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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
——2013年回顾与2014年预测及未来经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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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至 2014 年

主要经济指标回顾与预测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织编写的 《中国经济增长报

告 （2012～2013） ——宏观经济走势及展望》 分为三部分。第一

部分总报告回顾分析了 2013 年中国投资、消费、贸易、金融等领

域的现状和问题，并对 2014 年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进行预测和展

望。第二部分为宏观经济专题，对宏观经济的各个层面进行了探

讨。第三部分为区域经济发展前景报告，对各省区市可持续发展

和转型升级状况进行了评估。该报告被纳入 《宏观经济蓝皮书》

系列，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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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正经历着工业
化阶段结构性加速向城市化阶段结构性减
速转型。这个过程由一系列供给侧变量主
导了未来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包括人口结
构转型及相应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城市化
水平持续提高及相应投资增长速度的放
缓；经济增长对福利的重视及相应分配格
局调整导致的减速效应等。

我 们 对 中 国 经 济 潜 在 增 长 因 素 及
2013 年至 2018 年经济前景进行了分析预
测。考虑到供给侧因素变化的特殊性，中
国经济潜在增长分解和预测建立在一个多
层次的分解框架上，其核心是标准增长核
算方程。基于中国劳动、资本和城市化等
3 个变量的长期非线性动态，我们对 2013
年至 2018 年中国潜在增长率的预测值为
6.4%。基于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及宏观经济
变量动态趋势，经济稳增长、调结构的供给
侧管理政策包括竞争性市场的完善，相对
价格体系的完善，动员型经济的转型，提高
结构转型效率，降低供给要素的投入成本，

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
通过对 GDP 分解、劳动生产率分布和

生 产 函 数 的 三 重 计 算 ，得 到 2013 年 至
2018 年 中 国 经 济 长 期 增 长 预 测 区 间 为
6.4%至 7.9%，这里包含了人口、劳动生产
率、分配效应等多项假设。

分析发现，一些发展趋势不可避免地
会导致“结构性减速”：人口转型直接会降
低增长速度；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如果不能
有效地提升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也会
直接降低劳动生产率；城市化率超过 57%
后投资率下降，投资效率低，再加上资本存
量增长减速也同样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随着经济增长和劳动力供给放缓，要素分
配会更趋向于劳动要素，会引致劳动要素
分配份额上升，也意味着按 CD 生产函数
核算的潜在增长率增速会下降。

应对挑战就是提高 3 个生产率：劳动
生产率，特别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资本效
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保证中国经济健康可
持续发展。

2013 年延续了 2012 年经济发展态势，预计全年经济增长为 7.6%。2014 年仍然是一个调结构、促改革、稳增长、控风险
的调整年。只有稳定财政金融架构，逐步释放累积的风险，经济结构调整才能顺利进行。

预计 2014 年至 2018 年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将经历工业化阶段结构性加速向城市化阶段结构性减速的转型。这个
过程由人口结构转型、城市化、对福利的重视等一系列供给侧变量主导了未来潜在的经济增长率。通过分析计算，预期
2013年至 2018年中国经济长期增长预测区间为 6.4%至 7.9%。

结合中国 2013 年经济发展现状和 2014 年至 2018 年中国经济长期面临的挑战，应采用供给侧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应
对潜在增长率下降，这些政策包括：竞争性市场的完善、相对价格体系的完善、动员型经济的转型、提高结构转型效率、降
低供给要素的投入成本，以及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

延续 2012 年经济发展态势，2013 年
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期。2013 年上
半年 GDP 增长 7.6%，三季度 GDP 增长企
稳 ， 第 四 季 度 受 到 同 比 效 应 ， 经 济 增 长
可达到 7.4%。与 2012 年相比，消费增幅
下 降 ， 投 资 增 长 靠 地 产 和 基 建 拉 动 ， 制
造 业 投 资 下 滑 ， 总 体 投 资 平 稳 ， 外 需 有
所 改 善 ， 对 工 业 带 动 积 极 ， 贸 易 顺 差 略
有增加。

预计 2013 年全年经济增长为 7.6%，物
价稳定在 2.5%的水平。代表着生产者的物
价指数连续负增长长达两年，经济回稳主
要依靠传统的地产投资、外贸回升和加大
政 府 基 建 支 出 ， 新 的 转 型 增 长 如 信 息 消
费、医疗消费的发展需要时间。而在货币
方 面 ， 金 融 机 构 的 期 限 错 配 风 险 开 始 暴
露，地方债问题逐步显现，去杠杆的货币
收缩压力已经发生。美欧经济复苏一方面
带动了中国的出口，但发达国家的复苏也
导致新兴市场国家资金外流，从资产回报
率角度看，中国的长期资金外流和短期国
外资金流入迹象明显。2013 年人民币保持
了温和升值的态势，但外汇占款出现连续
下降，单边流入已经减缓，可能逼迫金融
体系进一步紧缩。

中国稳增长的“底线”政策思路稳定了
经济增长的预期，并同时提出了调结构、促
改革的新思路。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
高效增长，意味着需要通过经济结构性改
革，逐步消除非均衡发展累积下来的风险，
走向较均衡的经济结构。然而结构调整和改
革，将直接导致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即结构
性减速。平衡“调结构、促改革”与经济减
速方面的政策操作非常重要。

