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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

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

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面对新时代新常态，要分析新的增长动力因素，

判断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动力源；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要培育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动力源的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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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 月 9 日至 11 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

出经济发展的九大新常态之后，对增长动力做出了“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

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的清晰表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

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和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然而，面对新时代新常态，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动力源尚

不明朗，急需我们积极研究发现并逐步培育新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增长点。

新常态表面上是增长速度的换挡，本质则是增长动力的转换,实现规模与

质量、速度与效益的新平衡。 

过去的 30 多年，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全球 FDI、低要素成本等因素

和优势支撑了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然而，数量型扩张的经济模式已经难

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实现高速增长，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减少、生

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供给效率下降，中国也面临着“跨

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中国需要克服速度焦虑，主动调试心态，寻找

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动力源泉。因此，我们课题组认为，从分析新的增长

动力因素着手，发现和培育新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源泉迫在眉睫。 

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动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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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转型，大势所趋。只有培育新动力，才能开拓新格局。国外新古

典经济增长学派提出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并强调资本积累

是产生经济增长收敛的原因；有些学者则主张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实物资

本和人力资本；从产业结构角度，认为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

还有学者认为 20世纪 60年代东亚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本和

劳动，而不是依靠技术进步的作用，并且认为这种投入支撑是不可持续性

的。国内有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分析表明，1953~1990 年间，资本投

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 75.07%，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 19.47%；若

从分析经济增长方式的“三驾马车”来看，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因素来自于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近期，一些学者对过去 30 多年

经济增长的研究也基本上得出了近似的结论。此外，还有很多学者从改革

带来的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人民币的汇率走势及官方储备的

增长四方面为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提供了证据；通过劳动者素质和技

术水平的提高，以及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结合方式的改进来发展经济潜力

巨大，只有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才能加快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破解

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本课题组对资本输出、消费、金融、技术投入、劳动投入、优化经济

空间格局、人力资本素质、净出口、FDI 和经济结构等，进行实证分析，通

过所采集的样本及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问题进行剖析，寻找新常态下

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动力源。研究发现，投资、消费、技术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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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人力资本素质等是过去经济发展的传统增长动力。 

二、判断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动力源 

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结构由中低端转向中高

端，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增长点。通过我们的最新研究，对影响

经济增长的动力强弱程度进行剖析，判断未来 30 年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

增长的动力源。我们得出，未来 30 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

于优化经济空间格局、消费、资本输出和人力资本素质红利，依靠全要素

生产率的提高，新的高质量发展动力格局开始显现。 

首先，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是本次中央经济会议提出的新概念，空

间格局红利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动力。研究认为，到 2030年，中小型城

市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其对城镇 GDP 增长的贡献将达到

40％。以上海自贸区为龙头的国内自贸区阵营扩容将是优化经济发展空间

格局的最主要牵引力量。这种竞争与互补模式的自贸区格局，打造出的不

只是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增长极，更有各自经验推广所产生的全国性红利。

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一体化也是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重大布局，产生

的巨大空间红利必将成为新的经济动力。 

其次，从理论上说，消费应是能支撑经济增长最持久、最可靠的动力，

也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最具潜力的板块。然而，长期以来近乎固化的投

资尤其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却形成了对消费的强大“挤出效应”，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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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至今依然非常羸弱。1978年，中国居民消费拉动 GDP

增长 45%，但目前只有 35%，不及美欧，与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都存在着相

当大的差距。因此，必须通过塑造劳动者收入的稳定增长机制以及提高国

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等手段增大居民的消费能力。 

第三，加大对外资本输出，形成新常态下新的经济增长极。高端装备

出口在内的资本输出，正取代过去低端的“中国制造”，逐步实现从贸易大

国向金融大国转变，中国的资本输出时代已经到来。一是对非洲地区的大

规模投资，企业输出过剩产能，使中国对非洲的贸易与投资成为中国经济

增长新的推动力。二是以“一带一路”模式为动脉打造出对外开放升级版，

成为中国经济未来最宽绰的增长点。开辟海外市场，扩大产品出口，消化

过剩产能，破除贸易壁垒，中国将依托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基础

设施所需要的投资，在惠及当地国家与民众的同时，将实现从商品输出到

资本输出的升级，并将有力带动国内过剩产能的消化与产业结构的优化，

最终确立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全球贸易体系。三是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度

和强度。通过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深化激活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实现涉外

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与支撑，最终确立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货币体系。 

最后，如何开发利用和挖掘巨大的人力资本红利，已经成为塑造国家

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力的重要战略。经济转型的核心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

变，而从劳动力驱动转为人力资本驱动符合经济转型的核心要旨。产业结

构的调整方向是从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转向高新技术导向的高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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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从以生产为主的传统经济转向生产与服务并重的现代经济，这就意

味着经济增长必须从依赖劳动力驱动转变为依托人力资本驱动。只有通过

投资教育和劳动力市场，完成从劳动力驱动向人力资本驱动的转变，以创

新、技术、质量为内涵的新增长点来代替过去的经济增长点，人力资本红

利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内生动力源泉，实现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 

三、培育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动力源的保障措施 

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已经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主要依靠要

素投入数量的增长，必须转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三大重要

变革中，质量变革是主体，效率变革是主线，动力变革是基础，关键是切

实、持续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绿水青山就是生产力。因此，要做

到： 

第一，思想解放是新常态下培育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关键点。

我们必须在工作思路、发展理念乃至心态上实现彻底转变，切实从“规模

发展大师”转而成为具有产业发展战略眼光、勇于向市场放权、致力为企

业服务、积极为创新铺路的“效率提升能手”。 

第二，改革是新常态下培育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加油站。新

常态下转型发展的“密码”就蕴藏在改革之中。必须看到，加快改革时不

我待!如果改革红利的释放速度慢于预期，不足以抵消原有增长动力的衰

减，则必然导致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进而放大一些领域的改革风险。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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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重大改革部署的落实情况，各地区各部门都应制定具体的督查计划，

加大督查力度，着力解决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问题，真正做到明晰责

任、失职者问责，防止消极懈怠贻误改革时机。 

第三，创新是新常态下培育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助跑线。新

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要实现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唯有依靠创新提供源

源不竭的动力。下好创新驱动发展这招“先手棋”，最根本的是增强自主创

新能力。要紧紧抓住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这个核心问题，有步骤地系

统推进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

现代科技体制，最大限度调动和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真正解放和发展“第一生产力”。 

更新经济增长发动机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前进中也必然伴随新问题新

矛盾，伴随意想不到的困难风险。适应新常态，我们首先要有坚持发展方

式转变、不为增长速度一时下滑所动的定力，同时要狠抓改革创新，突出

创新驱动，把高屋建瓴的设计与贴地而行的措施有机结合起来，绘就新常

态下中国经济的新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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