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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大正能量* 

 

 

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二〇一三年经济数据对比 

注：GDP为国内生产总值，CPI 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制图：张芳曼 

 

经济增长持续领跑世界：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将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近 10%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

                                                        
* 本文已发表于《人民日报》2014 年 2 月 23 日第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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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奇迹。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为世界经济的稳步增长作出了重

大贡献。初步测算，近 10 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 20%。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陷入低谷。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克时艰，合

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引擎，对世界经济增

长的拉动作用超过 50%。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各国经济总量排名中的位次快速

上升，现已稳居世界第二位，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

示，2013 年中国 GDP 初步核算数约为 56.88 万亿元，较上年增加近 5 万亿元。

2013 年中国 GDP 增长率达到 7.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同期美国

GDP 增长率为 1.9%，欧元区为-0.4%，日本为 1.7%。 

2012 年以来，受外需急剧下降以及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中国经济增

长的步伐有所放缓，一些人担心中国经济会出现“硬着陆”。这一担心是毫无必

要的。当前中国经济 7.5%左右的增速，是全球经济不景气、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和产业升级情况下的正常水平。这一增长速度是使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

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与中国当前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相符合，不仅处在合理

的区间范围内，而且在世界上仍属较高增速。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将给

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正面外溢效应。据测算，今后 5 年，中国将进口大约 10 万

亿美元的商品，对外投资规模将达到 5000 亿美元，出境旅游可能超过 4 亿人次。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将继续为处于中低速增长通道的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拉动亚洲经济的火车头： 

在亚洲空前的发展大潮中，中国的拉动作用越来越突出 

 

作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对亚洲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巨大建设性作

用，形成了与其他亚洲国家发展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良好态势。 

拉动亚洲发展。中国已成为拉动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的火车头。中国经

济的快速增长，首先带动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研究表明，如果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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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近 10 年来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是下降的。2000 年以来，中国同

周边国家的贸易额从 1000 多亿美元增至 1.3 万亿美元，已成为众多周边国家的

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重要投资来源地。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额

已超过中国与欧洲、美国的贸易额之和。在亚洲空前的发展大潮中，中国的拉动

作用越来越突出。 

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加强

各经济体间经贸往来，对于保持亚洲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一方面，中国积极推进

同亚洲国家的经贸合作。2010 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实施，双方经贸往来

更加活跃。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13 年中国与东盟商品贸易总额达 4427 亿美

元，较上年增长 10.8%，东盟跃升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在中国的支持和推动

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已正式启动。另

一方面，中国积极推进同亚洲国家的财政金融合作。2012 年 5 月，清迈倡议多

边化资金规模扩大 1 倍至 2400 亿美元，中国仍保持 32%的最高出资份额。截至

2013 年底，中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额约 1.5 万亿元人

民币，为促进区域经贸往来和维护区域金融稳定提供了强大支持。中国还提出打

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

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一系列推动区域

经济一体化的倡议。 

成为联系亚洲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枢纽。长期以来，在亚洲地区的国际生产网

络中，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东盟、日本、韩国处于分工链条的不同位置，这些国

家向中国出口附加值较高的中间产品，而中国则承担最终组装工序，并出口到欧

美市场。由于在亚洲生产网络中主要从事组装环节，中国成为联系亚洲与欧美发

达国家的经济枢纽，既带动了周边国家对中国出口的增长，也加强了亚洲与外部

世界的经济联系。 

 

支持非洲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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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务实合作，切实促进了非洲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中非关系源远流长，新中国历届领导人都十分重视与非洲国家的交流与合作。

新世纪以来，中非关系驶入了全面发展的快车道。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务实合作，

切实促进了非洲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为非洲产品提供了巨大的出口市场。2000 年—2012 年，中非贸易占非洲对

外贸易总额的比例由 3.8%提高到 16.1%。其中，非洲对中国出口商品占非洲出

口总额的比例由 3.8%大幅提高到 18.1%。目前，中国是非洲最大贸易伙伴，非

洲是中国重要的进口来源地。2013 年，中国与非洲商品贸易总额达到 2096.07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7.6%。其中，非洲对中国出口额为 1169.92 亿美元；中国对

非洲出口额为 926.15 亿美元。中非贸易总额、非洲对中国出口额以及中国对非

洲出口额均创历史新高。 

为非洲经济建设提供了急需的资金支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非洲吸引外

国直接投资总额连续下滑，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快速增加。2009 年—2012 年，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流量由 14.4 亿美元增至 25.2 亿美元，年均增长 20.5%；同

期存量由 93.3 亿美元增至 212.3 亿美元，增长近 1.3 倍。在投资总量扩大的同时，

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从传统的农业、采矿、建筑等逐步发展到金

融和商贸物流等服务业部门。来自中国的资金巩固了非洲经济发展的基础，提升

了非洲的竞争力。 

支持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帮助非洲改善民生。目前，非洲已成为中国第二大

海外工程承包市场。中国企业在非洲建成的大量市政道路、高速公路、立交桥、

铁路和港口项目，有效推动了非洲互联互通和一体化建设。同时，中国还在公共

福利设施、医疗卫生、气候变化、人力资源培训、债务减免等领域为非洲提供帮

助，努力改善非洲民生和提升非洲自主发展能力。 

为非洲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在于坚持

一切从实际出发，既从本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不照搬外国的经验和模式；又以改



       IPER |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系列 

  

 

 5 

革开放的勇气和眼光，把握时代的新变化、新特点，顺应时代潮流，反对僵化封

闭的思维模式和习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打破了西方模式的神话，为非洲乃至世

界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和借鉴的发展模式。 

 

助推欧美经济复苏： 

中国的发展为欧美国家摆脱危机提供了支持和动力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经济元气大伤，欧美国家在世界经济中

的地位持续下滑，经济与社会问题随之层出不穷。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三个方

面：一是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不断攀升，并且在中短期内难以显著下降；二

是常规货币政策失灵，只有借助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来提供流动性；三是人口老龄

化问题突出，失业率高位波动，社会问题频发。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欧

美经济复苏提供了强大支持和动力，中国的发展为欧美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

益。 

以切实行动帮助欧美摆脱金融和债务危机。2012 年 6 月，中国决定向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增资 430 亿美元。这不仅有助于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也为解决欧债危机提供了重要支持。截至 2013 年 12 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近

1.27 万亿美元，比 2008 年底增加近 5415 亿美元，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美国的

财政压力。 

中国市场是欧美当前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对欧美国家创造就业和经济

复苏至关重要。2000 年—2013 年，中国从欧盟和美国进口商品总额累计达到 2.57

万亿美元。按照每 100 亿美元出口可以创造 10 万个就业机会计算，中国在此期

间的进口为欧美各国直接创造了约 2570 万个就业机会。 

作为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中国市场为欧美在华投资企业提供了丰

厚回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13 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显示，

受访公司中将中国列入其战略投资规划五大重点市场的占 96%；61%的受访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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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它们在华业务的利润率高于或等于其全球利润率。欧洲企业在华的投资回

报也是如此。欧美企业在华投资所取得的收益成为支持欧美经济复苏和长期稳定

的重要资金来源。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执笔人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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