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毅夫：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下的新结构经济学自主
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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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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提出了“当今世界正遭遇到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谈谈为什么会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这个

变局，怎么驾驭？同时，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阐述一下进行新结构经济学

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并介绍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将会给在座的同学们

带来的机遇。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何而起？如何驾驭？ 

2018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面提出当今世界

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怎样来理解这个论断？我想可以看一

下历史。在 1900 年 20 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八国联军攻打了北京，这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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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以及奥匈帝国，它们

是当时的列强，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经济是基础，按购

买力平价计算，这八国的 GDP 总量达到了全世界的 50.4%，占了世界的一

半。 

到了 2000 年， 21 世纪刚开始的时候，世界上有一个八国集团：美

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加拿大，前七个国家跟

八国联军完全一样，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崩溃了，分成奥地利

和匈牙利两个国家，退出了世界列强的行列，后来加拿大取而代之加入了

八国集团。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八国集团的经济总量占到全世界的 47%。

可以看到，整个 20 世纪，这八个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了全世界的一半

或接近一半。经济是基础，整个 20 世纪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就由这八个

工业化国家来主导。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是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或

者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民族主义风起云涌，这些发展中国家经

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纷纷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

地位，获得了政治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冀图赶上

发达国家。到 2000 年的时候，从经济总量来讲，这些八国集团之外的国

家只不过提高了 3.4%；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高于发达国家，所

以从人均量来看，发展中国家尽管经过 100 年的努力，人均收入水平、生

活水平等等跟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在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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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进入了 21 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 2018 年时，八国

集团的经济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从 2000 年的 47%掉到了 34.7%，

只比三分之一高一点。经济是基础，原来世界上的事不是这八个国家内部

的冲突引起的，就是只要这八国的领导人坐下来开个会、做个决定，就能

够主导全世界的应对和走势。但是随着经济总量的下降，影响力也下降，

八国集团再也不能号令世界。最明显的是 2008 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

发，由于影响力下降，八国集团就被二十国集团取代。 

为什么八国集团会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失去了在国际政治经济各方

面的影响力？最主要是因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崛起。

1949年时，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4.2%，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按人均 GDP 算 ，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到了 1978

年开始改革开放时，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 4.9%，人口则从 1949 年的 6 亿

增加到 10 亿，人均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但是从 1978 年开始

改革开放以后到 2020 年，我国取得了连续 42 年、平均每年 9.2%的经济

增长。一般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无非就在 3%-3.5%之间，中国的增长

速度是它们的三倍，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占比快速提升，这是世界

经济格局发生变化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受影响最大的是美国。2000 年的

时候，美国的 GDP 总量占全世界的 21.9%，也就是一个国家占到全世界的

1/5。但是，在 2014 年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规模，中国超过美

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例如，

从贸易来看，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是一百二十几个国家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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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贸易伙伴，也是其他七十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全世界超过 90%

的国家，中国不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就是第二大贸易伙伴。而且将来，各

位学习国际贸易时就会知道，贸易是双赢的，在双赢中，小国得到的好处

远远大于大国。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贸易对中国有利，对其他国家

更有利。 

所以，随着经济格局的变化，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国的影响力

不断下滑。当然，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美国现在还是世界第一大国，它的

人均 GDP 比我们高很多，我们才刚超过 1 万美元，美国的人均 GDP 达到

6.5 万美元，它的科技、经济实力都还比中国强。美国就想利用它在科技、

军事、金融上的优势来压制中国的发展。在奥巴马时代提出了“重返亚太”，

把地中海舰队调来加强太平洋舰队，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目标是围堵中

国。特朗普上台以后更是变本加厉，以一些莫须有的借口对中国发起了贸

易战、科技战，可以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拜登上台以后，斗争的方式

可能不像特朗普那样粗粗鲁，但是围堵中国、抑制中国发展的意图还是一

样，并且这已经是美国两党的共识，所以我相信不管谁当总统，基本格局

不会改变。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照市场汇率计算，

美国还是第一大经济体。这两个国家的矛盾冲突给世界带来许多不确定性。

我想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的原因。这种大变局发生后，什么时候世

界才能够进入到一个新的、稳定的格局？我个人的看法是：大变局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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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引起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进入到一个新的、稳定

