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毅夫：中国经济增速新目

标、增长法宝与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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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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 15 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第 60 期中

国经济观察报告会（CEO），围绕“两会解读与中国经济前景”主题，邀请

到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全国

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林毅夫，北大国发院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

许宪春，北大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

洋，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卢锋，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金光讲席教授、

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共五位学者带来两会解读和中国经济前

景研讨。本文根据林毅夫教授的主旨演讲整理。 

两会刚刚结束，我作为政协委员，很高兴借此机会跟各位谈谈在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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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委员代表们关心的几个热点问题。 

热点很多，我想集中谈三点：今年的经济增速目标、创新发展、共同

富裕。 

5.5%是合理且实事求是的增长目标 

我高度重视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对中国而言，经济增速是最大的大

局，是最大的政治。 

第一个原因，我们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经济体

量越大，并且服务业占比越高，国内循环的比重就必然越大。如何让经济

体量变大，让服务业的占比提高？当然需要提高收入水平，而提高收入水

平就需要经济增长。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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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文化等等，但是经济

是基础。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目标定在我国按照购买力平

价计算的人均 GDP 达到美国的 50%，这是韩国在 2002 年时与美国的差距

水平，应该是一个不算过高的标准。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均 GDP 按照购买

力平价计算只有美国的 20%多，要从只有 20%多变成 50%，而且希望在

2049 年就实现，那当然必须有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现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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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带来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怎样来驾驭这个大变局？我想，只有到我

国的人均 GDP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美国的 50%。那时，美国才会心悦

诚服地接受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因为到那时，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

国的两倍，是不可改变的事实；那时我国的京津沪和东部发达的沿海五省

人均 GDP、产业和技术水平可以和美国相当，美国也没有技术优势来卡我

们的脖子。不仅如此，贸易是双赢，小经济体得到的好处大于大经济体，

美国的大企业需要中国的大市场来维持在世界的地位，美国国内经济也需

要中国的大市场来维持自己的发展、就业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以上这些都说明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包括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挑战。 

我曾反复讲，中国到 2035 年之前应该还有 8%的增长潜力。此处强调

一点，我讲的是增长“潜力”。增长潜力是什么含义？就像各位买汽车，

要看该汽车设计的最高时速。增长潜力是从技术面来看，在不引起通胀、

不过度消耗自己未来发展的各种资源的状况下，可以维持的经济增长速度。

我国到 2035 年之前应该还有每年 8%的增长潜力，并不代表我们每年都要

以 8%的速度来增长。就像汽车设计的最高时速可达 300 公里，但并不代

表每次开车都要开到时速 300 公里，实际的时速还需要考虑天气状况、路

况、身体状况等因素。我们在发展过程中，8%的增长潜力代表可能性，我

们也必须考虑国内国际其他方面的要求和状况。 

我也曾在多个场合谈，在有 8%增长潜力的情况下，考虑到构建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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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格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因素，我们到

2035 年之前应该可以实现每年 6%的增长。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定的目标比我的预期低，是 5.5%左右。我认为在当

前的情况下这个目标设定是实事求是。因为，我在测算 8%的潜力、6%的

增长时没有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国际石油价格、粮

食价格，以及一些矿产资源价格都猛涨。再加上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给

国际金融构成了很多不确定性。中国是最大的石油输入国，也是各种原材

料和粮食的最主要进口国，会影响到我国的进口和发展的成本。因此，我

认为今年把目标定在 5.5%左右是合理且实事求是的。 

我国现在的 GDP 规模已经占到全世界的 18%以上，即使以 5.5%的速

度增长，中国可以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一个百分点，仍能占到世界经济

增长的 25%左右。中国仍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动力，同时也能很好

地保持中国自身的基本发展态势。 

我们现在提出稳增长，并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再次强调发展是解决

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那么，我们努力一点应该可以超过 5.5%，让它更

接近 6%。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我们决不能轻易舍弃的法宝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提高收入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等。那么，经济

增长就不能只靠要素投入的低水平扩张，靠复制“老古董”的方式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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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展就必须有创新，让劳动生产率的水平越来越高成为发展的主要来源。 

