—２０５０年资本存量预测值

本文采用 “永续盘存法”估计资本存量，即Ｋｔ＝Ｉｔ＋１－δｔ（ ）Ｋｔ－１，其中，Ｋｔ 为

第ｔ年的实际固定资本存量，Ｉｔ 为第ｔ年的实际固定资本形成，δｔ 为第ｔ年的资本折

旧率，取为５％。当期资本存量由初始资本存量和此后历年的新增固定资本形成共

同决定。新增固定资本形成率会受到人口抚养比、资本回报率以及税率等因素影响。

４．２０２０—２０５０年潜在就业预测值

潜在就业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１５岁以上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数量、分年龄和

性别的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而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都是人口年龄的函数。

本文参照陆旸和蔡昉的方法，③ 分年龄和性别来测算中国未来每年潜在就业水平。

５．２０２０—２０５０年人力资本预测值

人力资本数据来自佩恩表 （ＰＷＴ１０．０）中提供的人力资本指数，这个指标主要

根据世界各国１５岁以上的分年龄组 （每５年划分）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教育

回报率进行测算。在预测２０２０—２０５０年中国人力资本时，本文选取了实现经济赶超

的东亚发达经济体，对应这些经济体历史上与中国２０１９年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年

份，再以其对应年份后３０年人力资本平均年均增长率作为中国人力资本未来一段时

间的增长率，进而计算中国未来每年人力资本。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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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参见白重恩、张琼：《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世界经济》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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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陆旸、蔡昉：《从人口红利到 改 革 红 利：基 于 中 国 潜 在 增 长 率 的 模 拟》， 《世 界 经

济》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三）基准情景预测结果

１．重要经济指标长期变化趋势

本文估算了未来３０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和人均ＧＤＰ的变化趋势 （见表１）。

在基准情景下，本文做了两个基本假设：一是，考虑到２０１２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

入新常态，ＴＦＰ增速设定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９年的平均值１．９％不变；二是，ＴＦＲ保 持

在１．６９不变。结果 显 示， “十 四 五”时 期 中 国 潜 在 经 济 增 长 率 仍 位 于５％以 上。

２０２２年，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为５．３２％，到 “十四五”末期，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

降至５．１６％。从２０２６年开始，中国潜在经济增速降至５％以下，２０３５年的潜在经

济增速为４．１６％，而到２０５０年，潜在经济增速预计降至２．８７％。不过，即使２０２６
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降至５％以下，２０３５年我国人均ＧＤＰ仍能达到２．４３万

美元，届时中国人均ＧＤＰ有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２．４２万美元）。①

表１　基准情景下２０２１—２０５０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预测

年份 潜在经济增长率 （％）人均ＧＤＰ （美元） 年份 潜在经济增长率 （％）人均ＧＤＰ （美元）

２０２１　 ５．３８　 １２５５６　 ２０３６　 ３．８９　 ２５２９２

２０２２　 ５．３２　 １３１９２　 ２０３７　 ３．７７　 ２６３４２

２０２３　 ５．２７　 １３８６０　 ２０３８　 ３．６７　 ２７４１６

２０２４　 ５．２１　 １４５６１　 ２０３９　 ３．５６　 ２８５１５

２０２５　 ５．１６　 １５２９７　 ２０４０　 ３．４６　 ２９６３７

２０２６　 ４．９６　 １６０４６　 ２０４１　 ３．２６　 ３０７５５

２０２７　 ４．９０　 １６８２９　 ２０４２　 ３．１８　 ３１８９９

２０２８　 ４．８４　 １７６４８　 ２０４３　 ３．１２　 ３３０７７

２０２９　 ４．７７　 １８５０４　 ２０４４　 ３．０７　 ３４２９４

２０３０　 ４．７１　 １９３９７　 ２０４５　 ３．０４　 ３５５５５

２０３１　 ４．５３　 ２０３０５　 ２０４６　 ２．９６　 ３６８４４

２０３２　 ４．４５　 ２１２４８　 ２０４７　 ２．９３　 ３８１８１

２０３３　 ４．３６　 ２２２２３　 ２０４８　 ２．９１　 ３９５６８

２０３４　 ４．２６　 ２３２２９　 ２０４９　 ２．８９　 ４１００８

２０３５　 ４．１６　 ２４２６７　 ２０５０　 ２．８７　 ４２５０１

　　　注：人均ＧＤＰ采用２０２１年美元不变价。《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２０２１年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统 计 公 报》和 世

界银行 ＷＤＩ数据库显示，２０２１年中国人均ＧＤＰ达到了８０９６７元，折合为１２５５６美元。

２．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动力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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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２１年，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标准是人均ＧＤＰ达到２．３万美元。通过对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的测算，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发 达 经 济 体 人 均 ＧＤＰ年 均 增 长 率 的 中 位 数 为０．３６％。
基于此，本文将中等发达国家未来１５年人均 ＧＤＰ的增长率也假定为０．３６％，从而推

算出２０３５年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标准为人均ＧＤＰ　２．４２万美元。



为反映各类生产要素对潜在经济增长率贡献的变化趋势，本文对１９８１—２０５０年

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了动力分解。图１显示，２００８年以来，资本存量对潜在经

济增长率的贡献 率 超 过５０％，而２０１１年 前 后ＴＦＰ对 经 济 潜 在 增 速 的 贡 献 明 显 下

降。同时，劳动力数量对经济 潜 在 增 长 率 的 贡 献 大 幅 降 低，由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 的 近

