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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内容提要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好这对主要矛

盾，将是我国未来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对此，需要全面认识和分析我国社会经

济各方面发展的现状，找准和世界领先国家的差距，从供给侧入手，着力解决好

当前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加快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步伐。为此，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组成课题组，在总结世界经

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指数（GCI）、国家统计局综合发展指数（CDI）等现有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运用、筛选了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基础自然资源、基础设施、

知识经济与创新等 12 大类指标（归纳为“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创新驱动”

三种类型），与美国、欧洲、日韩、新兴市场国家等世界主要经济体、世界平均

水平等进行横向比较，梳理、分析了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差距，提出了相应

政策建议，形成了题为《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对比启示及政策建议（2019）》

的报告。 

二、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与世界领先国家的对比结果 

1、找准定位，客观看待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 

经过新中国成立 7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连续 9

年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 年中国 GDP 总量为 136082 亿美元，占全球的

15.9%，较 2017 年提高 0.7 个百分点。美国为 204941 亿美元，占全球的 23.9%。

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 GDP 占全球比重为 18.6%（美国为 15.1%），连续 5

年高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一。中国经济 2018 年同比增长 6.6%，较 2017 年放缓 0.3

个百分点，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 27.4%。但总量上的优势并不能改变中国仍是

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事实，应找准定位，客观看待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

从人均生产力水平来看，中国 2018 年人均 GDP 为 9771 美元，仅相当于世界平

均水平的 86%，距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47 万美元）仍有较大差距。 

2、经济结构仍需改善，城镇化空间巨大 

从经济结构来看，服务业与消费占 GDP 比重仍低于世界主要国家的水平。

2018 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52.2%，最终消费占 GDP 比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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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均较 2017 年有所上升。2018 年中国商品贸易总额占 GDP 的比重为 34%，

较 2017 年上升 0.2 个百分点。新型城镇化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近 10 年来

中国城镇化率提高了 12.6 个百分点，是世界上城镇化最快的国家之一。2018 年

中国城镇化率达到 59.2%，较 2017 年上升 1.2 个百分点，已高于世界平均和中等

收入国家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具有较大的城镇化空间。 

3、宏观经济稳定性表现较好 

近十年多年来中国通胀水平较为温和，但近期存在上升趋势。2018 年中国

的通胀率为 2.1%，较 2017 年升高 0.5 个百分点，2019 年仍将上升。失业率较为

稳定，2018 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8%，调查失业率则保持在 4.8%-5.1%之

间，在主要国家中保持中游水平。2017 年中国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为 4.8%

（不含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收入和结余资金），较 2017 年上升 0.9 个百分点。至

2018 年末中国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为 50.6%，较 2017 年上升 3.8 个百分点，

但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的不断透明化和与限额管理，目前债务水平总体平稳可控。

2018 年中国广义货币占 GDP 的比重为 199.1%，较 2017 年下降了 5.1 个百分点，

货币扩张速度放缓，但仍在日本之后居世界第二。 

4、基础设施进步明显，仍有提升空间 

电力方面，2018 年中国人均用电量为 4905 千瓦时，较 2017 年增加 229 千

瓦时，目前人均用电量水平已超过中等收入国家及世界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

相比差距仍较大。交通运输方面，2018 年中国的公路网总里程达 484.7 万公里，

比 2017 年增加 7.3 万公里；密度为 50.7 公里/百平方公里，高于中等收入国家水

平，但与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差距仍较大。2018 年中国铁路总里程已超过 13.1

万公里，密度为 1.36 公里/百平方公里，仍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但高

铁里程占全球 65%以上。2018 年中国民航客运量为 6.11 亿人次，列世界第二，

较 2017 年增加 0.6 亿次；但人均年飞行次数仅为 0.44 次，仍低于世界平均值

（0.56 次）。通信方面，中国每百人移动电话帐户数量为 115 户，发展迅速，与

英国、法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水平相当。 

5、人均自然资源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年来下降趋势有所扭转 

中国人均自然资源量匮乏，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018 年中

国的人均水资源量为 1972 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值的 33%；人均耕地面积仅为

761 平方米，不到全球平均值的一半，且 1960 年以来下降了约 50%；森林覆盖

率为 22.1%，低于世界平均值（30.7%）。 2018 年中国已探明石油储量为 256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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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占全球总量的 1.56%，人均为 18.4 桶，是世界平均值的 1/12；已探明天然气

储量为 5.9 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总量的 2.9%，人均 4234 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

