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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到 2011 年，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三十三年平均 9.95% 的高速

增长。但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

机之后， 中国经济增速在 2012 年跌到 7.9%，及后缓慢下滑，2019 年

为 6.2%，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影响的 2020 年为 2.3%。

2021 年第一季度虽然同比 GDP    增长 18.3%，但两年平均增速继续下

降至 5%。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源于人口红利和产业承接

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而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缓慢下滑，则主

要由于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 和出口导向型增长不可持续等因素。 

2020 年 5 月，中央在国内外疫情蔓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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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停、出口需求不确定、国内消费疲软、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首

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里的‘双循环’

是指国内经济投资、消费与生产的国内大循环，进口与国内消费和出口与

国内生产之间的国际大循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 特别是国内经济

循环方面，主要是增强居民消费需求，消化和平衡产能，形 成自我循环的

技术链和产业链；国内与国外之间，要稳定和保持住国际分工 协作的技术

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增强中国出口的竞争力，实现国内‘生产— 分配— 

消费— 生产’、国际‘进口— 投入与消费’和‘加工— 出口’以及国际

收支的良性循环和相互平衡。 

我们认为，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必须对于内循环过程中面

临的土地财政和房价过高对居民收入消费的转移和挤出等突出问题有清醒

的认识，通过地方财政体制出让金改革为房地产税征收以及住宅建设供给

体制多元化两项改革，消除内循环中存在的障碍，实现宏观经济双循环的

流量疏导和畅通。本文首先论述均衡增长在需求方面的循环症结，然后分

析居民收入消费占 GDP 比例反映的国民经济循环状况，最后提出疏通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思路和对策。 

一、均衡增长在需求方面的三个循环症结 

2020 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上年下降 1.6%，全社会零售消费品

总额比上年下降 3.9%。从长期看，过去多年以及未来的经济增长，除了受

制于货物服务出口内外需求的拉动力不足外，最主要的困难还是国内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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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需求相对收缩，而工业投资的扩张或低迷相当程度上受居民消费市场

活跃或萧条的影响。 

（一）人口迭代性消费需求收缩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20  年中国人口为 141，178  万人，

仍然是世界各国中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出生率减

去人口生育率） 在 1965 至 1982 年平均为 20.9‰，进入二十一世纪的

前两个十年，分别降低到 5.7‰ 和 5.3‰。从人口普查相关数据看，人口

增速放缓、少子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性别比失衡、老龄化，成为中国

人口格局的新特征。就未来人口与 经济增长关系分析，二十年前人口自然

增长率的变动会影响二十年后经济增 长速度的缓急 2。总和生育率（一个

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孩子数量）的高低决定 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上升或下行，

一般而言，总和生育率低于 2.1 水平以下，会带来一些人口规模、结构与

消费变化方面的问题。 

首先，少子化与新增人口收缩导致消费需求减少。二十年前人口自然

增长率下降，意味着二十年后生育妇女数量相对或绝对收缩，新生人口迭

代减少，其动态性地影响新生儿、幼托幼教、小学、中学和大学等抚养和

受教育人口规模，导致这些人口在就业之前的吃穿住行、教育学习、文化

娱乐、社会交往等各方面的消费累积性回落。 

其次，劳动年龄人口收缩导致消费需求萎缩。从生产角度看，人口到

二十岁左右可以从事劳动，成为生产投入的劳动力要素；从消费方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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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口在二十岁以后透过就业获得收入，陆续结婚生子、购房（或租房）买