２０％降至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的不到１％，其主要原因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快速减少。

图１　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动力分解 （１９８１—２０５０）

伴随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 数 量 的 持 续 减 少，劳 动 力 供 给 也 不 断 下 降，导

致其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 负，且 呈 现 持 续 扩 大 趋 势。图１显 示，“十 四 五”

时期劳动力数量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的贡献为－２．５２％，而到２０４６—２０５０年这一

负向影响将扩 大 到－１４．２８％。与 此 不 同，ＴＦＰ对 中 国 潜 在 经 济 增 长 率 的 贡 献 将

逐步扩大。在 “十四五”时期，ＴＦＰ的贡献率 为３８．１８％，到２０４６—２０５０年 有 望

达到６２．７６％。这表明，科技创新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体现出中国

经济 转 向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必 然 要 求。值 得 注 意 的 是，资 本 存 量 在 很 长 一 段 时 期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仍是中国经济保持较高水平潜在增长率的最重要动力，贡献率持续超

过５０％。在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持续下降的背景下，中国要维持一定水平的经

济增速，需持续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从人口因素来看，人力资本的上

升能一定程度上弥补劳动力数量下降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不利影响。尽管人力资本

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相 对 较 小，但 其 影 响 却 在 持 续 扩 大，贡 献 率 从 “十 四 五”

时期的６．９９％上升到２０４６—２０５０年的１１．５％。

３．预测结果比较

本文预测的 潜 在 经 济 增 长 率 与 白 重 恩 和 张 琼①相 比 下 降 速 度 更 为 均 匀 （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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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白重恩、张琼：《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预测：兼顾跨国生产率收敛与中国劳动力特征的

供给侧分析》，《经济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白重恩和张琼分别选取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和ＰＷＴ９．０
两套数据测算了２０１６—２０５０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表２所列为二者的平均值。



２），主要区别在于本文采用了增长核算模型，而后者使用了基于技术溢出的经济追

赶模型。尽管本文与刘伟和范欣①均采用了加入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但由于

本文采用了最新数据 （ＰＷＴ１０．０和 《世 界 人 口 展 望 （２０１９）》）估 算 相 关 参 数 与

就业人数，能够反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信息、新情况和新变化，导致预测结果

低于后者。相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经济报告 （２０２０）》总报告组，②
本文的预测结果明显偏低，原因在于：其一，本文在生产函数中考虑了人力资本因

素；其二，本文对ＴＦＰ增长率的设定 （１．９％）要明显低于后者 （２．８６％）。不过，

本文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③的预测结果较为接近，这主要是

因为采用的测算方法相似；但２０２１—２０５０年中国人口数据，本文采用了 《世界人口

展望 （２０１９）》，而后者使用 了 王 广 州④的 预 测 结 果。总 体 而 言，尽 管 由 于 采 用 数

据、预测方法不同，本文基准情景预测结果与已有研究略有差异，但在预测数值和

方向上基本保持一致。

表２　多项研究预测结果的比较 （２０２１—２０５０）

时间段 本文基准预测
白重恩和张琼

（２０１７）

刘伟和范欣

（２０１９）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

所 《中国经济报告 （２０２０）》

总报告组 （２０２０）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

研究中心课题组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５．２７％ ５．５７％ ７．２９％ ５．４２％ ５．５１％

２０２６—２０３０　 ４．８３％ ４．８２％ ６．９７％ ４．９２％ ４．８８％

２０３１—２０３５　 ４．３５％ ３．９４％ ６．４９％ ４．４８％ ４．３７％

２０３６—２０４０　 ３．６７％ ３．４０％ — ３．９６％ ３．９２％

２０４１—２０４５　 ３．１３％ ３．４６％ — ３．５８％ ３．３０％

２０４６—２０５０　 ２．９１％ ２．９８％ — ３．３５％ ２．６７％

　　　资料来源：白重恩、张琼：《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预测：兼顾跨国生产率收敛与中国劳动力特征的供给侧分

析》，《经济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４期；刘伟、范欣：《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管理世界》２０１９年第１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经济报告 （２０２０）》总报告组：《全球经济大变局、中国潜在增长率与

后疫情时期高质量发展》，《经济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８期；中国社 会 科 学 院 宏 观 经 济 研 究 中 心 课 题 组：《未 来１５
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及指标研究》，《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四、中国中长期增长面临新挑战

在基准预测结果基础上，本文考虑了人口老龄化加速、新冠疫情冲击和中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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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参见刘伟、范欣：《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管理世界》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经济报告 （２０２０）》总报告组：《全球经济大变

局、中国潜在增长率与后疫情时期高质量发展》，《经济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８期。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未来１５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 “十

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及指标研究》，《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参见王广州：《新中国７０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老龄化发展趋势》，《中国人口科学》

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术脱钩等 “三大新因素”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对于每一种情景，本文先

从经济理论上分析该因素对经济增长潜力的影响机理，再基于影响机理设定对应的

预测情景，最后预测该情景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

（一）人口老龄化加速

老龄化加速在时间上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呈现出 “倒Ｕ型”特征。快速人

口老龄化在短期内对潜在经济增长率会有一定的提振作用，但长期将严重制约经济

增长。过去４０多年，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年均

达到２．７２个百分点，但该正向效应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消退。①人口年龄结构

变化与人口峰值提前到来会通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积累、投资、ＴＦＰ等渠道影

响潜在经济增长率。第一，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随着中国人口峰值提前到来，人

口老龄化会使老年人口比例增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导致具有实际劳动能力

人口减少。而抑制人口老龄化加速的生育政策短期内不会影响到劳动力供给，但会

增加１５年后的劳动者数量。第二，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低生育率常常伴随着大 量