储量的 15.9%；2017 年已探明煤炭储量 1530 亿吨，人均为 110 吨；2018 年已探

明铁矿石储量的铁含量为 69 亿吨，人均 4.95 吨，低于全球人均值（11.1 吨）。 

6、医疗水平与世界领先国家差距较大 

2017 年中国平均预期寿命为 76.5 岁，较 2016 年增加 0.2 岁，高于世界平均

水平（72.4 岁），但距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2017 年中国每万人拥有执业医

师数量为 26 人，较 2017 年增加 2 人，远低于德国（41.9 人/万人）的水平。每

万人拥有医院病床数为 60.2 张，虽较 2017 年增加 3 张，但远低于日本（134 张

/万人）。医疗水平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仍然较大。 

7、基础教育进步显著，高等教育仍需追赶 

2018 年中国每万人教师数为 92.8 人，较 2017 年增加 1.9 人/万人，高于全球

平均水平（89.2 人/万人），改革开放以来基础教育进步显著。2018 年中国 24 岁

以上高等教育学历人口比重为 21.6%，较 G20 国家平均 29.8%的水平、OECD 国

家平均 36.5%的水平仍存在差距。中国 2018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50.6%，较

2017 年大幅上升 1.5 个百分点，首次超过 50%大关。2015 年中国预期受教育年

限为 14 年，仍比部分发达国家少 2 至 4 年左右。不过近几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

发展正在加快追赶发达国家。 

8、税收收入水平合理，但企业综合税负较高 

通过比较各国小、中、大三个口径的宏观税负程度，2018 年中国小口径宏观

税负（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为 18%，在主要国家中排名靠后，税收负担并

不重。但中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达到 25.6%，排名超过美

国（24.3%），表明中国社保基金等非税收入在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大

口径的宏观税负（政府收入）占 GDP 的比重达到 37.1%，仅低于法国、德国，

显著高于美国（29.5%）的水平，表明土地收入、国有资本收入、社会缴款等非

财政收入都成为了政府收入的重要部分。2019 年中国企业税占商业利润的比重

高达 59.2%，主要国家中仅低于巴西和法国，美国仅为 36.6%，这表明我国企业

的商业利润有很大一部分用于纳税缴费，企业未来减税降费仍有较大空间。 

9、金融业占比指标全面回落 

2018 年中国金融业占 GDP 的比重为 7.7%，较 2017 年下降 0.2 个百分点，

在金融业严监管背景下连续第二年出现回落。仅次于南非，列全球主要经济体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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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2018 年中国私人部门银行信贷余额占 GDP 的比重为 161%，较 2017 年上

升了 5 个百分点，在 2017 年下降后，重回上涨区间。2018 年中国股票市场交易

额占 GDP 的比重大幅下降至 96%，主要源于股票市场活跃度的下降，在主要国

家中的排名也有所下滑。资本市场发展仍不成熟，需要加快改革。2018 年中国保

费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为 4.22%，较 2017 年显著提升了 0.35 个百分点，为近年来

首次下降，保险业面临快速扩张后的调整。不过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未来中国

保险业具有较大发展空间。 

10、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水平有所提高，节能减排空间仍较大 

2017 年中国平均 PM2.5 浓度为 52.7 微克/立方米，尽管较 2016 年小幅下降

3.6 微克/立方米，但仍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空气质量仍

待提升。单位 GDP 能耗下降明显，2018 年中国单位 GDP 能耗为每美元消耗 147

克标准油当量，较 2017 年下降了 4 克，能耗水平有所改善。但该水平仍高于世

界 127 克/美元的平均水平，也高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

大。 

11、人口增长减速明显，老龄化压力加大 

2018 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3.81‰，较 2017 年大幅下降 1.51 个千分点，

其中出生率 10.94‰，较 2016 年下降 1.49 个千分点，表明“全面二孩”政策效

果减退速度加快，一孩生育率也出现下降。2018 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为

71.2%，较 2017 年下降 0.5 个百分点，不过仍高于大部分国家。老年人抚养比为

15.3%，较 2017 年提升 0.9 个百分点，高出世界平均水平 7.2 个百分点，老龄化

压力进一步加大。2018 年中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税前平均工资为 82413

元，约合 11969 美元，较 2017 年提高 6.2%。绝对水平不高，但增速世界领先。 

12、科技研发与创新投入及产出总量较大，专利数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2018 年中国科研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为 2.19%，较 2017 年上升了 0.04

