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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题记：2021 年 5 月 27 日下午，中国国际商会、北大国发院、北大新

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共同举办了 2021 年中国企业未来发展论坛。本文根据

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的主旨演讲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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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100 年前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落

后的国家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为了民富国强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 28 年艰苦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49 年成立，

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发展保持着平均每年 9.2%

的增长速度，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这在人类经济史上是

不曾有过的奇迹，中国人民也因此富了起来。2010 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

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 年，中国贸易总量跃居世界第一，成

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 年，中国经济规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超

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19 年，中国人均 GDP 超过一万美元。

过去 40 年，中国减少了 8 亿贫困人口，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 70%。

这些成绩，都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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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开始，我们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新征程里有两个阶

段性目标：一个是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GDP 总量或城乡

居民收入在 2020 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另一个是到 2049 年建国 100 周年

时，中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这两个目标时强调，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我

从经济学的角度谈一谈为什么会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中国经济发

展对世界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判断，最早由总书记在 2018 年 6 月份召

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什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经济学家

同时也相信马克思主义，我认为最好的解释要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说。

1900 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当时的“八国”是指英国、美国、法国、德国、

意大利、俄国、日本和奥匈帝国。这八个国家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工业

化国家，其 GDP 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世界总量的 50.4%。 

现在国际上也有八国集团，“八国”是指美国、英国、德国、法国、

意大利、俄国、日本和加拿大。相较八国联军时期，奥匈帝国在一战后解

体，取而代之的是在二战后崛起的新工业强国加拿大。2000 年，八国集团

的 GDP 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世界总量的 47%，其中实力最强的

美国占 21.9%。因为经济是基础，所以整个 20 世纪全世界的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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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社会格局都由这八个工业化国家所主导。但是到 2018 年，八国集

团 GDP 总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下降至 34.7%，只比三分之一稍微高一点，

八国集团由此失掉了主导世界格局的能力。最明显的变化是，当 2008 年

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八国集团已无力应对，被二十国集团所取代。 

八国集团在世界经济比重的下滑，主要原因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

崛起。2000 年以前，中国 GDP 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还较低，所以尽管当时

中国的发展速度也很快，但对世界的影响并不大；2000 年之后，依靠较大

的经济基础加上较快的发展速度，中国的经济规模上升得非常快，到 2014

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中国

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中国现在是全球 120 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

伙伴，是 70 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这意味着对全世界 95%的国家

而言，中国不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就是第二大贸易伙伴。 

这些变化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安。于是美国在奥巴马时代提出了“重

返亚太”，计划把美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和航空母舰调配到亚洲。此举是“项

庄舞剑，意在沛公”，目的是围堵中国。到特朗普时代，美国刻意针对中

国的行为变本加厉，发动贸易战和科技战，对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的指

责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些“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举动，

目的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拜登上台以后，美国因中国崛起而产生的不

安情绪不会改变，最多是对中国发展的遏制方式有所不同。作为全球最大

的两个经济体，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必将给世界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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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挑战，这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的主要原因。 

何时迎来稳定的世界新格局？ 

既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产生是因为中国崛起，要走出这一变局也只

能通过中国的继续发展直到中美关系达到新的平衡。我认为，当中国人均

GDP 达到美国一半时，稳定的世界新格局就将出现。由于中国人口是美国

的 4 倍，那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当然，中国不同地区的发

展存在差异。中国经济发达的“三市五省”（北京、天津、上海这三个大

城市和东部的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州五省）人口四亿多，到那时

的人均 GDP 和经济规模都将与美国相当。如果这八个地区的人均 GDP 与

美国相当，就意味着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与美国相当，劳动生产率水平又

意味着科技和产业的先进程度。所以到那时，美国将失去对中国的卡脖子

技术优势。 

同时不要忽略的是，中国还有十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当中国人均

GDP 达到美国的一半时，该地区的经济规模也将与美国相当，而人均 GDP

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到那时，中西部地区仍旧处于经济追赶阶段，仍在

后来者优势，有希望保持更高的发展速度。 

当中国的人均 GDP 达到美国一半时，中美关系会步入一个相互接受、

和平共处的新阶段。理由是：首先，美国失去了卡中国脖子的技术优势；

其次，当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达到美国的两倍，美国再不高兴也改变不了

这个事实；最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美国为了国内就业和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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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离不开中国市场。 

中日关系的变化就是一个值得观察的先例。作为八国联军和八国集团

的成员国，日本在整个二十世纪都是亚洲的领头羊。2010 年，中国超越日

本成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日本右派感到失落，试图制造钓鱼岛事件激怒

中国，以打乱中国的发展节奏。但中国不为所动，保持快速发展，如今经

济规模已经达到日本的 2.8 倍，日本再不高兴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而且

日本为了国内就业与经济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市场，中日关系又开始缓和。 

因此，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只有通过进一步发展来走出困局。 

中国未来发展的两大优势 

问题是，中国进一步发展还有多大的潜力？还能不能再保持较高的经

济增长速度？对此，新结构经济学做了很多研究。 

我们要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能不能增长，首先要了解增长是怎么产生

的。增长是指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前提条件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

断升级。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具有两个优势。 

一个是后来者优势。我们现在的人均 GDP 刚超过 1 万美元，而美国

是 6.5 万美元、德国是 4.8 万美元、日本是 4.1 万美元、韩国是 3 万多美

元，中国与他们的差距还很大。人均 GDP 的差距代表了人均劳动生产率水

平的差距，而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距又代表了技术和产业先进程度的

差距，这意味着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追赶。从 19 世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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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到现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相当稳定，平均每年维持在 3%-3.5%的增

长速度。这其中，2%来自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1%-1.5%来自人口的增

加。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两三倍，就是因为我们在技

术创新、产业升级时发挥了后来者优势，利用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引进先进

技术后消化创新。由于创新成本比发达国家低，我们的发展速度也比发达

国家快。 

另一个是换道超车优势。以新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出现后，产品的研

发周期变短，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投入。在人力资本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

的差距并不大，甚至还有优势。人力资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天才，

另一部分是后天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人。天才的数量在任何国家都大约占

到总人口的 1%。作为人口大国，中国拥有天才的数量当然也应该是世界第

一。后天教育方面，这些年我国在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本科、研

究生各个阶段的教育水平都提升很快，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很小。因此，

对于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大数据、互联网行业等新经济，中国比其它国家

更有优势。 

两大优势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意义重大。 

从后来者优势来看，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代表了我们经济增长的潜

力。中国 2019 年的人均 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只有美国的 22.6%，

相当于德国在 1946 年、日本在 1956 年、韩国在 1985 年时相对于美国的

发展水平。由于利用了后来者优势，德国从 1946 年到 1962 年实现了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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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3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