“小家庭”的出现。与生育更多的子女相比，父母会在这些更少的子女身上投资，从

而快速提高年轻人群的人力资本。但由于年轻人口占比下降，国家整体人力资本提

升速度减缓。第三，对投资的影响。生育率下降能够减轻少儿抚养的负担，增加储

蓄水平，提高物质资本积累，从而带来人口红利。②同时，人口老龄化不仅增加了养

老资金支出，也使得长期看护、医疗保障等赡养成本增加，③ 挤占了生产性资本投

资。第四，对ＴＦＰ的影响。科技创新对从业人员具有明显的年轻化要求，尤其是航

空航天、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人口老龄化不利于年轻劳动力增 长，

随着劳动力队伍的大龄化，社会整体创新活力有所下降，抑制ＴＦＰ的持续提升。

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人口出生率下降速率明显超过了２０１９年联合国

对中国在基准情景下的人口出生率预期，这预示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会比预期更

快。有学者认为，中国总人口峰值将在２０２５年前到来。④与该判断一致，２０１９年世

界人口展望在低生育率情景下的中国人口峰值在２０２４年出现。基于上述考虑，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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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王维国、刘丰、胡春龙：《生 育 政 策、人 口 年 龄 结 构 优 化 与 经 济 增 长》， 《经 济 研

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Ａ．Ｃ．Ｋｅｌｌｅｙ　ａｎｄ　Ｒ．Ｍ．Ｓｃｈｍｉｄｔ，“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ｖｏｌ．３２，ｎｏ．４，１９９５，ｐｐ．５４３－５５５；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 转 折 点》，
《经济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参 见 都 阳、封 永 刚：《人 口 快 速 老 龄 化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冲 击》，《经 济 研 究》２０２１年 第

２期。
参见蔡昉：《老龄化的第二个转折点将至，当前重要任务是勿让需求侧制约长期增长》，
《企业观察家》２０２１年第９期。



以低生育率情景来反映近年来中国人口出生率低迷的现实，并以此为基础预测中国

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

相比基准情 景，该 情 景 的 中 国ＴＦＲ明 显 偏 低，２０２０—２０２５年 维 持 在１．４５％，

２０２６—２０３０ 年、２０３１—２０３５ 年 和 ２０３６—２０４０ 年 分 别 降 至 １．３２％、１．２３％ 和

１．２３％，但 此 后 有 所 上 升，２０４１—２０４５年、２０４６—２０５０年 分 别 提 高 到１．２４％、

１．２５％。图２显示，２０４２年之前该情景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高于基准，两者之间的差

距 （净效应）呈现 “倒Ｕ型”变化，但在２０４２年之后持续低于基准，且净效应会

持续扩大。其内在原因是，低生育率会在中期内降低少儿人口比重，此时会减轻人

口抚养比对投资率的负面影响。但持续的低生育率会使一段时间后的劳动年龄人口

持续减少，并导致总人口抚养比上升，进而抑制投资和长期经济增长，且这种负面

作用会日益增大。例如，２０５０年，该情景相比基准情景潜 在 经 济 增 长 率 减 少０．６６
个百分点。若考虑人口老龄化加速对ＴＦＰ的不利影响，则生育率持续下降会导致中

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速下降更多。

图２　人口老龄化加速情景下２０２２—２０５０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预测及净效应

（二）新冠疫情的 “疤痕效应”

新冠疫情大流行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 “疤痕效应”。① 新冠疫情冲击对劳动力、

人力资本、投资、ＴＦＰ等都会产生深刻影响，由此造成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拖累。

首先是对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疫情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疫情造成

学校停课，由此带来的教育时 间 减 少 将 损 害 人 力 资 本 积 累。其 次 是 对 投 资 的 影 响。

疫情冲击会对居民和企业信念产生巨大而持久的负面冲击。这种 “信念伤痕”会导

致个人在家庭财务和投资组合决策中系统性地降低风险，并可能带来持续较高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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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储蓄和较低的预期投资，从而导致永久性的经济损失。再次是对ＴＦＰ的冲击。一