车，成为消费需求的主力，且未到劳动年龄的人口和养老保障金不足的老

人之抚养 消费，也是由这些经济主力人口转移支付的。 

再次，老龄人口消费水平不高。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较晚等原因， 中

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间的养老保障差别较大，城镇公务、事业、企业退

休人口和无正式单位的退休人口，各自之间养老保障的水平也有差别。从

二十一世纪前二十年的趋势看，农村的老龄化速度要比城镇快，老龄人口

规模要比城镇大，消费与其需求相比显得不足。而城市各类老龄人口之间

保障不均，消费支出能力不一；并且，即使保障水平较完善的城镇老龄人

口，与城镇中青年人口比较，消费意愿和收入消费率也较低。 

需要指出的是，劳动年龄人口持续收缩仍然是影响消费需求下行的最

主 要因素，其有着每年萎缩的需求规模、过程呈现为连续迭代性收缩、长

远来说累积量愈来愈大的特征。中国总和生育率低于 2.1 水平以下的拐点

为 1991 年， 滞后二十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收缩，引起‘经济主力人口— 

就业— 收入— 支出— 消费’经济活动链条的关联性收缩。2012 至

2020 年，迭代性劳动年龄人口收缩造成每年累积性收缩的消费规模占当

年居民总消费比例趋势如图 1（左） 所示。可以看出，2012 年劳动年龄

人口开始绝对减少，按照当年劳动力人均收入和居民收入平均消费率，可

以计算出每年劳动年龄人口消费支出收缩以 及往年累积性收缩所损失的

消费规模，其走势是消费支出收缩占当年居民总 消费的比例愈来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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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 2001 至 2015 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推算 2021 至 2035 

年劳动年龄人口年减少和迭代累积收缩消费规模，按照人均 GDP 翻一番

的目标并考虑适当提高居民收入在 GDP 的占比，从而相关地模拟出人均

GDP、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以不同收入水平时不同的收入消费率，模

拟计算和观察未来走 势。从 2021 年开始重新计算，到 2035 年劳动年龄

人口迭代性收缩造成的累积性消费收缩规模占当年居民总消费比例趋势如

图 1（右）所示。可以看出，未来的十五年，人口迭代收缩导致的消费需

求收缩年规模要比 2012 到 2020 年大， 其消费迭代累积收缩占当年居民

总消费规模的比例也要大得多。也就是说， 即使未来能够用智能制造和经

济数字化等方式，替代劳动力的持续减少，保 持生产能力不变甚至更加扩

大，但如果人口的消费需求持续迭代累积性收缩， 那么，教育、知识、技

术发明、技术产业化等形成的更多产品和服务都无法 由人口的消费需求所

平衡。 



 

 - 7 - 

（二）出口需求相对收缩的趋势 

一个国家可以透过扩大出口占 GDP 的比例来替代国内消费需求不足，

从而支撑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反之，如果出口需求回落，则需要更多的

国内消费替代来平衡产能过剩，实现均衡增长。在开放条件下分析出口对

增长的贡献，特别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还是进口替代

满足内需型经济发展模式时，不仅要看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最重要的指

标还要看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例。 

中国在 1978 年的出口总值为 168 亿元人民币，仅占当时 GDP 的

4.56%。如果我们将发展中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出口额占 GDP 的 20% 及以

上，看成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那么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阶段，如图 2 

所示为 2000 到 2015 年间，中国出口额占 GDP 的 20% 及以上，其中

最高是 2006 年，出口总值为 77，597 亿元，占 GDP 的 35.36%。而 2020 

年出口总额为 179，326 亿元，占 GDP 比例下降到 17.65%。实际上，

出口额占 GDP 比例的下降，意味着出口需求的减少；持续的减少则表明

出口需求在中长期对过去形成的出口产能造成收缩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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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表达的是中国发展以内循环为主，还是以外循环为主的战略转型。

从工业化的阶段看，1978   年，特别是二十世纪 80   年代中国经济融入

国际大循环战略，使中国从满足内需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向出口导向型的发

展模式转型， 到 2000 年开始成为一个典型的出口导向工业化国家，这一

阶段持续了十六年（2000-2015）。而从 2016 年开始，又从外循环为主的

工业化模式，重新转向了满足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 

从未来中国外循环的世界经济端看，首先，发达经济体在国际竞争中

加快本国制造业回流，并通过贸易保护政策制造贸易摩擦，意图通过‘去

中国化’加快本国经济恢复和在国际竞争中保持有利地位。2008 年全球

金融危机暴露了发达经济体制造业‘空心化’的突出问题，因此，近年来

发达经济体加快推 动制造业回流，如美国提出积极发展智能制造、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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