对于 2013年中国经济运行分析如下：
第一，工业回升，但实体通缩依然。

2013 年第三季度工业开始回升，中国采购
经理人指数 PMI 连续超过 50%，上升趋势
明显，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接近 10%这一中
国工业长期增速下限水平，经济已经出现了
企稳迹象。反映生产者价格水平的 PPI （生
产者价格指数） 持续两年为负值，意味着实
体经济一直处于通缩状态，应大量去库存和
产能，但很多企业只存在去库存，而去产能
则一直步伐缓慢，这与地方税收返还、金融
支持等有关。在产能不能有效退出的情况
下，财政、金融资源的大量持续流入和补
贴，阻碍了工业部门调整，并将成为今后几
年困扰经济有效复苏和工业部门经济效益提
高的主要问题。

第二，出口回升，投资靠地产和基建，
消费下降。

与 2012 年同期相比，三大需求中出口
复苏比较快。出口下半年复苏的原因是：
欧美经济走稳带动了中国出口，圣诞采购
将进一步推动 2013 年外贸复苏步伐；贸易
条件改善，尽管实际有效汇率和名义有效
汇率双双走高，但进口原材料价格大幅下
跌，贸易条件改善，出口加工企业利润回
升；出口退税政策下半年仍有 7000 亿元额
度可供使用，出口成为 2013 年稳定经济的
重要工具。

投资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但仍主要靠地
产和基建投资，这种投资模式的可持续性一
直是社会关注的问题：政府、企业负债过
高，而且利率水平也处于较高的阶段，金融
风险不断累积；社会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
外商投资下降，企业自主投资意愿下降，制
造业投资下降很快，服务业投资领域的更多
开放很重要；房地产作为地方经济的支柱，
一直存在非常高的风险。

导致 2013 年消费增长下滑的短期政策
因素是新一届政府加大反腐败力度、公款
消费大幅下降等。长期制约因素主要是：
经济减速会直接导致收入预期下降，降低
消 费 ； 由 于 收 入 差 距 大 、 福 利 覆 盖 水 平
低 ， 导 致 居 民 消 费 倾 向 下 降 ； 财 富 效 应
低 ， 中 国 居 民 的 财 产 性 收 入 主 要 是 房 地
产、储蓄和股票等，房地产价格畸形已经
是拉大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股票市场熊
霸全球，投资者资产缩水，而储蓄利率自
由化推动居民储蓄收入有所增加，对消费
有所支持。

第三，物价稳定。2013 年上半年 CPI
涨幅为 2.4%，下半年物价保持在 2.6%的水
平，全年物价维持在 2.5%，而 PPI 在 2013
年将保持负值。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中国经
济增速也处在平稳水平，表明总需求不会大
幅扩张。而国内粮食已经实现九连增、工业
生产能力充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这些均
会抑制物价上涨。不过，一些推升物价的因
素不容忽视：比如，中东政局不稳导致石油
价格上涨，国内要素成本上升，以及价格改
革可能有较大推进等。

第四，金融风险。2013 年中国金融市
场波动起伏。当前，直接的金融风险在结构
上表现为严重的同质化金融机构期限错配、
央行人民币创造机制依赖于外汇占款、地方
政府债务的不可持续、企业负债高和“影子
银行”蕴藏的风险。金融风险直接影响到经
济的货币宽松条件，1 至 8 月社会融资总规
模已达 12.54万亿元，预计全年超过 18万亿
元，再创历史新高已成定局，经济靠货币推
动的格局依然。

预计 2014 年经济增长目标会与“十
二五”规划的增长目标相一致，而实际增
长仍会高于增长目标，预计经济增长将保
持在 7.4%的水平；物价水平 （即 CPI） 将
稳定在 2.1%以下的水平，PPI 仍为负值。

“十二五”预计能保持年均经济增长 7.7%
的水平，“十三五”期间保持 6.3%的水
平，就能实现到 2020 年翻两番的目标，
因此中国当前的问题不是一个如何再高速
增长的问题，而是经济要从高速增长阶段
平稳转向高效增长，经济结构更均衡、社
会福利水平提高、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是增

长的关键。
2014 年仍将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

依然是靠出口和投资，服务业的新发展是
投资和消费的新亮点；同时也将遇到很多
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来自改革，包括能否
顺利建立起新的地方税、能否对地方债风
险进行释放、能否减税和降低融资成本，
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只有稳定财政金融
结构，逐步释放累积的风险，经济结构的
调整才能顺利进行，很多改革才能有所推
进 。 2014 年 仍 然 是 一 个 调 结 构 、 促 改
革、稳增长、控风险的调整年。

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期，需要通过经济结构性改革，逐步消除

非均衡发展累积下来的风险。平衡“调结构、促改革”与经济减速方面

的政策操作非常重要

预测2014

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预测2014

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2014年仍然是一个调结构、促改革、稳增长、控风险的调

整年，经济要从高速增长阶段平稳转向高效增长，最大的挑战

来自能否顺利推进各项改革

中期展望

以生产率提高应对结构性减速

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正经历着工业化阶段结构性加速向

城市化阶段结构性减速转型，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效率

和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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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阶段结构性减速转型，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效率

和全要素生产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