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谈到拉动经济的“三驾马

车”，从数据上看，投资增速在下降，进

出口总额也在下降，我们现在确实处

在新旧动力转换的过程当中，旧的动

能在衰减，新的动能在培育过程当中，

这可能是一个艰难的进程，也必然会

带来一些阵痛。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

当中，各位觉得有哪些新的亮点，目前

还有哪些问题？

牛犁：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们
过去更多是发挥后发优势，利用要素
价格低廉等比较优势实现了发展，比
如劳动力、土地、资金。我国是投资主
导型、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投资和出口
是拉动增长的最关键力量，消费相对
偏弱。近几年，我们的比较优势和后
发优势都在削弱，再加上资源环境的
约束，企业各方面成本上升较快。从
国际环境看，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新
兴经济体的比较优势，都挤压了我们
的发展空间。因此，我们必须要扩大
内需，发挥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基础
性作用。当前，我们的城镇化率仍有
较大的提升空间，消费潜力巨大，享受
型、娱乐型消费表现也很突出。

潘建成：您提到“三驾马车”中投
资和进出口都在下降，是作为一种危
机来说的，我个人更倾向于把中国的
危机视为危险和机会，危机带来了机

遇。旧的动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粗放
的，代表了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破
坏。正是因为旧的动能衰竭，才催生
了新的动能。新的动能更加可持续、
更加绿色、更加科学。

以出口为例，一般贸易占的比重
持续快速上升。过去，我们的出口主
要是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把产品卖给
人家，把污染留给自己，赚取微薄的加
工费。一般贸易占比提升，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我们自主产品的比重在上
升，出口结构在优化改善，质量在提
高，这就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转变。

投资也是一样。过去投资非常好
的时候，拼的是速度，拼谁能消耗资
源，谁的反应更快。当这些都不灵的
时候，就逼企业要想办法创新。2014
年我国的科研经费占 GDP 比重第一
次达到 2%。世界上有一个规律，科研
经费占 GDP 比重达到 2%时，国家整
体进入创新活跃期，我记得美国是在
上个世纪 50 年代，欧洲是 60 年代，日
本是 70 年代。或许可以说，中国在

“三期叠加”的倒逼之下，在旧动能衰
减的压力之下，真正的创新动力开始
显现，这正是危机的典型诠释，我们遇
到了危险，也迎来了机遇。

李佐军：我一直认为，“三驾马车”
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只是国民

经济增长总值核算中的 3 个组成部
分，是经济低迷或者萧条时期，通过印
钞票、通过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
的短期手段，具有巨大的副作用和后
遗症。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来自于我
经常提到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
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也对应着新
一届领导集体反复强调的改革、转型、
创新 3个方面。

“三大发动机”目前有很多亮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正在全面、
深入、加快推进改革，顶层设计不断推
出，一些重点改革正在取得新的进
展。从转型来看，淘汰落后产能正在
进行中，很多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
正在形成。从创新来看，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创新驱动、“互联网+”等都是
亮点。当前，培育新动力遇到的问题，
也 正 是“ 三 大 发 动 机 ”所 遇 到 的 障
碍。比如说，改革现在遇到的障碍可
能主要是积极性的问题，如何激发企
业家创新的积极性，发挥企业家精
神，调动地方改革的积极性。从转型
来看，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淘汰落
后产能。从创新来看，创新需要投
入，而且创新是有风险的。只有把这
些问题妥善解决，把改革、转型、创新
真正发动起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
有了持久的动力。

专家赴约“经济圆桌”热议当前经济形势——

经济温和换挡 动能加速转换
编者按 “汇聚学界智慧，把脉中国经济”。今天起，由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网和经济日报新闻客户端联合

出品的融媒体产品“经济圆桌”，正式与读者见面了。我们将在每个季度的经济数据发布之后，约请专家把脉经济

形势，还将针对经济热点话题，不定期地约请专家讨论交流。访谈成果将在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和经济日报新

闻客户端同期推出，敬请关注。

主持人：前三季度经济数据发布后，国内外都

非常关注。就在几天前，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部

分省（区、市）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时，对当前中

国经济作出了 6 点判断，其中第一条就是中国经

济作为 10 万亿美元的体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在这个体量下实现 7%左右的增速实属不易。

