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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 Solow 增长模型实证分析 1970～

2007 年全要素劳动生产率、资本和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 在对未来影响

经济增长各个因素的趋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 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分段预

测和情景分析。按照我们的判断 , 在未来直到 2020 年 , 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

会明显低于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的平均增长速度 , 而且会出现缓慢下降的趋势。在

比较乐观的假设基础上 , 2008～2020 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7 %～8 % , 在较差的情况

下 , 只能达到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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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Forecast on the Potential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bstract : Based on Cobb2Douglas p roduction f unction we estimate t he cont ri2
bution of t he total factor p roductivity ( TFP) , t he capital and the labor to t he Chi2
na’s economic growt h f rom 1970～20071 A Solow growt h model is applied to fore2
cast the potential growth of the China’s GDP until 20201Combined the hypothesis on the

potential development of the TFP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investment to the GDP , we

forecast the growth rate of the China’s economic growth1Scenario analysis is conduc2
ted1During 2008～2020 , the average GDP growth rate will be lower than that of 1978～

2007 , and the growth rate will gradually decrease as the time being1
Key words : Solow Growt h Model ; Potential Growt h of China’s Economy ;

Forecast

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年 , 中国经济经历了年均近 10 %的高速增长 , 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国

家的实力都得到根本性的提高。在未来直到 2020 年 , 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如此快速的增

长 , 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潜力有多大 , 是经济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都需要考虑的问题。对未

来经济增长潜力进行预测 , 需要我们正确理解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和动力 , 只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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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决定经济高速增长的各个因素做出正确分析后 , 我们才能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潜力做出合情

合理的预测。在本研究中 , 我们从经济增长的供给方面出发 , 以经济学理论中的生产函数为

基础 , 运用计量分析工具 , 对驱动过去经济增长的各个要素 , 如全要素劳动生产率、资本存

量以及劳动力的贡献做出定量分析 , 然后对以上各个因素未来的增长进行分析和判断 , 从而

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做出估计。

一、预测理论和研究方法简介及数据说明

11 预测理论和研究方法简介

在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预测时 , 通常采用以下几个步骤 : (1) 按照经济学理论和历

史情况 , 选择与预测目标相关的几个重要的变量 ; (2) 建立计量经济模型 , 刻画变量间的相

互影响 , 并估计各个变量的系数。一些变量的系数值可以由预测者先验地进行设定 ; (3) 在

给定外生变量的基础上 , 对预测目标变量进行预测。

为了保证预测的准确性 , 通常数据和模型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 (1) 描述数据生成过

程的计量模型是正确的 ; (2) 模型的系数是在正确的模型和数据的基础上 , 运用正确的估

计方法得到的 ; (3) 模型所描述的历史数据的生成过程在未来仍然是有效的 , 也就是说 ,

估计的系数要具有常数性。模型的设定和估计以及数据的质量 , 直接决定着预测结果的

好坏。

预测又分为长期预测与短期预测 , 长期预测和短期预测在预测方法上有着根本的区别。

短期预测通常是对未来一两年的经济增长进行预测 , 因为短期经济增长取决于大量的易受外

部冲击影响的经济变量 , 因此需要构建由许多方程组成的大型模型系统。这些模型系统常常

由上百个行为方程或等式构成 , 涉及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 , 以此来刻画各种变化对经济行为

的影响。运用这样的大型模型 , 需要以大量的数据为基础 , 预测时还需要对许多模型系数进

行假设 , 而这样的假设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较高的偏误。另外 , 由于经济结构也在不断变化 ,

因此一般不能运用短期模型来进行长期预测 ( Perkins 和 Rawski , 2008) 。

长期增长一般不取决于外部的突然冲击或者经济行为的短期改变。长期增长主要由劳动

生产率、资本存量以及劳动投入来决定。一些经济学家通过巧妙地构造简单模型系统 , 对影

响经济增长的各个要素做出定量分析 , 并对这些要素的未来趋势进行分析 , 这样就可以通过

仅仅包含几个方程的模型系统对经济增长做出准确的预测 (邹至庄 , 2005 ; 沈利生 , 1999) 。

在本研究中 , 由于我们关心的主要是 GDP 的增长指标 , 因此完全可以采用后一种简

洁模型的方法 , 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长期预测。具体来说 , 本研究将借鉴著名计量经济学

