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铁：如何看待当前和未来

一段时期的中国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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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李铁（独立经济学家，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原

主任） 

 

从中国近十年的 GDP数据来看，除 2020年的疫情，都保持 6%以上

的增长，但是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从 2010 年的两位数增长——10.3%，

下滑到 2019年的 6.3%。 

从下滑趋势看，2015年-2019年的五年间，增长速度一直在 6%-7%

之间徘徊。值得注意的是，在 2021 年，增长速度从之前一年疫情暴发的

2.3%反弹到了 8.1%。虽然从线性的数据分析看，增长的趋势并没有逆转，

但是增长速度是否会持续，可以从过去 12年的变化入手分析。 



 

 - 3 - 

 

从“三驾马车”看 12年变化 

 

先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近 12年的变化。绝对值从 2018年开始出现

几乎零增长，一路下滑到 2020年的谷底。虽然 2021年回升到接近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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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水平，但下滑的趋势并没有改变。可以说，国内投资增速的下滑趋势

与 GDP增速的下滑趋势是一致的，但前者是快于后者的。而且，2021年

的回升也仅仅是拉到了 4.9%，仍低于 2019 年 5.4%的水平。显然，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的下滑趋势更为严峻。 

 

从近 12 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情况来看，即使下滑，也是在

高位区间。消费增速从 2010 年的 18.1%下滑到 2019 年的 8%，虽然在

2020 年疫情最为严重期间，已经出现了 3.9%的负增长，但在 2021 年又

迅速回升到 12.5%的两位数高速增长区间。如果从绝对值上看，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还是处于上升过程中，这也反映出中国消费需求的基本面仍在，

而且还有继续增长的空间，对 GDP增长拉动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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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 GDP增长最大动力显然是外贸。如果从数值上分析，从 2010年

以来，出口总额基本上处于上升的趋势，只在 2015年-2016年有所下降，

之后仍处于增长区间。但是从增速上看，出口增长一路下滑，2015年-2016

年，下滑到谷底，呈现出接近 2%的负增长。即使之后有所回升，在 2017

年达到了 10.8%的两位数增长之后，又出现了波动性下滑，最低下探到 4%，

但相比 2015年-2016年的状况还是要好得多。在经历了 2020年的又一次

波谷后，2021年增速达到了 21.2%，是 12年来仅次于 2010年 31.3%第

二高水平，出口总额达到了 21.7万亿元，也是 12年来最高的数值。就此

看来，外贸是“三驾马车”中拉动 2021年 GDP增长的最大因素。 

产业此消彼长 

再来看三驾马车之外的几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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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形势的变化从数据上看相对乐观。虽然从整体上看总就业人口在

下降。但是从 2010 年到 2021 年，城镇就业人口一直处于上升趋势，12

年间的新增就业人口超过 1.2亿，平均每年新增 1000多万。即使在疫情十

分严重的 2020年，城镇就业人口比上年仍增加了 2000万人以上，而 2021

年比 2020年又增加了 500万人。农村就业人口则是呈下降态势，从 2010

年的 4.14亿人下降到 2021年的 2.79亿人，共减少了 1.3亿人。 

数据变化说明，城镇容纳就业人口的潜力仍在，农村就业人口的下降

应该是长期趋势。但是从农业转移人口的数据上看，增长速度在急剧下滑，

从 2010年 5.4%的增长下滑到 2018年、2019年的 0.6%和 0.8%，直到

2020 年间跌到近几十年来的谷底，出现了 1.8%的负增长。虽然在 2021

年的增速恢复到 2.4%。同时，也要看到，农业转移人口的绝对值为 2.9亿，

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变化与城

镇就业人口的变化，在增长速度上和数值上，还存在着一定的不吻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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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由于举家迁徙进城的人口数量在最近几年有一定幅度的增加。 

 

汽车市场的销售形势在低谷中徘徊之后出现了回升。从工业制成品来

看，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是汽车市场。在 2016 年-2017 年期间，中国汽车

销量的绝对值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接近 2900 万辆。但之后开始走弱，

汽车产业在 2018年-2020年连续三年出现了负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汽车销量下滑到谷底并非因为疫情，而是出现在疫情

前的 2018和 2019年。而 2020年发生疫情的当年虽然是负增长，但仍然

是恢复性的增速走高。到了 2021年，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 3.8%。虽然距

销售量最高的 2017 年的 2888 万辆，还有 260 万辆的差距。至少从年度

数据上看，增速和销售数量还都处于比较明显的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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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如果看近 12 年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增长

曲线，有点像乘坐过山车——大起大落。从 2010年的 10.1%的增长下跌

到 2012年的 1.8%。之后高速回升到 2013年的 17.5%，2014年则为 9.1%

的负增长。2016 年继续超高速回升到 22.5%，此后连续 4 年一路下滑到

2019 年的最低点 0.1%的负增长。通过截取 2021 年到 2022 年的商品房

销售面积数据可以看出，仍然为同比负增长下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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