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10月25日(星期四)

A9 責任編輯：鄭慧欣　版面設計：美術部之:經濟轉型篇

當下中國經濟正遭遇增速下
行、發展乏力的困境，經濟學
家主張，中國政府應從社會、
經濟、政治等統籌考慮，並盡
快啟動至少五方面的改革，來
釋放消費、資本、創新、勞動
力等多方面潛力，才能推動經
濟轉型和平穩增長。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

副理事長鄭新立認為，當前需
要通過改革和消除各方面的制
度性弊病和缺陷，來支持經濟轉型。當前
迫切改革的制度包括：第一，收入分配制
度，釋放消費需求潛力；第二，金融體
制，釋放資本潛力；第三，科技體制，釋
放創新的潛力；第四，城鄉管理體制，釋
放勞動力潛能；第五，土地制度。

GDP蛋糕 向窮人傾斜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長夏斌指

出，要解決多年積累的大量經濟問題，推動
經濟轉型，單純從經濟角度考慮已經很難，
必須從社會、經濟、政治三方面統籌考慮，
作出長期安排。首先要嚴懲腐敗，讓百姓滿
意，鞏固執政基礎；其次要把已做大的
「GDP蛋糕」向窮人傾斜，在穩定民心的同
時提高消費率；最後要只爭朝夕抓改革，是
解決各種長期問題的唯一出路。

夏斌認為，要制定一個化解系統性風險
的預案，重點圍繞用一定的時間消除房市
泡沫、使經濟平穩增長這一主題，提出組
合性的政策儲備，擇機逐步出台，在平穩
增長中真正做到經濟結構的逐步調整。

推進人幣國際化
此外，夏斌認為，金融改革、鼓勵創新、

資源價格改革、擴大世界市場等領域的改革
也要推進。作為戰略考慮，應抓住人民幣國
際化和現有3萬多億美元儲備的歷史機遇與
資源，政府應做出精細的安排，擴大人民幣
和美元的「雙幣」對外投資、貸款與援助，
讓資金出去，讓對方國進口中國產品、消化
中國的產能，穩住中國的增長。同時支持對
方國形成一定的投資能力、打造有競爭力的
商品，以平衡國際貿易。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今年7月23日在省部級
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重要

講話，對十八大及今後十年的經濟發展方向定
調，發展放在優先位置，主線是加快轉變經濟
發展方式，提高增長的質量和效益，而實施創
新驅動發展戰略、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
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
平是轉型的四大戰略。

「十三五」GDP下台階
今年以來，嚴峻的國際形勢及自身持續下滑

態勢，都為中國經濟增長前景蒙上陰影，國務
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帶領課題組完成

的一項研究結果更顯示，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
階段向中速增長階段的轉換，或早於人們預
期。這份報告指出，中國潛在的經濟增長率極
可能在「十二五」末期放緩，2014年後就會降到
8%以下；而「十三五」時期則將明顯「下一個
較大台階」，由近些年的10%以上下調至7%左
右。整個「十二五」期間的GDP潛在增長率為
年均8.2%，「十三五」期間僅為7.3%。
對此，劉世錦提出，增長階段轉換將伴隨增

長動力和經濟結構的顯著改變，並可能帶來某
些難以預料的挑戰，實際上對經濟轉型提出了
包括時間約束的緊迫要求。
中國早在1995年就正式將經濟轉型提上議程，

十六大亦將「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作為最
重要目標之一，試圖扭轉以「投資＋出口」為
導向的經濟增長方式，轉攻內需消費市場。不
過十年過去了，投資與消費的失衡結構至今未
能扭轉，一些問題更有所加劇。

慎防低效率問題暴露
不過經濟學家提出，未來幾年伴隨中國經濟

增速下台階，若經濟轉型不能跟上步伐，被高
速增長掩蓋的低效率問題將暴露無遺，出現企
業盈利和財政收入大幅下降、資產估值收縮、
長期信貸回收困難甚至財政金融等危機；另
外，在低成本要素優勢減弱後，中國的市場競
爭、民企發展、教育科研、金融支持等方面的
缺陷，可能令中國無法獲得創新驅動為基礎的
新競爭優勢，這些可能都最終導致經濟「硬
陸」。
經濟轉型絕非易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

觀部研究員張立群指出，轉型能否成功，將取
決於在一系列深層體制性、結構性重要問題上
能否取得突破（見「經濟轉型十大挑戰」附

表）。

須統籌考慮社會經濟政治因素
從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

組織開始，到2008年全球
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中國進入高增長周期，
2007年的GDP同比增速更高達14.2%。但隨
勞動力、國際能源和原材料價格攀升，通脹開
始抬頭，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維持舊模式的
基本條件已不復存在，中國固有增長模式已走
到盡頭，並進入全面轉型期，但全球金融危機
中斷了這一過程，在保增長的壓力下經濟轉型
任務被推遲。隨 保增長任務告一段落，轉型
再次提上了日程。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政府推出大規模經