家邹至庄 (2005)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中长期预测的研究方法。首先 , 我们建立一个罗伯特 ·

索罗 ( Robert Solow) 所描述的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由四个方程或等式构成。第一个行为

方程是描述经济增长的柯布 —道格拉斯 ( Cobb2Douglas) 生产函数方程 , 假定总产出是由

供给方面的各个因素决定的 , 即假定总资本和劳动力通过生产函数来决定总产出 , 用公式表

示如下 :

Y t = A e
αt K

β
t L

γ
t (1)

其中 , β和γ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对产出的弹性 , 如果β+γ= 1 , 就意味着生产函数满

足规模报酬不变。参数α可以测度产出随时间而产生的指数变化率 , 也可以解释为全要素生

产率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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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的第二个等式描述资本增长 , 即 : Kt = Kt - 1 + I t 。其中 , Kt 表示 t 期的资本存

量 , I t 表示 t 期扣除资本存量的净投资。也可将上式表示为 :

Kt = (1 - d) Kt - 1 + I t (2)

这里 I t 表示 t 期的总投资 , d 表示折旧率。

第三个等式描述劳动力的增长 , 即 :

L t = aL t - 1 (3)

这里 a 表示劳动力的增长率。

第四个等式描述投资的增长情况 :

I t = b Yt - 1 (4)

其中 , Y t 为实际增长率 , I t 为实际投资 , b是一个常数。这一等式表示 , 在模型中 , 将

t 期的实际总投资定义为 t - 1 期实际 GDP 的一个份额。

在模型的四个方程中 , 生产函数是最关键的 , 也是本研究的重点。我们需要通过回归分

析的方法来确定生产函数中的各个系数。在进行预测时 , 先验地给定未来劳动力的增长率 a

和未来投资占 GDP 的份额 b , 然后就可以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进行预测。

21 数据说明

1970～1978 年不变价 (1978 年不变价) GDP 数据取自于 Chow 和 Li (2002) , 1979～

2007 年数据按照《中国统计年鉴 2008》中 GDP 不变价增长率计算得到。劳动力数据取自于

各年份统计年鉴中的从业人员数。资本存量数据没有直接可用的统计数据 , 需要我们自己

估算。

我们利用邹至庄 (2005) 使用的以 1978 年价格计算的不变价资本存量为估算的基点。

由于邹至庄 (2005) 的数据截止到 1998 年 , 所以需要将这一数据序列延长到模型估计所需

要的 2007 年。具体的估算方法是 : 首先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8》中 1978～2007 年的现

价资本形成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 计算以 1978 年价格计算的不变价资本形成总额 ;

然后 , 以邹至庄 (2005) 的 1978 年资本存量为基点 , 按照永续盘存法的计算公式即 Kt =

1 - d K t - 1 + I t , 计算出 1979～2007 年的不变价资本存量数据。公式中 Kt 为 t 期的资本存

量 , I t 为 t 期的资本形成总额 , d 为折旧系数 , 本文中 d = 0104。

二、模型估计结果以及预测的情景分析

我们利用 1970～2007 年的年度数据 , 用一阶自回归模型估计方程 (1) , 得到下面的估

计结果 :

L YL = - 1186 + 01033 T + 0153L KL + [ A R (1) = 0152 ]

　　　　　　　　　　 ( - 1517) (418) (517) 　　　　　　　　 (415) (5)