方面是向在家工作转换所产生的调整成本，企业可能会重新设计办公室和商店，以

允许更多的社交距离，即使效率较低；另一方面是供应链的调整，例如企业也可能

从 “及时”库存模式转变为 “以 防 万 一”模 式，增 加 库 存 和 更 稳 健 （但 效 率 更 低）

的供应链。最后是疫情导致 “僵尸企业”不断增加，在保市场主体的情况下，企业

僵尸化得以 “容忍”，但在经济恢复时期，却很难出现反转。这将造成资本错配，损

害生产率的提升。

考虑到数据获取的难度 和 疫 情 影 响 的 复 杂 性，本 文 仅 考 虑 新 冠 疫 情 在 中 长 期

内降低劳动参与率的影 响。借 鉴Ｆｅｒｎａｌｄ和Ｌｉ的 做 法，① 假 定 新 冠 疫 情 会 使 一 部

分 劳 动 者 （５５岁 及 以 上）永 久 退 出 劳 动 力 市 场，降 低 其 劳 动 参 与 率。考 虑 三 种

情 景：情 景１假 定 新 冠 疫 情 导 致２０２０—２０２４年５５岁 及 以 上 人 口 劳 动 参 与 率 分

别 下 降１％ （５５岁）、１．７５％ （５６岁）、２．２５％ （５７岁）、２．５％ （５８ 岁）、

２．６２５％ （５９岁）；情 景２假 定 新 冠 疫 情 对 劳 动 参 与 率 的 影 响 为 情 景１的 三 倍；

情 景３假 定 新 冠 疫 情 对 劳 动 参 与 率 的 影 响 为 情 景１的 五 倍。以 情 景２为 例，相

比 基 准，新 冠 疫 情 导 致２０２０—２０２４年５５岁 及 以 上 人 口 劳 动 参 与 率 分 别 下 降

３％ （５５岁）、５．２５％ （５６岁）、６．７５％ （５７岁）、７．５％ （５８岁）、７．８７５％
（５９岁），２０２５年６０岁 以 上 人 口 劳 动 参 与 率 下 降７．８７５％，２０３０年６５岁 及 以

上 人 口 劳 动 参 与 率 下 降７．８７５％，以 此 类 推。对 于 其 他 时 间 段 劳 动 者 数 量，本

文 采 用 插 值 法 补 充。

表３显示，新冠疫情大流行会在短期内对潜在经济增速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但

其效应会快速减弱。２０２０—２０２４年，三种情景下新冠疫情冲击将导致中国潜在经济

增长率分别下降０．３２％、０．９５％和１．５４％。以情景２为例，新冠疫情使得２０２０年

潜在经济增速下降１．３８个百分点，但到２０２４年其影响降至０．５２个百分点，此后其

影响显著快速下降。这是由于随着时间推移，最初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中老年劳动

者年龄增加，其本身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也在上升，导致新冠疫情通过劳动参与

率变化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逐渐消失。需要指出的是，若考虑新冠疫情对ＴＦＰ
的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下降更多。

表３　新冠疫情冲击情景下２０２０—２０５０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预测

潜在经济增长率 净效应

年份 情景１ 情景２ 情景３ 情景１ 情景２ 情景３

２０２０　 ６．１４％ ５．２２％ ４．２９％ －０．４６％ －１．３８％ －２．３１％

２０２１　 ４．９８％ ４．１７％ ３．４６％ －０．４０％ －１．２２％ －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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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潜在经济增长率 净效应

年份 情景１ 情景２ 情景３ 情景１ 情景２ 情景３

２０２２　 ５．００％ ４．３６％ ３．７８％ －０．３３％ －０．９６％ －１．５５％

２０２３　 ５．０４％ ４．６０％ ４．２１％ －０．２３％ －０．６６％ －１．０６％

２０２４　 ５．０３％ ４．６９％ ４．３８％ －０．１８％ －０．５２％ －０．８４％

２０２０—２０２４　 ５．２４％ ４．６１％ ４．０２％ －０．３２％ －０．９５％ －１．５４％

２０２５—２０３０　 ４．８６％ ４．８４％ ４．８５％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４％

２０３１—２０３５　 ４．３６％ ４．４０％ ４．４７％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１１％

２０３６—２０４０　 ３．７１％ ３．７９％ ３．９０％ ０．０４％ ０．１２％ ０．２３％

２０４１—２０４５　 ３．１８％ ３．２６％ ３．３８％ ０．０５％ ０．１２％ ０．２４％

２０４６—２０５０　 ２．９０％ ２．８８％ ２．９０％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１％

（三）中美技术脱钩风险

长期来看，中美技术脱钩是影响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的重大因素。随着中美竞争

博弈加剧，中美技术脱钩形势 日 渐 显 现，将 在 中 长 期 内 抑 制 中 国 潜 在 经 济 增 长 率。

尽管中国整体科技实力相比 美 国 的 差 距 在 逐 步 缩 小，甚 至 在 新 能 源 技 术、大 数 据、

５Ｇ、量子计算等一些领域与美国并驾齐驱，但在半导体芯片、基础软件等关键技术

领域明显落后。

中美技术脱钩会通过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科技人员交流等渠道影响中国科技

创新，进而作用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第一，贸易渠道。当前，就部分关键行业的

零部件和资本品而言，中国仍主要依赖于从美国及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进口。若美

国联合新老盟友对中国 “卡脖子”技术和关键设备产品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则短

期内会导致中国技术创新速度减缓、部分产品生产受阻，长期内可能造成技术发展

的 “双轨化”。第二，对外直接投资渠道。美国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中国开展的对

外直接投资，通常是通过技术溢出、竞争效应、人才流动等方式促进中国本土企业

的技术创新。若中美技术脱钩 使 得 该 通 道 关 闭，则 中 国 企 业 向 外 学 习 的 机 会 减 少，

削弱企业的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第三，科技人员交流渠道。科研创新需要科技人

员相互交流，如此才能激发出最具前沿和创新性的想法。当前，美国对一些在美华

人教授实施不公正对待，对中国留学生在专业和签证方面进行限制，这会减少前沿

知识和先进技术在中国的扩散和外溢，可能造成中国科技创新步伐放缓。

中美技术脱钩对中国科技创新的影响渠道十分复杂。由于中国对美国的设备引

进与技术学习、模仿主要通过美国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和中国进口美国

的高科技产品实现，因此本文仅考虑这两个因素对中国ＴＦＰ的 影 响。本 文 研 究 发

现，中国吸引美国ＦＤＩ强度与中国进口美国高科技产品强度能解释中国ＴＦＰ增速的

比例约为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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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模拟了从２０２２年开始中美技术脱钩的三种情景：中美技术脱钩１／４、中美