问题是怎样创新？学界和媒体一谈到创新通常强调的是新发明，学术

界就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来衡量创新，基本上衡量的是发明对增长的贡

献。但是这样的思路与理论框架实际上是受到我们所读的主流经济学影响。

我们要清楚的是，主流经济学来自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是全

世界最好，所以要技术创新必须靠发明。而且，发达国家的产业附加值已

经是全世界最高，所以要产业升级也只能靠发明新产业。 

众所周知，发明的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但在增长核算时，这些

研发投入并没有在增长核算里面作为投入要素放进去。所以，大家非常崇

拜的 TFP，实际上是在增长核算中不能用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的增加所

解释的剩余项，然而，这个剩余项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发明新

技术的投入所带来的。发达国家靠发明的方式来取得创新，其经济增长速

度时高时低，从 19 世纪中叶到现在，平均增长速度是每年 3%左右，这其

中人均 GDP 或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 2%左右，人口增长为 1%左右。 

我国与发达国家不同，我们还处在追赶阶段。对于追赶国家而言，创

新的含义和发达国家不完全一样。因为创新无非就是在下一期生产时所用

的技术比现在的好，下一期进入的产业附加值比现在的高。 

前面提到，在发达国家创新就只能靠发明，因为它们的技术已经全世

界最好，产业附加值已经全世界最高。但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很多技术

远非全世界最好，跟发达国家的技术还有不小的差距，还可以把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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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作为技术创新的来源。通常而言，这一创新方式成

本比较低、风险比较小。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把发达国家已经成熟、附加

值又比我们高的产业引进消化吸收，这也是产业升级。而且这种方式通常

的成本也比自己发明新产业低，风险也比较小。 

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用这种方式，其技术创新速度、产业升级速

度都会比发达国家快，经济增速也就会比发达国家快。但是它的全要素生

产率会比较小，因为引进技术，或者引进成熟的产业，一般是购买包含更

好技术的设备，这些投入就表现在资本的增加上，增长核算的剩余项也就

是 TFP 就会显得比发达国家低。 

我们需要打破 TFP 迷思，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发展中国家相对高速

且低成本增长的重要法宝。事实上，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年均 9 个百分点以

上的增长，有多少是靠我们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业而取得的？不能说没有，

但绝大多数是靠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不仅中国是这样，日本、美国当年

处于追赶阶段时，也是较快的经济增速和较小的 TFP。 

现在学界也有讨论，说我们用引进消化吸收取得技术创新的方式来推

动经济增长已经 40 多年，2021 年中国人均 GDP 已经达到 12551 美元，

马上晋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是不是已经没有机会再进行引进消化吸收了？

是不是我们必须全靠自己发明新技术了？是不是我们必须像现在媒体和学

界常说的，要追求以 TFP 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创新方式了？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要看我国实际经济状况是什么样。从新结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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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角度，我把中国现在的产业分成五大类型： 

一是追赶型的产业，即我们有，发达国家也有，但是我们的技术或产

值不如发达国家；二是领先型的产业，即我们的产业已经是世界第一，如

家电产业、5G 通讯等等；三是转进型产业，过去我们很有比较优势，在世

界领先，但是现在失掉了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四是换道超车型，即给我们带来换道超车机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新经

济产业，因为新经济的特性是研发周期特别短，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我

们在新经济的研发上不仅是跟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而且由于其投

入以人力资本为主，我们是人力资本大国，有国内大市场，而且产业配套

齐全，所以我们在新经济领域有优势，可以跟发达国家直接竞争； 

五是战略型产业，即发达国家有的技术，我们没有，但是由于国防、

经济安全等原因而导致我们无法引进的产业，会被“卡脖子”而必须自己

发明的产业。 

虽然新结构经济学把产业分成五种类型，但是各自所占的比重不一样。

实际上，我国经济当中绝大多数的产业还是追赶型的。例如，2021 年，我

们高新技术制造业的比重占整个制造业的比重是 15.1%，也就是还有 85%

的制造业并不是高新制造业，绝大多数还是相对成熟的传统产业。再如，

每年在德国汉诺威举办的世界工业展览会，根据媒体报道，今年总共有 27

个展厅，每个展厅里都有中国产品，但是中国产品在绝大多数展厅里面的

价格比别国产品低得多。为什么？因为我们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跟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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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96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