　　　　　　　R2 = 01998 　　　　　　　D W = 1128

其中 , L YL 和 L KL 分别为不变价的取过对数的从业人员的人均 GDP 和人均资本存量 ,

也就是说 , 假设规模报酬不变。T 为趋势变量 , 1978 年以前为 0 , 1979 年为 1 , 以后每年增

加 1 , 即假定在 1978 年之前 , 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为 0。估计系数下面括号中的数

字为 t - 检验值。估计的结果可以解释为 , 在样本期 , 即 1970～2007 年 , 全要素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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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年增长 313 % , 资本和劳动力对 GDP 的贡献率分别为 0153 和 01 47。

在利用方程 (2) 、(3) 、(4) 和 (5) 做预测时 , 我们假设 2008～2020 年劳动力的年均

增长率为 019 % , 折旧率仍为 4 %。对于预测所需要的未来投资率以及全要素劳动生产率 ,

在基准模型中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 在 2008～2010 年和 2011～2015 年这两个阶段 , 假设投资

占上一年 GDP 的比重为 2005～2007 年相应值的平均值 , 在 2016～2020 年这一阶段 , 为平

均值减去 5 个百分点。由于 2005～2007 年投资占 GDP 的比重高达 48 % , 我们认为这一投

资增长速度不可持续 , 因此假设这一比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减少。在稍后的情景分析

中 , 对投资占 GDP 比重所做的假设也是基于同样的判断。再假设全要素劳动生产率 ( TFP)

的年增长率在 2008～2010 年和 2011～2015 年这两个阶段为 313 % , 即等于 1978～2007 年

的平均值 , 在 2016～2020 这一阶段为 1978～2007 年的平均水平的 90 %。我们还在这一基

准预测假设之外 , 对未来经济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出两种情景分析。具体来讲 , 情形 1 : 假设

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增长在 2008～2010 年、2011～2015 年以及 2016～2020 年这三个阶段分

别为 313 %、313 %的 90 %以及 313 %的 80 % , 投资占上一年 GDP 的比重在 2008～2015 年

与 2005～2007 年相应值的平均值相同 , 在 2016～2020 年这一阶段 , 为平均值减去 10 个百

分点。情形 2 : 对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假设与情形 1 相同 , 投资占上一年 GDP 的比重

在 2008～2010 年与 2005～2007 年相应值的平均值相同 , 在 2011～2015 年这一阶段 , 为平

均值减去 10 个百分点 , 在 2016～2020 年为平均值减去 20 个百分点。在这样的假设之下 ,

我们得到表 1 所示的预测结果。

表 1 基准模型预测结果以及情景分析

预测期间
GDP 平均

增长率 %

期末 GDP 值

(亿元)

TFP 增长率

( %)

投资占上年

GDP 比重

基准模型

情形 1

情形 2

2008～2010 年 812 69274129 313 0148

2011～2015 年 813 10295518 313 0148

2016～2020 年 617 14224914 310 0143

2008～2010 年 812 69274129 313 0148

2011～2015 年 713 98310126 310 0148

2016～2020 年 514 12810514 217 0138

2008～2010 年 812 69274129 313 0148

2011～2015 年 612 93642120 310 0138

2016～2020 年 415 11695214 217 0128

　　注 : 期末 GDP 值为 1978 年不变价。

三、预测结果分析

11 对长期预测假设条件的几点说明

考虑到当前世界经济形势 , 以及中国自身在未来发展阶段面临着非常不同于既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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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情况 , 以往数据所描述和反映的规律 , 在将来会发生不可忽视的改变。基于这种

认识 , 结合对近期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数据的感受 , 我们在利用模型进行预测时做出以下

假定。

(1) 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有缓慢递减的趋势。

第一 , 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是在后发达国家向发达

国家的追赶中实现的。对于发展中国家 ,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 , 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够

以何种速度采用现有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由此具有追赶优势。国际经验表明 , 如果发展

中国家能够利用追赶者的优势 , 就有机会得到加速发展 ( Perkins 和 Rawski , 2008) 。不仅

中国的情况如此 , 其他追赶型国家 , 如日本、韩国等国家也如此。在向发达国家追赶的过程

中 , 这些国家都出现了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贡献的阶段 , 但是 , 随着这些国家人

