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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21 年 2 月 28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2020 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

定任务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中国采取果断的疫情防控举措和及时、

有效的财政与货币等政策，成功控制疫情，维护了经济社会稳定，三大攻坚

战、供给侧改革、六稳、六保取得巨大成绩。本文主要回顾 2020 年中国经济

社会成就，展望未来的机遇与挑战。我们的基本结论是：1）中国的制度、市

场和人才红利优势逐步凸显，前景广阔，孕育巨大的投资机会，2023 跨入高

收入经济体行列，2028 年前后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2）但是有四大挑战

必须高度重视：人口危机、财政社保压力、产业链升级受阻、中美全面摩擦。 

摘要： 

一、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 

1、2020 年中国 GDP规模首次突破 100 万亿元，达 101.6 万亿元（即 14.7

万亿美元），GDP实际增速 2.3%，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

经济体。美国 2020 年 GDP 为 20.9 万亿美元，增速-3.5%，中国 GDP 相当

于美国的 70.3%，中美差距正在快速缩小。中国有望在 2028 年前后跃升为

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人均 GDP 和经济质量及结构仍有较大差距。2020 年人均

GDP 预计为 72447 元，比上年增长 2.0%，连续两年超 1 万美元，2023 年前

后或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2、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不均衡，服务业和消费受损严重，导致服务业对 GDP

增长贡献率大幅下降，消费首次对经济增长负贡献。第一、二、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7.7%、37.8%和 54.5%，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9.5%、

43.3%和 47.3%，较上年变化 5.6、10.7 和-16.2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贡献

率较上年大幅下降。从最终需求看，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

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0%、94.1%和 28.0%，比上年变化-80.6、

65.2 和 15.4 个百分点，对经济的拉动分别为-0.5、2.2 和 0.6 个百分点，消

费首次对经济增长负贡献。 

3、新经济新产业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占 GDP比重接近 40%，独角兽企业数

量居全球第二。中国 5G 建设领跑全球，2020 年新增 58 万个 5G 基站，累计

建成 71.8 万个 5G 基站；2020 年信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16.9%，在所

有行业中增速最高；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产量较上年增长 17.3%和 29.6%；

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15.1%和 33.7%。

据 CB Insights 数据，截至 2020 年末，全球独角兽企业有 538 家，其中美

国 289 家，中国 105 家；互联网消费贡献突出，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0.9%。  

4、城镇化水平超过 60%，空间依然巨大，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稳步推进，进

入城市群都市圈发展阶段。 

5、供给侧改革继续深化，巩固并深化去产能，聚焦于降成本和补短板。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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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方面，2020 年四季度产能利用率上升至达到 78%，为供给侧改革以来的高

点；去库存方面，2020 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积 49850 万平方米，与上年基本持

平；降成本方面，新增减税降费规模创历史新高，企业利润率上升；补短板

方面，公共卫生等薄弱环节投资较快增长。 

6、三大攻坚战成效显著。全面脱贫取得历史性成就，贫穷县全部摘帽，“十三

五”期间实现 5575 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取得积极进展，

2020 年万元 GDP 能耗比上年下降 0.1%，能源结构持续优化；宏观杠杆率阶

段性攀升，后续将逐步趋于稳定。 

7、对外开放步伐持续加快。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 40 条减至 33 条；RCEP

正式签署，中欧投资协定如期达成，积极考虑加入 CPTPP 等，目前我国已

与 26 个经济体签署了 19 个自贸协定。金融对外开放加快，商业养老保险领

域对外开放进一步加快；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等。 

8、就业形势超预期，收入差距有所缩小，社保、教育、文化方面取得积极进

展。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186 万人，明显高于 900 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城

乡人均收入比值为 2.56，比上年缩小 0.08；按照收入五等分划分，2020 年

最高20%收入的高收入群体与最低20%收入的低收入群体的人均收入之比为

10.2 倍，低于 2019 年的 10.35 和 2018 年的 10.97。 

 