技术脱钩１／２和中美技术完全脱钩，对应中国吸引美国ＦＤＩ强度与中国进口美国高

科技产品强度两个指标均分别下降２５％、５０％和１００％。表４显示，２０２２—２０２５年

间，中美技术完全脱钩会导致中国潜在经济增速下降０．４１个百分点。同时，中美技

术脱钩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负面影响呈现逐步扩大趋势。２０４６—２０５０年，中美

技术完全脱钩将导致中国ＧＤＰ潜在增长率下降０．６２个百分点。本文预测结果未考

虑中美技术脱钩后，中国在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方面的积极应对，因此可能高估了中

美技术脱钩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表４　中美技术脱钩情景下２０２２—２０５０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预测

潜在经济增长率 净效应

年份 情景１ 情景２ 情景３ 情景１ 情景２ 情景３

２０２２　 ５．２３％ ５．１３％ ４．９４％ －０．１０％ －０．１９％ －０．３８％

２０２３　 ５．１７％ ５．０７％ ４．８７％ －０．１０％ －０．２０％ －０．４０％

２０２４　 ５．１１％ ５．００％ ４．７９％ －０．１１％ －０．２１％ －０．４２％

２０２５　 ５．０５％ ４．９４％ ４．７２％ －０．１１％ －０．２２％ －０．４４％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５．１４％ ５．０４％ ４．８３％ －０．１０％ －０．２１％ －０．４１％

２０２６—２０３０　 ４．７１％ ４．５９％ ４．３５％ －０．１２％ －０．２４％ －０．４８％

２０３１—２０３５　 ４．２２％ ４．０８％ ３．８１％ －０．１４％ －０．２７％ －０．５４％

２０３６—２０４０　 ３．５３％ ３．３８％ ３．１０％ －０．１４％ －０．２９％ －０．５７％

２０４１—２０４５　 ２．９９％ ２．８４％ ２．５４％ －０．１５％ －０．３０％ －０．６０％

２０４６—２０５０　 ２．７５％ ２．６０％ ２．２９％ －０．１６％ －０．３１％ －０．６２％

（四）“三大新因素”的综合影响

从 “三大新因素”影响走势来看，① 人口老龄化加速短期内对中国潜在经济增

长率不构成制约，反而会有一定的提振作用，但会在２０４０年以后持续拖累经济 增

长，且影响逐步增大；新冠疫情冲击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未来５年，影响幅度在１个

百分点左右，此后影响将快速减弱；中美技术脱钩会在长期持续制约中国潜在经济

增速，影响幅度在０．５个百分点左右。

从不同时期来看，“十四五”时期，“三大新因素”导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

１个百分点，其中新冠疫情因素贡献约０．７个百分点，中美技术脱钩因素贡献约０．３
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因素影响很小；２０２６—２０４０年 “三大新因素”造成中国潜在经

济增速下降约０．３个百分点，其中中美技术脱钩因素贡献０．５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

因素会提振潜在经济增长率０．２个百分点；２０４１—２０５０年 “三大新因素”导致中国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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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分别选取了人口低生育率情景 （见图２）、新冠疫情冲击的情景２ （见表３）和中美

技术脱钩的情景３ （见表４）。



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约０．８个百分点，其中中美技术脱钩因素贡献０．６个百分点，人口

老龄化因素的不利影响逐渐显现且日益扩大，贡献约０．３个百分点 （见图３）。从能否

实现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来看，“三大新因素”导致２０３５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难以达

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考虑 “三大新因素”后，２０３５年中国人均ＧＤＰ将达到２．２８万

美元，相比基准情景减少０．１５万美元，低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２．４２万美元）。

图３　 “三大新因素”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净效应

从中美经济实力对比来看，在基准情 景 下，中 国ＧＤＰ将 于２０３１年 超 越 美 国；

考虑 “三 大 新 因 素”情 景 下，中 国 ＧＤＰ超 越 美 国 的 时 间 推 迟 到２０３３年，① 并 且

ＧＤＰ增速在２０４６年之后低于美国。

五、增强历史主动，奋进现代化新征程

考虑 “三大新因素”的情景分析显示，２０３５年中国人均ＧＤＰ将达到２．２８万美

元，低于中等发达国家人均ＧＤＰ２．４２万美元。这凸显出内外部环境变化对潜在增长

率的严峻挑战。但这并不意 味 着 我 们 只 能 接 受 这 样 的 “宿 命”；相 反，增 强 历 史 主

动，深化改革开放，是保持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一招。鉴于此，本文分别模拟了

减税、提高ＴＦＰ、提升人力资本、提高劳动参与率等多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

情景，测算各项政策红利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提升作用，为进一步改革开放提

供学理支持，增强对中国未来增长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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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选取过去１０年美国人均ＧＤＰ增长率的平均值作为美国未来３０年人均ＧＤＰ潜在增