均 GDP 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 , 这种追赶动力效果逐渐减弱。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经济中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 , 一方面来自改革开放过程中 , 中国

在向世界先进生产力学习过程中产生的追赶效应 , 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中国自身实施的改革开

放政策所带来的对劳动生产力的极大解放 , 并由此而释放出来的对提升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效

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 由政策的改善而释放出来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效应也有逐步

减慢的趋势。

第二 , 从国际经验看 ,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与中国内地经济相似的经济体都经

历了由长达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到经济增长减缓的阶段。日本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直到

70 年代初保持了近 20 年的快速增长时期 , 首先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带动资本形成的快速增

长 , 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为有利润的投资创造了机会 , 使得投资者有很强的投资意愿。但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 , 首先是劳动生产率的减速 , 而不是资本形成的减速 , 导致经济增长

在这一时期出现突然减速。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情况也类似 , 都是在追赶效应的驱动下 , 劳动

生产率出现飞跃 , 从而带动资本存量的快速增长 , 当人均 GDP 达到一定水平后 , 劳动生产

率快速提高的趋势不再持续 , 从而引起经济由近 20 年的快速增长转向较平缓的增长 , 而且

较慢增长的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但与日本不同的是 , 韩国和台湾地区这两个经济体的增长

速度是逐渐放慢的。

第三 , 投资的快速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是相互联系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劳动生

产率快速提高 , 反过来又导致资本形成达到较高的水平。这与日本的经验相似。反过来 , 全

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与投资水平和资本存量的水平有关 , 投资和资本存量的快速增长使

得发展中国家通过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来快速提高生产率成为可能。

由于中国投资率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平 , 由投资高增长而引起的资本存量的快速增长又

会使劳动生产率保持较快增长。在分析未来影响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积极和消极因素的基础

上 , 我们的总体判断是 , 在 2008～2015 年 ,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会保持每年增长 313 %左右 ,

即保持 1970～2007 年的平均水平 , 而在 2016～2020 年 , 生产率的增长率会出现缓慢的下

降。在基准模型中 , 我们假定在这一时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为 313 %的 90 %。

(2) 与全要素劳动生产率递减相一致 , 我们假定投资率也有缓慢递减的趋势。

第一 , 虽然近几年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投资 , 但从总体上看 , 投资的来源主要还是国

内的储蓄 , 因此未来 10 年国内的储蓄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投资和资本存量的增长速

度。储蓄有三个来源 , 即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居民储蓄占总储蓄的比重超过一

半。目前来说 , 居民储蓄的主要目的是将储蓄用于退休养老、医疗以及其他方面的不备之

·141·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分析与预测 : 2008～2020 年



需。在未来一段时期内 , 中国政府还缺少财力来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 , 大多数居民仍然

需要靠自己的储蓄支付医疗和退休后的开支。因此 , 这种高水平储蓄率的趋势在未来 10 年

仍将延续。

第二 , 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发展始终 (或基本上) 维持着以增量投入实现规模扩张的模

式 , 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这种模式有其必然性。郑玉歆 (2007) 指出 , 发展中国家与发

达国家在经济上最根本的差距在于资产存量方面。发达国家是存量大国 , 而发展中国家是存

量小国。如 2005 年美国的固定资产为 372506 亿美元 , 中国 2005 年的固定资产存量在

360000 亿元～720000 亿元之间 , 人均固定资产约在 2177 万元～5154 万元之间。如果按均

值 4115 万元计算 , 美国人均固定资产约为中国的 23 倍。显然 , 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必然要

经历一个漫长的资本积累过程 , 才可能在总体上实现产业技术由劳动密集型为主向资本密集

型为主转变。粗放增长阶段是无法避免的 , 而且是转变增长方式的前提。考虑到资源禀赋情

况 , 中国的资本积累有一个持续、较高的速度是合乎逻辑的。

第三 , 单纯依靠投资的高速增长拉动经济发展长期来说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的发展

