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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以来 ，中国以世界最大的人口规模 ，在长达近 30年的时间内实现了年均 9．6％ 

的高速增长。使中国经济从解决温饱到基本实现小康，向全面小康迈进。特别是进人新世纪以 

后，在经济总量大幅增加的前提下，仍然继续保持了年均近 10％(9．76％)的增长，既消除了通 

货紧缩，又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经济发展的质量提高，效益改善，波动减少，协调性增强。 

持续经济发展使中国的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78年，我国GDP 

总量只有 2165亿美元，到2006年，已达到2．63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四，按现行汇率，人均 

GDP约2000美元。1978年全国财政收入为 1132亿元，2006年，剧增到 3．93万亿元，一年新 

增的财政收入已达到 1O年前全年的财政收入水平。到3月底，国家外汇储备达到 12020亿美 

元，位居世界第一。而在 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只有区区 1．67亿美元，即便是到亚洲金融危 

机爆发的1997年，外汇储备也只有 1398亿美元。中国的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制造业能力和水 

平迅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科技教育全面发展，劳动力素质明显提高。2006年全国 

高校在校研究生 110万人，普通高校在校生 1739万人，当年入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总数达到 

580万人，毕业生超过400万人。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全国居民储蓄总额超过 17万亿。 

中国的对外开放度不断扩大，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在 2001年加入 WTO后的5 

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速年均 28％，到去年底，总规模达到 1．76万亿美元；累计实际利用 

外资超过 6850亿美元。全球500强有480多家在华投资。到去年底，累计对外投资达到733 

亿美元。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动力何在，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经济发展的动力何在呢?概括 

起来 ，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工业化进程加快，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以 

1998年城镇住房制度的货币化、商品化改革为契机，中国城镇居民中的中高收人群体的消费 

开始从以吃穿用为主的温饱型向以住行为主的小康型转变。1998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12183万平方米，到2o05年，就达到 55800万平方米，年均增长 24％。2000年，全国民用汽车 

拥有量 1608万辆，汽车销售量208．9万辆，其中轿车61．2万辆；到 2006年全国民用汽车拥有 

量4985万辆，汽车销售720万辆，其中轿车销售 380万辆；分别增长了2倍、2．4倍和 5．2倍。 

2000年电话普及率为20部／百人，2006年达到63部／百人。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用户分别达 

到3．67亿户和4．61亿户。随着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明显加快。房地产业、汽车 

业高速发展，带动原材料工业加快发展，原材料工业向上传导到采掘业和装备制造业等，促进 

重化工业快速发展、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瓶颈制约不断缓解。与2000年相比，到2006年底，原 

— —  1 —— 



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动力和前景 

本刊 专稿 

煤、水泥产量增长约 1倍，粗钢产量增长 2．3倍，达 

到 4．2亿吨，发电装机容量 6．2亿千瓦，一年新增装 

机容量 1．1亿千瓦。高速公路里程超过4万公里。 

第二，户籍限制放松 ，人 口流动加快 ，城市化快 

速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的 

城市化率仅为 10．6％，历经3O年，到改革开放之初， 

城市化率只提高 7_3个百分点(17．9％)，1998年城市 

化率提高到 33．35％，20年城市化率年均提高 0．77 

个百分点 ，到 2005年 ，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 43％， 

年均提高 1．38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从 4．1亿增加到 

5．6亿。年均增加 2143万人 。以农村劳动力和人 口 

的大规模转移为特征的城市化快速发展，一方面极 

大地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 

促进了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 ，也促进 

了城市间的铁路 、公路建设 ，刺激 了社会需求和社 

会投资；另一方面，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从传统农 

业向二、三产业转移，提高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促 

进了经济快速发展。 

第三，国际化进程加快，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中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 

一 个新阶段。2001～2006年 ，6年共吸引外商直接投 

资 3435亿美元 ，累计 出 口 33542亿美元 ，进 口 

29642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出口18240亿美元，进 

口 11962亿美元 ，分别占出口和进 口总额的 54％和 

40％。贸易顺差 3900亿美元 。外商投资进入，一方面 

增加了中国的投资需求 ；另一方面增强了中国的供 

给能力，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和出口竞争力， 

提高了中国各产业 的总体技术水平 ，促进了中国的 

技术创新 ，刺激 了经济增长。 

第四，改革不断深化，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增强， 

宏观调控能力明显提高。首先，公有制为主体、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国有和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宪法对产权的保 

护及《物权法》的出台，使民营经济发展具有法律保 

障。近几年 ，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 

制改革的步伐加快 ，混合所有制企业 的治理结构 日 

趋完善，使企业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明显增强。 

其次，银行体系改革步伐加快 ，大部分国有商业银 

行完成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其他股份制商业银 

行也纷纷引进战略投资者，完善治理结构，各类银 

行的不良贷款率显著下降，资本充足率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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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控能力增强，银行为经济服务的能力大为提高。 