长率，再结合联合国对美国人口增长率的预测值，计算出未来３０年美国ＧＤＰ潜在增

长率。此外，本文还考虑了采用过去２０年美国人均ＧＤＰ年均增长率作为未来３０年美

国人均ＧＤＰ潜在增长率的情形，发现结果与本文结论基本一致。



（一）减税激励企业投资

企 业 税 率 上 升 降 低 了 净 利 润，抑 制 了 企 业 投 资 意 愿，不 利 于 资 本 积 累。考

虑 到 近 几 年 中 国 大 力 开 展 了 “减 税 让 利”政 策，受 限 于 政 府 财 政 预 算 约 束，实

际 可 减 税 的 空 间 显 著 缩 小。国 家 统 计 局 数 据 显 示，企 业 所 得 税 占 ＧＤＰ比 重 从

２０１５年 的３．９４％降 至２０２０年 的３．５９％，实 际 下 降 了９％。为 说 明 减 税 带 来 的

“改 革 红 利”，假 设 从２０２２年 开 始，企 业 税 率 分 别 减 少５％、１０％和１５％。这

个 假 设 隐 含 的 前 提 是，由 于 税 收 发 生 变 化，资 本 回 报 率 在 企 业 和 税 收 之 间 的 比

例 发 生 变 动，从 而 影 响 资 本 形 成 率 和 资 本 存 量。除 减 税 对 投 资 产 生 的 直 接 影 响

外，由 于 资 本 形 成 率 具 有 一 定 的 惯 性，减 税 还 能 通 过 资 本 形 成 率 的 滞 后 项 影 响

当 期 的 资 本 形 成 率。因 此，这 项 改 革 在 短 期 和 长 期 都 将 对 潜 在 经 济 增 长 率 产 生

影 响。

从减税政策的 “改革红 利”的 大 小 和 持 续 时 间 来 看，减 税 带 来 的 “改 革 红 利”

呈现出非线性的变化趋势。减税效应预计在２０２６—２０３０年间达到最大，此后逐渐降

低。表５显示，减税５％对 “十四五”时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产生明显的 “改革红

利”，达到０．４２个百分点。在基准情景下，由于 “人口红利”消失，２０３１—２０３５年

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将降至４．３５％，若生产税在现有基础上减少５％，则这段时期的

潜在经济增长率将提高到４．９３％，高出基准值０．５８个百分点，“改革红利”比较明

显，２０４６—２０５０年仍能维持０．４４个百分点。由此来看，减税政策可继续成为提升

中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政策选项。

表５　减税政策情景下２０２２—２０５０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预测

潜在经济增长率 净效应

年份 减税５％ 减税１０％ 减税１５％ 减税５％ 减税１０％ 减税１５％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５．６６％ ５．８１％ ５．９７％ ０．４２％ ０．５６％ ０．７３％

２０２６—２０３０　 ５．４５％ ５．６６％ ５．８９％ ０．６２％ ０．８２％ １．０６％

２０３１—２０３５　 ４．９３％ ５．１２％ ５．３２％ ０．５８％ ０．７６％ ０．９７％

２０３６—２０４０　 ４．１９％ ４．３５％ ４．５３％ ０．５２％ ０．６８％ ０．８６％

２０４１—２０４５　 ３．６１％ ３．７６％ ３．９２％ ０．４８％ ０．６２％ ０．７８％

２０４６—２０５０　 ３．３５％ ３．４８％ ３．６２％ ０．４４％ ０．５７％ ０．７０％

（二）提高ＴＦＰ

ＴＦＰ是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总体效率，本质是技术、人才等要素质量和资源

配置效率。① ＴＦＰ的提升主要源于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一方面，经过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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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４日，第６版。



４０多年的改革开 放，中 国 技 术 水 平 与 世 界 前 沿 技 术 的 差 距 明 显 缩 小，通 过 技 术 引

进、模仿、学习方式获得的后发优势日渐式微，叠加美国对中国实施的技术打 压，

未来中国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自主创新和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另一方面，资源错配

曾导致中国较低的ＴＦＰ水平和较大的增长空间。① 尹恒和李世刚研究发现，１９９８—

２０１３年，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空间平均达到１６０％；通过消除省际扭曲、

实现全国统一有效的 大 市 场，总 产 出 能 够 增 加 约７０％， “改 革 红 利”十 分 丰 厚。②

但是，随着这方面改革进入深水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产生的ＴＦＰ增 进 效 应 开 始

递减。

前三次工业革命分别以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化为特征，显著提升了全社会的

ＴＦＰ。而第四次工业革命正日益显现，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元

宇宙涉及的新技术为代表，体现出数字化、智能化的特征，预期将对中国ＴＦＰ产生

重要影响。参 考Ｌｕｃａｓ对 可 比 经 济 体 的 定 义，③ 以 相 对 美 国 人 均 ＧＤＰ指 标 而 言，

２０１９年中国相对美国人均ＧＤＰ大致相当于１９５５年的日本、１９６０年的新加坡、１９６０
年的中国香港、１９７９年的中国台湾和１９８５年的韩国。这五个可比开放经济体在随

后３０年ＴＦＰ的平均增长率在１．７％—２．５％之间。由于基准情景采用的ＴＦＰ增长率

为１．９％，本文假设从２０２２年开始，中国ＴＦＰ能够在１．９％基础上分别提高０．３个

百分点、０．４５个百分点、０．６个百分点。

表６显示，２０２２—２０２５年ＴＦＰ提升 政 策 产 生 的 净 效 应 分 别 达 到０．３２个 百 分

点、０．４９个百 分 点、０．６５个 百 分 点。同 时，技 术 进 步 产 生 的 红 利 呈 递 增 趋 势 变

化。２０４６—２０５０年，各情景下的净效应可分别达到０．５个百分点、０．７５个百分点

和１个百分点。随 着 人 口、资 源 和 环 境 因 素 对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的 制 约 在 逐 步 增 大，