道路 , 事实上是一种压缩性的赶超。我们以较短的时间代价 , 以奔跑的速度走过了西方工业

国家曾经花费很长时间走完的路程 , 因此必定要支付更高的成本。我们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

中 , 一直渴望着不再走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再治理”的悲惨道路。但是事实不容乐观 ,

我们在发展中所付出的代价 , 特别是环境代价 , 绝不亚于历史上西方国家所走过的弯路 , 甚

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 , 我们在经济发展中不可能获得“无穷”的或“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资源。由于资源的约束与限制 , 在一段时期之后 ,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必定

会有所下降。

(3) 关于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在我们所参考的文献中 , 对劳动力增长速度的假设在

01 9 %～11 1 %之间。在我们的模型中 , 假设每年从业人员增长速度为 01 9 % , 然后对增长

速度 11 1 %做情景分析 , 发现无论设定为 01 9 %还是 11 1 % , 对预测的结果都没有明显的

影响。

(4) 关于情景分析中所做假定的说明。总体来说 , 我们认为在基准模型中所做的假设是

比较乐观的 , 因此在两个情景分析模型中 , 我们假设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会比较早地出现下

降 , 而且投资占 GDP 的比重下降的幅度增大。通过情景分析我们看到 , 投资占 GDP 比重的

较大幅度下降以及 TFP 增长率的逐渐放缓 , 都使预测值相对基准模型的预测值出现明显的

减少 , 而情景分析中所做的假设 , 特别是对 TFP 增长率所做的假设 , 在未来的经济运行中

是很有可能出现的。因此 , 基准模型所预测的增长率应当理解为是对未来的一个比较乐观的

估计。在最近的五年时间里 , 国外需求成为中国投资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驱动力量 , 在未来

一段时间 , 特别是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 , 国内和国际的经济增长都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

性 , 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 , 中国经济受全球需求减少的影响而出现投资增长速度明显放

缓 , 如我们在情景分析 2 中所做的假设那样 , 投资占上一年 GDP 的比重比基准模型中所

做的假设较早地、程度较深地出现下降 , 那么 2010～2020 年平均的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只

能达到 5 %～6 % , 这样的增长速度会大大低于最近五年的增长速度 , 也低于改革开放以

来近 30 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对于可能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而引起的就业和收入增长速度

下降等社会问题 , 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21 与现有文献的比较

已有一些学者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进行了预测。Chow 和 Li (2002) 利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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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1998 年 (排除 1958～1969 年不正常时期) 的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数据 , 通

过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估计中国经济增长 , 并在此基础上 , 在假设未来全要素生产率保

持目前水平、目前水平的一半以及 0 的情况下 , 分别预测 1999～2010 年的中国经济增长。

主要结论有 : (1) 1978～1998 年 ,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 216 %左右 ; (2) 改革开

放后 , 1978～1998 年 , 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 其中 , 资

本积累因素占经济增长的 54 % , 技术进步因素占 32 % , 劳动力因素占 13 %。(3) 未来的 12

年 , 即 1999～2010 年 , 若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不变 , 则中国经济年增长率约为 817 % ; 若全

要素生产率降低一半 , 则中国经济年增长率约为 619 % ; 若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为 0 , 则中国

经济年增长率约为 511 %。

Wang 等人 (2007) 根据 1953～2005 年宏观经济数据 , 在卢卡斯增长模型的基础上 ,

增加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革新、市场化、城市化、外商投资、对外贸易、基础设施、政

府管理费用等因素 , 构建四类卢卡斯扩展增长模型 , 并且分为 1953～1978 年、1979～1988

年、1989～1998 年和 1999～2005 年四个区间 , 实证分析了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众多潜在因

素 , 并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直至 2020 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结论如下 : (1) 实证表明 , 在