个百分点，但仍只有世界领先水平的一半左右。2018 年中国科研人员全时当量

总量继续保持世界首位，但每万人全时当量仅为 28.6 人，较 2017 年还下降了 0.4

人，为丹麦的四分之一，日韩的三分之一，仍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国际专利数

量增长较快，连续第四年保持全球第一。2018 年源于中国的发明专利授权总量

达 37.7 万件，较 2017 年增长 7%。每万人 2.71 件，较 2017 年增长 0.17 件，但

仅为瑞士的 1/11。2018 年中国高新技术出口额为 7430 亿美元，列世界第一，但

人均只有 534 美元，较韩国、德国差距巨大，不足新加坡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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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建议 

1.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展望 2049（第二个一百年），以破解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应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为统揽，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改革的根本宗旨，增强改

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抓好重大制度创新，构建系

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快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部署的重要

改革举措，全面发力、多点突破，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生态文明攻坚、社会

保障制度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教育医疗体制改革等全面改

革，打通理顺机制上的堵点、难点、痛点，用改革的办法、开放的心态、创新的

思维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2、建设现代化政府治理体系，按照“四分法”全面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明确国资民资合理布局，提升制度资本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不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往往使制

度设计陷入探讨不清和充满争议的格局。为此，建议将经济社会按照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划分为四大领域，并以此建设“强化市场型政府”，提升制度资本：第一

大领域为“战略性领域”，如“一带一路”相关的金砖银行、亚投行、国开行等，

需要政府及专门机构牵头，市场适时跟进；第二大领域为“公共服务领域”，包

括铁路、电力等公共性领域，由于存在自然垄断或极强外部性，应该由政府主办；

第三大领域为“民生领域”，涵盖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四大民生领域，需要

政府、市场双到位、齐发力。政府负责公平，市场负责效率；第四大领域为“竞

争性领域”，即完全市场化性（竞争性）领域。应由市场运作，政府负责监管与

提供服务。 

3. 加快推进国企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吸引和留住外商投资 

一是形成清晰的国企改革思路和明确的改革目标。落实好国有企业改革顶层

设计，抓紧研究制定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争取 2020 年国企改革在混合

所有制改革、加强国资国有企业监管、增强研发创新能力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取得决定性成果。二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对各种所有制企

业一视同仁，清理各类歧视性做法，打破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卷帘门”“玻璃

门”“旋转门”，营造鼓励、支持、助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社会氛围，实现民营

经济跨越式发展。三是高度重视引进外商投资工作。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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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完善落实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招商引资政策，实现行业充

分竞争，倒逼国内企业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4、以中美达成贸易协议为契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强“一带一路”

等国际合作 

保持外贸政策的连续性和基本稳定，积极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夯实贸

易发展的产业基础，努力拓展新兴市场，保持出口平稳增长，推动出口结构升级。

将扩大进口作为主动为之的战略举措，积极扩大进口尤其是先进技术设备、关键

零部件和重要能源原材料进口，拓展多元化进口来源，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加强双边自贸区谈判，大力推进 RCEP 谈判。着眼全球

范围配置资源和要素，扩大境外投资合作，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推动对外

双向投资贸易往来，统领推动国际产能合作。高标准高水平建设国内自贸试验区，

加强各自贸区之间的协同、错位发展，打造梯度发展的全方位立体开放格局。逐

步将开放领域从制造业拓展至服务业，优化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有序放宽市场

准入。 

5. 大力发展基于区块链等数字科技的新经济、知识经济，夯实自主创新根

基，提升国际竞争力 

大力发展基于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平台经济、知识经济等新经济。积极拥抱

全球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以“空中飞跃”“云中漫步”的全新思维替代“弯道

超车”“换道超车”传统思维，提升国际竞争力，促进加快我国民族复兴、强国

富民的进程。一是要把握好世界科技发展大势，深入研究解决经济和产业发展急

需的科技问题。跟踪全球科技发展方向，努力赶超，力争缩小关键领域差距，形

成比较优势。坚持问题导向，从国情出发确定跟进和突破策略，按照主动跟进、

精心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明确我国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和突破口。二是

抓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牛鼻子”。围绕国家目标和紧迫战略需求，整合全国

创新资源，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创新型企业，使得重大原

创性科学成果持续涌现，实现关键技术重大突破、重要科技领域跨越发展，掌握

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三是以重大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围绕促进转方式调结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等需求，

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加快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产业和产品向

价值链中高端跃升。四是激发调动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

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为创新企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大力培育创新文化，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8083

http://www.hibor.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