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不靠出口，

中国增长靠什么？

对
于中国经济而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一定要兼

顾。同时要看到，国内市场在中国经济中的比

重最近十几年一直在上升。其实从 2008 年金融

危机以来，出口在中国整个 GDP 中的比重就在一路下降，

该比重最高时超过 30%，而现在降到低于 20%。未来，

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还会继续下降，这是经济发

展的结果。

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远远快过全球经

济增长速度，因此随着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出口的

增长速度必然会慢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出口的占比

就会下降。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贸易的

依存度自然低于相对较小的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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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口来看，现在的国际市场或将面临挑战，海外

经济形势也不乐观。但是，中国的市场对绝大多数企业

来说都足够大，不会构成企业发展的瓶颈。在中国改革

开放前，西方欧美市场的人口也才 6.5 亿，加上日本也不

到 8 个亿，他们的贸易和投资基本上都是相互之间进行，

与苏联东欧以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多少经贸关系，

就这么大的市场，大家照样都过上好日子。但这并不是

说就不要跟国外做生意，不要对外开放，不要国际市场了。

2020 年中央多次重申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就是我们

要充分发挥国内市场的潜能，同时兼顾国外市场，坚持

对外开放。

那么，国际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有多大？中国

未来增长的动力又在哪里？自 1962 年以来，世界贸易占 
GDP 比例总体上是不断上升的，从不到 20% 上升到约

50%，这就是全球化的进程。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

这个趋势停滞了。同一时期，世界经济的增长率平均说

来并没有上升，还有所下降。这起码告诉我们，贸易本

身并不决定经济增长。如果贸易、全球化都并非中国增

长的决定因素，那决定中国增长的因素是什么？听我讲

过“中国经济”的同学应该知道，过去四十年，中国经

济长期增长有三驾马车叫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

而通常所说的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出口，其

实是影响短期经济增长速度波动的三个需求因素。我们

要区分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经济波动。一个国家的长期

增长，在经济学里指的是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一个国

家穷，不是因为它不想消费，而是生产能力不行。

光消费是不会带来长期增长的，一个国家可以出口

多少主要不是需求问题，而是有没有能力生产有竞争力

的出口产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较，中国独特的优

势第一是储蓄，第二是教育。有了这两点，中国学习吸

收西方现有技术的能力就很强，吸收先进技术既需要人

力资本，也需要投资。

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内因，经济发展

主要关键是“练内功”。我们要认识到，相对于消费，

对经济影响更大的是投资。在投资问题上，最需要关注

的是民营投资，民营投资减少，经济就会显现疲软态势。

提升民营资本投资动力，需要为投资营造一个良好的营

商环境，需要提升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培养投资者的

信心和安全感。

朱天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副教务长、EMBA 课程主任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内因，经济发展主要

关键是‘练内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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