1978～2005 年间 , 全要素生产率每年增长 3～4 个百分点。其中 , 整个改革开放期间的市场

化和城市化因素贡献了 115～117 个百分点 , 这主要通过改进要素配置使得全要素生产率得

以提高 ;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贡献了 110～113 个百

分点 ; 基础设施改善的外部性贡献了约 113 个百分点 ; 研究开发费用的增加和人力资本的溢

出效应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共同贡献了 018 个百分点 , 90 年代贡献了 110 个百分点 , 近年来

贡献了 113 个百分点 , 这也显示出技术进步的增长趋势。(2) 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显著负影

响因素 , 一个是不断增加的政府管理费用 , 另一个是结构偏差 , 例如 GDP 中最终消费的持

续下降 , 最近几年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3) 政府管理费用和最终消费是影响未来

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 按照当前的政府管理费用不断上升和最终消费不断下降的发展趋势预

测 , 2006～2010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会在 718 %左右 , 然后在 2011～2020 年下降到 519 %

的平均水平 , 自 1978 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态势将在 2020 年结束。然而 , 若通过政府

改革提高政府管理效率 , 通过改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制度和收入分配公平性等促进国内消

费 , 那么 , 2006～2010 年和 2011～2020 年期间 , 中国经济增长率均可保持在 9 %的水平上 ,

并且可以期望中国经济在未来较长时期间持续、平稳、快速增长。

Holz (2006) 根据 1978～2003 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 , 通过比较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的经济增长过程与美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经济的早期发展过程 , 利用外推法 , 预测未

来至 2025 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结论如下 : (1) 中国经济的规模 , 用购买力来衡量 , 将

在 5 年内即 2010 年超过美国。尽管中国一些沿海城市 , 尤其是发展最快的 5 个省市 , 中国

人均 GDP 可能会在未来 10～20 年超过美国 , 但是总体来说 , 中国人均 GDP 超过美国将需

要 20～50 年 , 甚至更长时间。(2) 中短期内 ,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必然的 , 2005～2015

年 , 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保持在 7 %～9 %之间。

Perkins 和 Rawski (2008) 根据 1952～2005 年数据 , 在传统的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础

上 , 增加生产率时间趋势项 , 实证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及各影响因素 , 并根据模型预测在

2006～2015 年这 10 年内 , 中国经济仍将继续沿着快速增长的路径发展 , 预测 GDP 年均增

长率在 6 %～8 %之间。

为清楚起见 , 我们将以上文献中的预测结果和我们的预测结果归纳在表 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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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模型的预测结果

Chow 和 Li (2002)

1999～2010 年

TFP = 216 %时

增长 817 %

1999～2010 年

TFP = 113 %时

增长 619 %

1999～2010 年

TFP = 0 时

增长 511 %

Wang 等 (2007)
2006～2010 年

增长 718 %或 9 %

2011～2020 年

增长 519 %或 9 %

Holz (2006)
2005～2015 年

增长 7 %～9 %

Perkins 和 Rawski (2008)
2006～2015 年

增长 6 %～8 %

本文的模型
2008～2010 年

812 %

2011～2015 年

增长 813 %

2016～2020 年

增长 617 %

　　以上提到的文献基本上都采取了从经济增长供给方面的因素来分析未来中国中长期增长

趋势的分析框架 , Wang 等 (2007) 预测 2011～2020 年经济增长速度与 2006～2010 年相比

会出现下降的趋势 , 在这一点上与我们的判断类似。以上文献对中国未来直到 2015 或 2020

年的增长速度的预测 , 基本上集中在 7 %～9 %之间。按照我们基准模型的预测 , 2008～

2020 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概在 7 %～8 %之间 , 与以上文献中的估计相差不远。

预测理论告诉我们 , 解释变量的预测值与样本均值越接近 , 预测的误差就会越小 , 因

此 , 为了得到较好的预测精度 , 应当尽量使用最新的数据进行模型估计。我们的模型估计利

用了最新发表的数据 , 即 1970～2007 年的年度数据。另外 , 好的预测模型应当是个结构稳

定的模型 , 我们对模型系数的常数性也进行了检验。合理的经济模型能够在理论上指导我们

进行预测 , 在我们构建的模型基础上 , 能够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各个因素分别加以考虑 , 在对