濟刺激計劃，本質上是以政府主導的「鐵公基」
投資需求替代外需，同時放鬆房地產調控。在
政府強力刺激下，2009年－2011年經濟維持了
9%以上的增速，付出的代價是銀行、地方政
府和部分企業槓桿率快速上升，房地產泡沫進
一步加劇，經濟結構失衡惡化，產能過剩更加
嚴重。經濟學家指出，2009年－2011年的經濟
政策是非常態，必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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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已將建立創新型國家提升到事關經濟轉
型成敗的戰略高度，不過企業自主創新能力
弱、缺乏創新體制設計和獎勵機制、政府政策
誤導等諸多硬傷，讓中國經濟向技術進步與效
率提高驅動的創新型經濟的轉型任重道遠。
當前中國經濟轉型面臨諸多難題，傳統產

業步履維艱，高技術與新興產業無序發展
陷入「低附加值陷阱」，中小企業生產環境
惡劣。

傳統產業步履艱利潤低
一方面，傳統產業規模巨大，但低利潤現狀

令人堪憂。以製筆業為例，全球圓珠筆總產量
80%以上來自中國，但從整個產業鏈、價值鏈上
來看，卻嚴重的存在大而不強、「空心化」問
題。中國企業出口一支圓珠筆價格是5毫-1元人

民幣，美國市場可賣到1美元（約6.3元人民幣）
以上，而中國企業的收入不足1元，支出進口筆
珠、筆芯、墨水、相應技術裝備及工人工資，
最終利潤只0.02-0.05元人民幣。美國市場上從1
元人民幣到1美元的增值，主要源於產品設計、
採購、物流和商業服務，其利潤增值均被外國
公司佔有。

高科技產業墮低附加值
而在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上，不少地方政府為

了本地經濟利益，不惜代價實行優惠政策，造
成產業發展雷同式佈局、低層次競爭、技術盲
目引進、缺乏有效核心技術支撐等局面。
更為嚴峻的是，相當一部分高技術企業缺乏

核心技術，導致的結果是國產手機售價20%、計
算機售價30%、數控機床售價20%—40%都要支

付給國外專利持有者。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

立向本報指出，造成上述問題主要是因為過
於偏重經濟利益的考核機制扼殺企業創新的
源動力，社會亦缺乏支持創新的良好氛圍和
機制，同時創新型人才的培養也落於人後。
數據稱，全世界評大學申報的發明專利，排
名在前50名裡中國一個大學都沒有，說明中
國大學培養創新型人才很少。此外，還有學
者提出，政府政策亦存在誤導作用，各部門
間協調銜接不暢，導致研發市場、金融貿易
在產業鏈上的佈局脫節，難以形成配合有序
的高價值的產業鏈。
「如果企業創新動力的機制不解決，扶持創

新的政策執行上也會大打折扣，而中國就很難
實現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鄭新立說。

轉向創新型經濟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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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共十六大一路走來，中國經濟經歷了建國以來增長最快的十年，如今又一次

站在發展的十字路口：舊模式難以為繼，但轉型遲滯、改革膠 。這無疑為即將召

開的十八大提出了必須直面的經濟考題。政府智囊提出，危機與轉型已在賽跑，中

國亟待向消費型、服務型、創新型經濟轉變。如果增長動力順利轉換，未來十年中

國經濟將進入增長速度降至7%左右、而增長質量和穩定性顯著提高的新階段。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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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首家民間資

本管理公司在溫州

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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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速：2003年-2011年，GDP年均增速10.7%。

★經濟總量：2011年為47.2萬億元，扣除價格因素，比2002年增長

1.5倍；經濟總量佔世界份額由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年的10%

左右。

★世界排名：2005年國內生產總值超過英國和法國，居世界第四

位；2008年超過德國，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過日本，居世

界第二位。

★進出口：2011年總額達36,421億美元，比2002年增長4.9倍，年

均增長21.7%。進出口總額躍居世界第二位。

★FDI：2003年-2011年，累計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7,164億美

元，躍居全球第二。

★對外投資：2003年，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只有29億美元，

2011年增加到601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19.7倍。

★居民收入：2011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比2002

年增長1.8倍，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實際增長9.2%

★農村貧困人口：從2002年末的8,645萬人下降到2010年末的2,688

萬人。

★增速下台階時有效防範和化解高速增長期所積累的財政、金融風

險；

★企業應適應較低的增長速度環境，改變「速度效益型」的盈利模

式；

★宏觀經濟調控目標亦應隨增速回落而適時適度調整；

★形成充分有效的市場環境，產生一批創新型大企業和大量創新型

中小企業，培育技術、知識密集型製造業與服務業；

★進一步開放市場，重點是放寬壟斷行業和服務業准入限制；

★加快進城農民成為完整意義上的市民的進程，促進農民承包土地

在保障權益的前提下優化配置；

★通過改革開放形成適應創新型社會建設需要的大學和科研體系；

★通過促進就業、創業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中等收入群體快速

成長；

★建成適應新階段發展和創新需要、有效分散和防範風險的現代金

融體系；

★政府由增長主導型向公共服務主導型轉變。

主要經濟指標十年變化

經濟轉型十大挑戰

■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必

須向消費主導轉變。圖

為熱鬧的車市。

■傳統紡織企

業為求發展，

紛紛加快更新

技術設備，提

高科技創新。

資料圖片

十年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