请问各位如何看待这个判断？

李佐军：确实不易。第一，中国经济正处于换
挡过程当中，维持 7%左右的增长是很难的一件事
情，因为换挡还没有到位，要在对冲下行压力的同
时，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第二，目前，我们
要在处理经济发展积累的矛盾时，保持相当的经
济增长，这本身就是一个高难度的平衡艺术。比
如地方债务压力过大、资产价格偏高、银行不良资
产上升、产能过剩、人民币汇率变动等等。近年
来，通过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等一系列的平衡举措维持了我国经济平稳增长，
十分不容易。第三，国际环境也不利于我们保持
高速增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市场总体
低迷，出口的拉动力严重不足。第四，中国经济的
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了，在这样一个高基数上再
实现 7%左右的增长，比过去低的时候实现 10%或
者 10%以上的增长难度更大。对未来经济增长
的预测应该实事求是，不要把 GDP 增长定得过
高，要适应经济发展的大势，适应我国经济增速换
挡的现实。

牛犁：我国经济 10 万亿美元的体量，7%左右
的增速，带来将近 8000 亿美元的增量，相当于全
球排名十几到二十几位之间一个国家的总量，也
是十几年前我国经济总量的规模。从这个角度来
看，我们仍然是增长最快的大国之一，仍然对世界
经济增量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世界经济增长最重
要的一个引擎。随着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增速边
际递减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增速放缓也与经济结
构变化有关，制造业效率偏高的前提下增速减缓；
服务业效率偏低，但是在经济发展中的占比上升
了。此外，价格因素、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成本
上升等，的确使增长能力往下走。

潘建成：我再补充几点。第一，实属不易还
体现在国际上，在全世界 100多个国家都面临增
长压力的情况下，我们的增长速度是名列前茅
的。纵向比，我们的季度增速可能是国际金融危
机以来最低的，年度增速是 20 多年来最低的。
但是横向比，全世界可能也就是印度，或者特别
少数的国家增长速度比中国略快一点，差不多
99%以上的国家增速是低于中国的，不论是大国
还是小国，比我们发达还是落后。第二，虽然增
速略有放缓，但是我们保证了民生的持续改善，
保证了居民收入增长不下降，保证了就业的稳
定，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三，面对较大的经
济下行压力，我们不仅确保了增长温和回落，没
有出现巨幅波动，还积极促进结构优化和动力转
换，坚定不移地推进资源环境保护，做到这些都
是非常不容易的。

成绩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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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接下来我们谈谈对宏观经济数据的感受。

从一些企业听到了生产经营比较困难的感受，但是从

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来看，又会感觉到经济充满活力。

比如，“双创”非常活跃，新增企业数量增长很快，

刚刚结束的“十一”黄金周，旅游和消费也非常火

爆。请问，如何看待统计数据和一些经济现象不太匹

配的情况？

潘建成：我觉得表象上的这种不匹配体现了中国经
济这些年来发展的一个基本脉络，即经济增长放缓过程
的结构分化更加明显。今天的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巨大
的分化状态之下，这个分化就表现在你说的很多企业感
到很难受，但是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活跃。正是这种反
差让我们思考，我们究竟要什么？是要每个人都像企
业一样去关注生产吗？还是就像普通老百姓一样关注
我们的生活？其实，生活才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最本
源的东西。经济学上来讲，消费是平稳的、活跃的，
同时生产出现了比较大的困难，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
消费有问题，而是生产有问题。而这个生产的背后，
企业之所以痛苦，是因为卖出去的产品价格持续 43 个
月在跌，而老百姓包括农民工的收入在涨，企业利润
受到挤压。根源是什么？价格为什么跌？竞争为什么
激烈？因为产能过剩。为什么产能过剩？是因为过去投
资增长过快。

在这样一个不匹配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经济分化
在行业上充分地体现出来了，与消费相关的行业景气
还是很不错的，比如食品、饮料、酒类、茶等，还有
医疗、教育等。但是那些资源性产业，以及资源密集
型产业，煤炭、石油、化工、钢铁等处在非常困难的
境地，这是一个巨大的分化，所以分析经济时要小心
平均数所掩盖的事实真相，有些时候平均数并不能充
分地说明问题。