中国经济正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提高ＴＦＰ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将变 得 极 其

重要。而本文的研究结果也印证了提升ＴＦＰ可以成为中国未来长期经济增 长 的 动

力来源。

表６　提高ＴＦＰ情景下２０２２—２０５０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预测

潜在经济增长率 净效应

年份 情景１ 情景２ 情景３ 情景１ 情景２ 情景３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５．５７％ ５．７３％ ５．８９％ ０．３２％ ０．４９％ ０．６５％

２０２６—２０３０　 ５．２２％ ５．４１％ ５．６０％ ０．３８％ ０．５８％ ０．７７％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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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尹恒、李世刚：《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空间有多大？———基于中国制造业的结构估

计》，《管理世界》２０１９年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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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

潜在经济增长率 净效应

年份 情景１ 情景２ 情景３ 情景１ 情景２ 情景３

２０３１—２０３５　 ４．７８％ ５．００％ ５．２２％ ０．４３％ ０．６５％ ０．８６％

２０３６—２０４０　 ４．１３％ ４．３６％ ４．５９％ ０．４６％ ０．６９％ ０．９２％

２０４１—２０４５　 ３．６１％ ３．８５％ ４．０９％ ０．４８％ ０．７２％ ０．９６％

２０４６—２０５０　 ３．４１％ ３．６６％ ３．９２％ ０．５０％ ０．７５％ １．００％

（三）提升人力资本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提高人力资本

可以通过增加教育年限来实现，但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同时，增加培训也是提升

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类似于提升ＴＦＰ的情形，本文选取了历史上与中国处于同样

发展阶段的东亚经济体，测算其当时未来３０年人力资本年均增长率的平均值。在此

基础上，本文假定三种情景：从２０２２年开始，中国未来人力资本年均增长率分别在

基准情景基础上提高０．０５个百分点、０．０７５个百分点和０．１个百分点。其中，第三

种情景下的人力资本增长率为选取可比经济体中对应时期中的最高值。

表７显示，提高人力资本政策可以促使 “十四五”时期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分

别上升０．０６个百分点、０．０８个百分点和０．１１个百分点。尽管该项政策对中国潜在

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但却具有 “递增性”。２０４６—２０５０年，提高人力资本的政策

效应可以达到０．０８个百分点、０．１３个百分点和０．１７个百分点。若考虑人力资本对

ＴＦＰ的作用，则该项政策的作用会进一步扩大。因此，持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也是

提升中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重要手段。

表７　提高人力资本情形下２０２２—２０５０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预测

潜在经济增长率 净效应

年份 情景１ 情景２ 情景３ 情景１ 情景２ 情景３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５．３０％ ５．３３％ ５．３５％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１１％

２０２６—２０３０　 ４．９０％ ４．９３％ ４．９７％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１３％

２０３１—２０３５　 ４．４３％ ４．４６％ ４．５０％ ０．０７％ ０．１１％ ０．１５％

２０３６—２０４０　 ３．７５％ ３．７９％ ３．８３％ ０．０８％ ０．１２％ ０．１６％

２０４１—２０４５　 ３．２２％ ３．２６％ ３．３０％ ０．０８％ ０．１２％ ０．１６％

２０４６—２０５０　 ３．００％ ３．０４％ ３．０８％ ０．０８％ ０．１３％ ０．１７％

（四）提高劳动参与率

联合国人口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年龄 （１５—６４岁）人口数量在２０１６年达到峰

值，此后缓慢下降。而劳动年龄人口要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前提是参与就业。因

此，理论上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缓解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形成的劳动力供给减少问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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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而促进潜在经济增长。假定从２０２２年开始，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分别提高１个

百分点、３个百分点和５个百分点。

表８显示，２０２２—２０２５年提高劳动参与率政策可以推动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分

别上升０．０９个百分点、０．２６个百分点和０．４４个百分点。但是，提高劳动参与率产

生的 “改革红利”会逐步减弱，到２０４６—２０５０年该项政策效应降至０．０３个百分点、

０．０９个百分点和０．１５个百分点。从上述数值及其变化来看，围绕劳动参与率的改

革政策不是我们可以长期主要依赖的政策选项。

表８　提高劳动参与率情景下２０２２—２０５０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预测

潜在经济增长率 净效应

年份 情景１ 情景２ 情景３ 情景１ 情景２ 情景３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５．３３％ ５．５１％ ５．６８％ ０．０９％ ０．２６％ ０．４４％

２０２６—２０３０　 ４．９１％ ５．０５％ ５．２０％ ０．０７％ ０．２２％ ０．３６％

２０３１—２０３５　 ４．４１％ ４．５３％ ４．６４％ ０．０６％ ０．１８％ ０．２９％

２０３６—２０４０　 ３．７２％ ３．８１％ ３．８９％ ０．０５％ ０．１４％ ０．２３％

２０４１—２０４５　 ３．１７％ ３．２４％ ３．３１％ ０．０４％ ０．１１％ ０．１８％

２０４６—２０５０　 ２．９４％ ３．００％ ３．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１５％