的、和平的世界格局，需要中国继续快速发展。而且我判断，当中国的人

均 GDP 达到美国一半的时候，新的、稳定的世界格局可能就会出现。 

上述判断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当中国的人均 GDP 达到美国的一半的时

候，北京、天津、上海加上东部沿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五省

的人均 GDP 估计会达到美国的水平，这三市五省的人口加起来四亿多一点，

略多于美国。更重要的是，人均 GDP 代表平均劳动生产力水平，如果平均

劳动生产率一样高，就代表产业、技术水平一样高。也就是说，到那时候

美国就没有可以卡中国脖子的科技优势来作出像对华为断供那样的事。第

二，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美国的两倍了，美国再怎么不高兴，也改变不

了这个事实。第三，贸易是双赢的，小经济体得到的好处比大经济体得到

的好处大。到时候中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两倍，与中国贸易，美国得到

的好处会比中国得到的好处大得多。而且中国不仅是经济规模比它大，前

面谈到三市五省的人均 GDP 跟美国一样高，中西部 10 亿人口的人均 GDP

大约是美国的 1/3。这些地区由于人均 GDP 相对比较低，发展的潜力和速

度会更快。就像 2008 年后，全世界每年 30%的增长来自中国，到那时候

全世界 30%甚至更多的增长也会来自于中国。届时美国为了自己的经济发

展，为了就业，不能没有中国的市场。这种状况之下，美国就会心悦诚服

地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世界会摆脱老大老二之争，也就会有一个新的、

稳定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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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也是有先例。在 1900 年的八国联军当中，唯一的亚洲国家

是日本；在 2000 年的八国集团当中，唯一的亚洲国家也是日本。所以可

以讲，日本在整个 20 世纪都是亚洲的领头羊。但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经

济快速发展，到 2010 年时，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日

本。经济是基础，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日本，就代表中国在亚洲地区乃至

全世界的影响力，超过了日本。日本右派心里很不舒服，开始制造钓鱼台

的争端，想以此来激怒中国，打乱中国的发展步伐，中日关系开始紧张。

但现在中日的关系为什么有所缓和？日本是第三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的经

济规模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已经是日本的 2.8 倍，日本再怎么不高兴，也不

可能改变这个事实。而日本自己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市场，所以，日本

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就只能接受这个事实，中日关系也就有所缓和。所以，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由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的，要走出这个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仍然需要中国的快速发展。 

二、中国未来发展的前景 

从 1978 年到 2020 年，中国平均的经济增长率达到 9.2%，是人类经

济史上未曾有过的奇迹。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媒体和学界则有不少悲观的

论调。一种说法是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力的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

提出，他当过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美国财政部长，是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

的公共知识分子。在 2014 年时萨默斯写过一篇文章，叫 Back to the 

Normal（《回归到常态》）。他说全世界每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常态就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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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3.5%之间，发达国家是这样，发展中国家顶多也是这样，因为实际上发

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差距在扩大，所以增长的速度一般还没有发达国家高。

他说中国每年 9%甚至更高的增长是非常态，必然会回归到常态，潜台词就

是中国会从过去 9% 、10%的增长下降到 3%-4%之间，他的文章是 2014

年写的，由于他在国际上很有影响，而中国确实从 2010 年以后经济增长

速度就一路下滑，很多人也就认为他这个文章很有预测力，有历史和国际

的经验，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可能就掉到常态增长的 3%到 3.5%之

间。 

另一种说法是中国过去的快速发展是靠后来者优势，但是中国已经利

用后来者优势 40多年了，潜力已经用尽。怎么判断呢？因为在 2019年时，

按照宾夕法尼亚大学编的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按照 2017 年的美

元购买力来计算，中国在 2019 年的时候，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已经达到 14128 美元。有一些国内、国际上的学者指出，世界上发展比较

好的其他国家达到这样一个收入水平以后，例如，德国 1971 年人均 GDP

达到同一水平，德国从 1971 年到 1987 年的 16 年里增长速度每年只有

2.3%。日本是世界上另外一个发展比较好的国家，在 1975 年时，人均 GDP

也达到同一个水平，其后的 16 年，也就是从 1975 年到 1991 年，平均每

年的增长速度只达到 4.4%。德国日本都是发展很好的国家，它们达到这个

水平后增长速度掉到 2%-4%。因此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未来的增长速度顶

多也就 4%左右，跟萨默斯讲的回归常态非常接近。另外，中国出现了人口

老龄化的问题，世界上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更慢。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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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42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