二、中长期看有四大挑战：人口危机、财政社保压力、产业链处于中端、中

美全面摩擦 

一是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上升。2020 年，公安部口径统计的出

生人口为 1003.5 万，较上年减少 175.5 万人，下降幅度约为 14.9%。人口出

生率下滑不仅与生育政策有关，更取决于生育成本和观念的变化。一是建议

将人口生育权利返回家庭和个人，逐步放开生育政策。二是解决生育成本问

题，从财政税收、社保、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制度等方面降低生育成本。

人口问题是国家和社会问题，人口红利影响国家和全社会，成本不应仅由家

庭尤其是女性成本，要建立起国家、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生育成本的制度。 

二是财政形势严峻，人口老龄化快速上升加剧财政紧张。2020 年，财政税收

增速低，税收增速创半个世纪以来新低。财政收入增速为-3.9%，为 1976 年

以来的最低增速；税收收入增速为-2.3%，为 1969 年以来最低增速。财政收

入占 GDP 比重连续五年下降；财政收支差达 6.3 万亿，创历史新高。

1962-1972 年是中国人口生育高峰，意味着 2022 年开始将迎来人口退休高

潮，社保压力巨大，延迟退休以及国资划转社保必须尽快实施。 

三是中国产业链仍有待进一步升级，科技创新水平仍不足。最关键的是激发

企业家、思想界和科学家创新的积极性，改革科技创新体制。若科技创新体

制不改革，科技创新容易沦为重复劳动和劣币驱逐良币。 

四是外部环境的中美贸易及地缘政治摩擦将长期存在，中美全面博弈可能开

启，要抛弃幻想，坚定不移改革开放。拜登并未改变长期对华强硬的态度。

拜登政府把民主和人权视为对华政策的核心，可能联合盟友频繁打出人权牌、

知识产权牌及信息安全牌等，同时阻止中国崛起为技术和产业强国。 

三、2021 年展望：斜坡下的反弹，预计 GDP 增速高达 9% 

2021 年经济的两大逻辑是疫情后+政策正常化，经济增速前高后低。四大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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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力量：低基数、库存周期和产能周期启动、海外经济重启、美国刺激经济。 

详见正文。 

风险提示：经济增长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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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一）GDP 达 14.7 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 70%，2028 年前后

有望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2020 年中国 GDP 规模首次突破 100 万亿元，达 101.6 万亿元，相当于 14.7 万亿

美元，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 2020 年 GDP为 20.9 万亿美元，中国 GDP 相当于美

国的 70.3%，中美差距正在快速缩小。受疫情影响，2020 年中国 GDP 实际增速 2.3%，

远低于1978-2008年高速增长期的平均增速9.8%，但仍远高于美国2020年增速-3.5%。

据 IMF 估计，2020 年全球 GDP 总量达 82.8 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和美国占全球 GDP

比重分别为 17.8%和 25.3%，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占全球 GDP 比重仅为 6.1%。中美主导

全球。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

的严重冲击，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IMF 预测 2020 年全球

GDP 总量缩减 3.8 万亿美元，中国当年新增 GDP 3641 亿美元，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

贡献者 

2028年前后中国有望跃升为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人均 GDP和经济质量及结构与美国

比仍有较大差距。中国是个大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如果中国经济保持 6%

左右的增长，则在 2028 年前后，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全球政经格

局和治理版图进入新的篇章。中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民粹主义

甚嚣尘上，不确定性明显增强，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形势较以往更为严峻，必

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机遇方面，中国有巨大的制度、市场、人才红利优势，前景广阔：中国有全球最大

的统一市场（14 亿人口），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4 亿人群）；中国的城镇化进程

距离发达国家仍有 20 个百分点的空间，潜力大；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近 9 亿人，就业人员

7 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有 1.7 亿，每年大学毕业生有 800 多万，

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中国的新经济迅速崛起，独角兽数量仅次于美国；中国拥有 41

个工业大类、207 个工业中类、666 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

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 GDP 潜在增速在 6%左右，是美国的 2-3 倍；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以及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越发凸显，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释放出巨大活力。 

挑战方面，中国内外部面临人口、财政、产业链和中美冲突四大风险。人口危机（老

龄化与生育断崖）渐行渐近，财政压力尤其是基层财政困难日益突出，产业链仍处中端

及科技创新不足，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我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

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关键核心技术、军事实力等领域跟美国仍有巨大差距，必须继续

谦虚学习、韬光养晦，坚持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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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中美 GDP 总量差距快速缩小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2：中美 GDP 实际增速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3：2020 全球部分经济体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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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二）人均 GDP 连续两年超 1 万美元，2023 年前后或跻身高收

入经济体行列 

2020 年中国人均 GDP 预计为 72447 元，比上年增长 2.0%。以美元计价，我国 2020

年人均 GDP 约为 10462 美元。按世界银行标准，高收入经济体人均 GDP 门槛约为 1.25

万美元。如果中国能够转型成功，按照 6%左右的速度再增长 3 年左右，在 2023 年前后

中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行业。 

图表4：中国人均 GDP 连续两年突破 1 万美元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三）疫情打击服务业和消费，导致服务业对 GDP 增长贡献率大

幅下降，消费首次对经济增长负贡献 

2020 年新冠疫情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冲击，各行业受到的冲击并不均衡，服务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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