（五）多项政策组合效应

尽 管 单 项 改 革 举 措 对 提 高 未 来 潜 在 经 济 增 长 率 的 影 响 相 对 有 限，但 政 府 可

采 用 上 述 政 策 组 合 的 方 式 扩 大 “改 革 红 利”。考 虑 到 当 前 进 一 步 推 进 改 革 的 复 杂

性 和 艰 巨 性，本 文 仅 以 减 税、提 高 ＴＦＰ、提 高 人 力 资 本 和 提 高 劳 动 参 与 率 的 最

低 改 革 力 度 情 景 为 例 （见 表９）。综 合 来 看，减 税 和 提 高ＴＦＰ的 政 策 对 潜 在 经 济

增 速 的 提 升 作 用 较 为 明 显，这 两 项 政 策 可 使２０２２—２０２５年、２０２６—２０３０年、

２０３１—２０３５年 的 潜 在 经 济 增 长 率 分 别 提 高０．７５个 百 分 点、１个 百 分 点 和１个

百 分 点，２０４６—２０５０年 仍 可 达 到０．９３个 百 分 点。若 再 配 套 实 施 提 高 人 力 资 本、

提 升 劳 动 参 与 率 等 政 策 措 施，则２０２２—２０２５年、２０３１—２０３５年 和２０４６—２０５０
年 的 潜 在 经 济 增 长 率 能 分 别 提 高０．８９个 百 分 点、１．１４个 百 分 点 和１．０５个 百

分 点。

表９　２０２２—２０５０年政策组合的 “改革红利”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２０２６—２０３０　 ２０３１—２０３５　 ２０３６—２０４０　 ２０４１—２０４５　 ２０４６—２０５０

税率下降５％

０．４２％ ０．６２％ ０．５８％ ０．５２％ ０．４８％ ０．４４％

税率下降５％，ＴＦＰ增加０．３％

０．７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９８％ ０．９５％ ０．９３％

税率下降５％，ＴＦＰ增加０．３％，人力资本增速上升０．０５％

０．８０％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５％ １．０４％ １．０２％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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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９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２０２６—２０３０　 ２０３１—２０３５　 ２０３６—２０４０　 ２０４１—２０４５　 ２０４６—２０５０

税率下降５％，ＴＦＰ增加０．３％，人力资本增速上升０．０５％，劳动参与率提高１％

０．８９％ １．１４％ １．１４％ １．１０％ １．０７％ １．０５％

综上，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情景下，通过 “改革红利”的释放，将使得未来３０
年潜在经济增长率年均可提升１个百分点左右，不仅有效对冲 “三大新因素”的不

利影响，并且好于基准情景，可以确保中国稳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①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引入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框架，运用最新的经济社会统计数据，测算

了中国２０２１—２０５０年潜在经济增长率，并对经济增长率进行了动力分解。在基准情

景基础上，本文评估了人口老龄化加速、新冠疫情冲击和中美技术脱钩等 “三大新

因素”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并考察了各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对提升

经济增长潜力的作用。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１）基准情景下，中国 “十四五”时期年均增速在５％以

上，２０３５年人均ＧＤＰ为２．４３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ＧＤＰ　２．４２万美元的

水平；（２）考虑 “三大新因素”情景下，“十四五”时期潜在增长率相较基准情景年

均下降１个百分点，２０３５年中国人均ＧＤＰ为２．２８万 美 元，比 基 准 情 景 减 少０．１５
万美元，低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情景下，通过 “改革红利”

的释放，未来３０年潜在经济增长率每年可提升１个百分点左右，能有效对冲 “三大

新因素”的不利影响，确保中国稳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

考虑到需求面的制约，潜在经济增长率并不意味着现实经济增长率。尽管决定

潜在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是供给侧的生产要素，但需求侧决定了潜在增长率能否最终

得以实现。因此，需要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有机结合起来，

一方面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打通经济循环卡点堵点；另一方面着力

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促使实际增长率逐步达到潜在增长率。

首先，重视资本积累，扩大有效投资。资本积累在未来一段时期仍是中国潜在

经济增长率的重要动力，要充分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以及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一是优化税制结构，推动实施更大力度组合式减税降费，坚持普恵性减税和结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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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体而言，综合考虑 “三大新因素”的不利影响和四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对冲

作用，２０３５年中国人均ＧＤＰ将 达 到２．６３万 美 元，超 出 中 等 发 达 国 家 标 准０．２１万 美

元；中国经济总量将在２０３０年超越美国；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在２０２２—２０５０年间将持

续高于美国。



减税相结合，扩大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的覆盖面，聚焦 “专精特新”完善中小微企

业减税降费政策，促进企业投资。二是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和政府投资撬动作用，吸

引社会资本，促进公共产品投入，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

内生增长机制。三是扩大投资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大基础设施优化和现代

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领域的投资，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同时保持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防止过高的房价挤压实体企业的非房地产投资。四是以国

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推动贸易

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其次，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教育、科技、人才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一是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培育创新文化，弘

扬科学家精神，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二

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基础研究，积聚力量攻关原创性、引领性、关

键性核心技术；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成长的良好环境，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三是深度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

持党管人才原则，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

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

匠、高技能人才。

最后，多措并举，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一是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

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二是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

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适应不同类型人才的发展需求，

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三是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支持老年劳动力人群继续

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余热，缩小劳动力供需缺口。同时，完善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

险体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四是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提高机器替代人工的比重，

弥补劳动力供给不足缺口。五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深

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坚持预防为主，加

强重大慢性病健康管理，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

〔责任编辑：梁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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