资本市场逐步完善，历史遗留问题基本化解，直接 

融资占比提高，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 

用得到加强。最后，政府综合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 

策、产业政策和利率、汇率、税收等经济手段以及法 

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控经济的能力增强 ，保证了 

经济平稳快速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虽然取得 了长足的发展和 巨大的进 

步，但总体水平还比较低 ，发展还很不平衡。未来仍 

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概括起来 ，中国经济长期发 

展的有利条件包括：第一，国内市场广阔，需求空间 

很大。中国的工业化还远没有完成，铁路、公路、机 

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与发达国家相 比，还有很大差 

距。中国不同地区之间也有很大差距 ，缩小这种差 

距就能产生巨大的需求 。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 

积只有 26平方米 ，居民家用轿车只有 lO辆／1000 

人左右。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也低 

于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假定未来 l5年，人口年均增 

加 750万，城市化率年均提高 0．8个百分点 ，到 

2020年 ，人 口总量 l4．2亿 ，城市化率达到 55％，则 

届时城市人 口达到 7．8亿 ，比2005年增加 2．2亿 ， 

仅这部分新增加的城市人 口对城市基础设施，对房 

地产、汽车等支柱产业和相关产业产生的巨大需求 

就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在较长时间保持较高速增长。 

第二，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较低且素质在 

不断提高。新成长和不断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将成为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生力军，使中国的要素成本可以 

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而不会明显 

降低竞争力。而且随着教育、医疗的发展 ，劳动者的 

整体素质还会进一步提高。第三，中国有高储蓄的 

文化 与传统 。长期 以来 中国的居 民储 蓄率 超过 

40％，今后即使有所降低，也不会低于 30％，以30％ 

的投资率足以支撑7％～8％的经济增长，如果投资 

效率提高，甚至可以高于这一增速。第四，中国的体 

制机制在不断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在不断加强，社 

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居民、企业在经济事 

务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还会提高，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会增强 ，政府职能转变也 

将改善对经济的调控，所有这些都将释放出新的活 



力，促进社会与政治稳定，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 

展。第五，从外部环境看，总体上，和平与发展仍然 

是世界的主题 ，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 ，贸易投资 

便利化程度提高，资本流动加快，产业转移加快，技 

术辐射加快 ，有利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 ，发挥 

比较优势 ，实现经济科技的跨越式发展。 

当然，中国人 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低 ，城乡、 

区域发展不平衡，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也不 

少。一是能源资源环境约束加大。一方面，经济发展 

对能源资源的需求明显增大，而我国人均资源拥有 

量不足。耕地总量已降到 l8．3亿亩，人均只有 1．4 

亩 ，不足世界平均水平 的40％，水资源 、石油、铁矿 

石 、铜 的人均 占有量分别只有世界平 均水平 的 

25％、8％、45％和 26％。另一方面，现阶段经济增长 

方式仍然粗放 ，经济发展 以投资拉动、外需拉动为 

主，内需不足 ，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突出，以 

高物质资源消耗为主 ，而人力资源利用不充分的矛 

盾突出，造成能源资源消耗较多 ，环境污染较重 。 

2006年 ，万元 GDP能耗 1．21吨标煤，只下降 

1．23％，没有完成4％的约束性目标，二氧化硫排放 

2594万吨，增长 1．8％，化学需氧量排放 143l万吨， 

增长 1．2％，都没有完成下降2％的规划 目标。今后如 

何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仍将是中国经 

济长期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二是人 口、就业 、 

社会保障的长期压力。我国既要坚持现行人口政 

策 ，控制人 口总量 的增长 ，又要应对人 口老龄化加 

快发展的挑战和社会保障的巨大压力，并在三者之 

间求得协调和平衡。在技术不断进步、资本有机构 

成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为持续增加的社会劳动力提 

供充分的就业机会，为不断增加的老龄人 口提供必 

需的社会保障，也是我们必须解决的发展难题。第 

三 ，必须 防止城乡差距继续扩大 ，促进农村劳动力 

向城市有序转移，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重点解 

决已经进城的务工人员变为稳定的城市居民，为他 

们提供必需的子女教育、医疗卫生、住房条件等。同 

时，要解决工业化进程 中产生的失地农民的生计 ， 

避免产生种 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 

人员。必须扭转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 ，促进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必须防止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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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 ，经济发展的成果。缩小这 

三方面的差距 ，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挑 

战。第四，内外经济失衡的问题既影响中国经济当 

前的稳定，也影响经济的长期发展。中国经济对外 

部经济的依赖增强，风险增加。随着中国经济总量 

增大，贸易依存度提高，中国面对的贸易摩擦和贸 

易争端增加 ，对外部的资源依赖增强，面临外部 冲 

击的风险增大 ，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中国经济 

的发展。 

十六大以来 ，中国政府提出了两个方面的重大 

战略思想，一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 

发展观；二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 

据此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包括：(1)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增加对“三农”的投入和支持 ，改善 

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提 

高；继续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改革户 

籍管理，消除人口流动障碍；加快推进农村医疗体 

制改革和社会保障试点 ；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等 。(2)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节约能源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 ， 

调整经济结构 ，加强科技创新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3)相继提出西部大开发 、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 

战略，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继续鼓励东部率先实现 

现代化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4)坚持互利共赢 

的对外开放战略，优化进 出口结构，提高引进外资 

质量 ，鼓励企业走出去，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5)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 向，全面深化各 

项改革，完善体制机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 

的制度保障。(6)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千方百计扩大 

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发展教育、科技、文 

化、卫生事业，提高全民素质，改进收入分配，确保 

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促进社会和谐。 

只要我们抓住战略机遇 ，应对各种挑战 ，正确 

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经济 

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统筹城乡、区域发展 、 

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始终坚持科学发展 、和谐发 

展、和平发展 ，就一定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目标，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 

(作者系国家统计局局长；责任编辑：张劲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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