各个要素进行分析并做出假设的基础上得到预测的结果。此外 , 我们还对未来中期 (未来 5

年) 和长期 (未来 10 年) 经济增长趋势 , 通过分段假设和情景分析做出更加细致的分析 ,

对未来较乐观的局面以及可能出现的较差的情形分别做出估计和预测。因此 , 通过这样的研

究 , 我们更加清晰地描述了未来中长期经济增长可能出现的情形。

四、结论综述

按照模型的估计结果 , 1970～2007 年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

每年 313 个百分点左右 , 资本存量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0153 和 0147。在这

一点上 , 我们的研究与其他现有研究类似。在之后的 13 年中 (2008～2020 年) , 中国经济

能否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 , 还主要取决于这两个重要因素 , 即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对经济的贡

献能否保持现有水平和投资率能否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这就需要对影响劳动生产率和投资

增长率的各个因素做出分析。

从影响中国投资的最重要的几个因素来看 , 中国仍然保持较高的储蓄率 , 而且影响高储

蓄率的因素 , 如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劳动者收入在社会分配中的比例过低等因素还会在

未来一段时间内存在。另一方面 , 我们认为 , 由于投资快速增长而拉动总体经济保持两位数

增长的情形也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 中国高投资增长是与全要素劳

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直接相关的 , 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 , 使得投资的收益率保持较高的水

平 , 而较高的投资收益率 , 又是投资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并带动经济较快发展的动力。随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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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 中国经济实力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逐步缩小 , 中国

也很可能经历其他追赶型国家如日本、韩国等所经历的发展轨迹 , 即投资增长率和全要素劳

动生产率都会出现缓慢下降。

其他经济体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 如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 , 在历史上都曾经历过二三

十年的平均增长速度高于 8 %的快速经济增长。日本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出现的经济高

速增长在 70 年代初戛然而止 , 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在 90 年代开始持续降低 ,

并一直停留在较低速度的增长阶段 , 没有再一次回到过去的高速增长轨道。当这些经济体增

长速度明显下滑时 , 一个共同点是 , 这些经济体的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非常相似 ,

都达到 13000 美元左右 ( Perkins 和 Rawski , 2008) 。中国在 2005 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

均 GDP 为 6600 美元左右 , 按照人均 GDP 平均每年增长 7 %计算 , 到 2015 年左右 , 中国人

均 GDP 就将达到 13000 美元。如果这样的规律同样适用于中国的话 , 未来直到 2020 年 , 中

国劳动生产率继续保持 313 %的增长将是非常困难的。从这个意义上讲 , 我们对未来劳动生

产率的假定以及由此所估计出来的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是比较乐观的。

中国目前存在着许多使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有利因素 , 比如 , 中国劳动力具有较高

的教育水平 , 中国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以发展生产力为导向的政策 , 中国在未来比较长的一

个时期仍将保持较高的储蓄率和较高的投资增长率 , 等等。如果未来中国能够通过深化金融

体制以及国有企业所有制的改革 , 使现有的生产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 中国还是有可能在未来

一段时期继续保持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的。但是 , 可以预见 , 在中国人均 GDP 达到一

定水平后 , 生产率以及投资和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必然会有所放慢 , 我们预测 , 在 2016～

2020 年平均增长速度会在 6 %～7 % , 这样的预测结果还是建立在对投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

率较乐观的假定之上的 , 因此我们认为 , 在未来直到 2020 年 ,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出现下

降的趋势。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巨大 , 地区间发展不均衡 , 因此不太会像日本那样突然减速 ,

而是会呈现逐步下降的局面。但是 , 无论如何 , 我们不应当预期未来中国经济还能像过去

30 年一样 , 继续以年均 916 %的速度向前发展 , 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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