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卷首       Preface

中国仍是经济增长“火车头”
文  |  林毅夫

近期，全球都在高度关注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担忧中国能否保持改

革势头，以国内消费和服务业为基础，向新增长模式转型。

作为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中国的确存在许多结构性问题，但不能简

单地拿发达国家的经验来判断中国的增长潜力，2010 年后出现的减速其实

在很大程度上是外部及周期性因素所致。因此，各方面依然对经济长期发

展轨迹抱以极高的信心。具体目标是，“十三五”期间保持年均 6.5% 以上

的增长率，到 202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

未来几年，由于外部需求可能会出现疲软，中国能否实现这一增长目

标取决于国内需求形势。正是因为在投资和消费两方面都存在良好的机遇，

决策者才敢于表示，虽然面对经济下行，但运用政策的回旋余地仍比较大。

首先，从投资领域来看，中国发展机遇依然巨大，而且相关投资会带

来较高经济回报。作为中等收入国家，中国有充足的机会实现工业产能升级。

中国在向中高端产业转变的过程中，将面临许多投资机遇，比如特种钢材、

精密机床、先进设备等领域 ；中国过去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集中在高速公

路、高铁、机场和港口，目的是促进城市间的互联互通。然而，像地铁和

污水处理系统这样的城市内的基础设施却严重不足。投资这些领域可以降

低交易成本、增加经济效率并产生较高的社会、经济回报；中国亟需投资

环保领域，以解决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未来随着经

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提高，需要在住房、城市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服务领

域进行投资。

其次，从资金来源来看，中国的财政资金仍很充裕。中国中央和地方

政府的公共债务总计不到 GDP 的 60%。相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100% 的比例，中国有充足的财政空间支持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针对地方政

府的债务期限错配问题，中国财政部已经明确额度，允许地方政府发行长期

基础设施债券进行置换。在必要情况下，中国政府可以采用另外一轮扩张性

财政政策支持基础设施投资；中国的家庭储蓄占 GDP 的近 50%，属世界最高

水平。政府可以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撬动私人投资，包括利用公私合作（PPP）

方式建造基础设施；中国拥有 3.3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数量居世界首位。

同时，中国发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全球经济，除了为其他发

展中国家创造前所未有的机会，还将帮助中国更好地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

源，强化自身经济实力。由此可见，中国仍有能力依靠国内投资和消费实

现经济增长目标，同时贡献全球每年增长的大约 30%，继续担当全球经济

增长的“火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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