李佐军：为什么会出现反差以及多元化的现象，或
者不匹配的现象？原因在于，第一，这是经济转型时期
必然出现的现象。所谓经济转型，就意味着有一部分行
业要被淘汰，而新的产业要成长。第二，这是中国国情
决定的。中国国土面积较大，人口众多，各地差异很
大，行业很齐全，各种业态也很齐全，有多种所有制，
这样的国情决定了在中国的大地上，每时每刻都能看到
很多矛盾的、相反的现象共存。第三，这是改革过程中
的必然现象。改革是各主体责权利关系的一次重新安
排，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会调整利益格局，会催生很多新
的机会，会造成很多新的形态，比如说，为什么新登记
企业出现井喷式增长？这是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带来的。
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会带来很多新的现象，这些新的现
象又与经济增速换挡过程当中经济上的有些方面不景气
的现象同时存在，这是正常的。

有些不匹配很正常

主持人：刚才我们谈到分化，现在地区的发展驱动

力有分化，行业转型升级的能力有分化，企业创新也有

分化。对这种分化的情况，各位怎么看？

李佐军：现在确实存在明显的区域、行业和企业的
分化现象。从区域来看，东部跟西部，南边跟北边，包
括西部的内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北部包括东三
省、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区，增速都比较慢，出现的问题
也比较多，东南沿海在这一轮调整过程中表现相对稳
定，甚至还有些新的气象。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增速和经
济发展动能出现差异，原因是很复杂的。不同地区所处
的发展阶段不一样，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东南沿海有
些地方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北部很多省份仍处于工
业化中期，有的是前期向中期过渡阶段，这个阶段的发
展仍在大规模消耗资源能源，发展煤炭、钢铁等行业，
而这些行业正好在这一次中国经济的大转型过程中遇到
了问题，所以这些省份现在面临的下行压力就更大
一些。

分化还与各地的资源结构、文化观念、体制状况有
关。比如东北国有企业的比重一直比较高，老体制的包
袱相对比较重，山西、内蒙古等地对资源过度依赖，也
造成了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因此说，地区之间的分化
可能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一个比较持续的现象。

企业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有国有企业、非国有企
业，有大企业、小企业，有内资企业、外资企业，还有
混合所有制企业等，在当前整个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不
同的企业出现了不同的表现。有的企业所属行业比较靠
近新兴产业或者其本身就是新兴产业，表现就比较好，
有些企业处于相对传统的行业里面，就会相对比较艰
难。有些企业因为体制灵活，能够适应这样一种转变，
有的企业则因体制比较僵化，一下子适应不了。有些企
业因为靠政府比较近，依赖政府的资源或者依赖原来一
些垄断的优势，还能够暂时维持生存，有些企业没有这
些优势因素，现在就面临很大的压力。我认为，这些都
是经济增速换挡或经济结构调整这个阵痛期中的必然现
象，不用大惊小怪。

牛犁：前一段时间去东北调研，调研中，当地有人
说，我们的传统行业因为产能过剩比较困难，现在政府
推动“互联网+”，东北人网购的东西很多都是东部
的、江浙的，把我们当地的消费也给替代掉了。传统实
体店，尤其是书店、小服装店、小零售店，甚至包括规
模更大一些的连锁超市，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冲击。

潘建成：无论是地区、行业还是企业的分化，其本
质都是转型带来的，实际上就是原来依靠资源驱动、低
人力成本驱动、资本驱动的增长，正在逐步向依靠技术
驱动、改革驱动和结构变化驱动来实现。因此，在这个
转型过程中，对传统动力依靠得越多，适应得就越慢。
反观现在增长比较好的地区、行业和企业，或是受益于
技术创新，或是受益于结构变化，或者受益于改革。

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所有分化的根本原因在于
转型，而转型既符合客观规律，也是我们主观上特别要
推动的。每个地区、行业和企业，除了跟随转型的趋势
去努力，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小平同志曾说不改革死
路一条，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还有一句话，不转型不
创新也是死路一条。

地区行业企业分化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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