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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出，「十
四五」時期，中國經濟將進入從高速度增長向
高質量發展轉型的歷史攻關期，如何加快形成
國內高端產業鏈布局，盡快掌握「卡脖子」核
心技術，是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他認
為，疫後將進入「有限全球化」階段，從客觀
上倒逼「中國製造」轉型升級、向產業鏈中的
高附加值環節發展。這也是新的戰略機遇期危
中尋機的題中之義。
鄭永年認為，儘管中國是工業門類最齊全

的國家，什麼都能生產，而且生產量很大，但
長期以來產業鏈偏低端，附加值低，不掌握關
鍵的核心技術，因此地緣政治一旦發生變動，
就會受制於人。他提醒，從現在開始，要加快
形成國內高端產業鏈布局，盡快掌握核心技
術，擺脫對外部產業鏈環節的技術依賴，真正
拿出更多整裝的「中國製造」產品。

外部壓力比內部壓力更有效
鄭永年認為，一個產品99%國產化，但1%

的核心技術掌握在人家的手裏，你還是不行，
「汽車工業發展那麼多年，原創性的東西有多
少？我們的飛機發動機是別人的，航天領域的
很多芯片也是別人的，這些東西中國是會做
的，但是沒有壓力就做不出來。所以，來自於
外部的壓力比內部的壓力更有效」。
他指出，這次新冠疫情將深刻影響地緣政

治。全球化不會停止，但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
的「超級全球化」漸近尾聲，進入「有限全球
化」階段，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面臨新布局。
目前有的國家已經開始把涉及國家安全的技術
牢牢掌控在自己手裏，或者分散風險，盡量把
產業鏈放在不同國家。從短期看，「有限的全
球化」無疑會對中國經濟產生較大衝擊。但從
長期看，中國將從「有限的全球化」中獲益：
一方面，西方產業不可能全部撤離；另一方
面，目前中國是世界上產業鏈最齊全的國家，
而且國內市場廣闊，中國企業不僅可以佔領西
方企業留下的產業鏈空間，還可以向產業鏈中
的高附加值環節發展。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實現8億多人口擺脫絕對貧困，
這在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鄭永年表示，中國在脫貧
攻堅過程中充分發揮好政府與市場的作用，在強調社
會二次分配的同時更加注重一次分配的作用，這一點
值得世界其他國家借鑒。下一步，在精準扶貧的基礎
上，要控制相對貧困人口。他指出，全球化的過程創
造了巨量的財富，但也帶來了所有國家財富差異的擴
大以及貧困家庭的增加。「這也是為什麼西方國家這
幾年民主革命崛起，還有一些歐美國家實行貿易保護
主義或者經濟民族主義。」

西方調控經濟手段有限
但從中國的經驗來說，卻恰恰相反，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8億多人口脫貧，正是因為中國從上世紀八十年
代開始加入全球化浪潮。為何會出現不同情形，他分
析，在歐美國家，資本主導一切，政府沒能在收入分
配和社會公平方面起到應起的作用。實際上到現在為
止，西方國家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仍十分有限，一個
是貨幣政策，一個就是財政政策。

而中國除了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還有更多的調控手
段。而且中國一直在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這些企業對
扶貧大有好處。當一個人失業了，光靠政府二次分配，
很難過上一個比較體面的生活。而通過勞動所得，能夠
實現社會發展與扶貧的雙贏。他認為，要做好扶貧，需
要發揮好市場與政府的作用。市場是做大餅的，政府是
分大餅的，光強調政府「分大餅」，就會導致絕對平均
主義。只有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係，兩條腿走路，雙
管齊下，扶貧才有希望。

鄭永年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出，一定規模的
中等收入群體是社會穩定的根基。未來五年，中國
需要特別重視培育、壯大中等收入群體，這關乎中
國經濟擴內需、推動內循環、建設強大國內市場是
否成功，也關乎中國能否避免落入泰國、菲律賓、
拉美那樣的中等收入陷阱。
他認為，一直以來中國拉動經濟靠「三駕馬
車」，但現在「三駕馬車」中，外貿受到疫情
巨大衝擊，基建在經歷過去多年的大規模投資
後已經出現邊際作用遞減。要拉動經濟，主要
靠消費拉動，這就意味着要進一步減少貧困人
口、壯大中等收入群體，使得消費力得到更大
釋放。
鄭永年指出，中國目前有4億左右的中等收入人

口，佔總人口比例大約為30%，距離發達經濟體還
有距離，但也意味着巨大潛力，「試想，如果中國
中等收入群體佔比也像美國那樣達到50%，那就是
有7億中產，這得造就多大的市場？」
鄭永年認為，未來五年，中國應該通過提升低收

入人群的收入水平、穩定中等收入群體的制度保障
等手段壯大中等收入群體。改革開放之後，尤其是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確成
長很快，但缺乏制度保障，「今天的中等收入群體
說不定明天變成貧窮階層，小孩上學變孩奴了，買
了房子變房奴，家人得個重病可能傾家蕩產，因為
沒有保障。所以要把社會建設做起來，把社會保障
做起來。」

倡提升「軟基建」加強社會保障
鄭永年建議，中國這一輪發力的關鍵應當在於

「軟基建」，通過發展醫療、公共衞生、教育、公
共住房、醫院、老人院、都市停車場等等加強社會
保障。不解決「醫療、教育和住房」這三座新大
山，窮人很難真正脫離貧困，中等收入群體就沒有
制度基礎，也沒法激發消費力，「培育中等收入群
體，在未來三五年、十來年很關鍵。一旦經濟發展
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就可能做不起來了，因此
事不宜遲。」。

將於本月26日至29日召開的中共十
九屆五中全會，將審議中共中央

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四
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鄭
永年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暢談未來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機遇、挑戰以
及發展重點。過去一年以來，中國突遇
新冠肺炎疫情，同時也面臨外部環境的
惡化，一些海外輿論認為，中國的戰略
機遇期窗口正在縮窄。9月中旬，習近
平總書記考察湖南期間強調，當前和今
後一個時期，中國發展仍然處於重要戰
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
變化。
鄭永年表示，儘管今年以來中國經
濟增速趨緩，面臨的國際環境愈發錯綜
複雜，特別是美國的蓄意打壓，使得過
去中美關係這個對外關係的「壓艙石」
出現問題，但習近平總書記認為「當前
和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發展仍然處於重
要戰略機遇期」，仍然是基於發展環境
和階段作出的科學判斷。

外企不會主動放棄華市場
首先，從中國國內情況來看，市場
規模巨大、經濟潛能依然很大。中國已
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
國，擁有全球最龐大的14億人口，其
中中等收入群體至少有4億人，相當於
美國總人口，消費升級勢頭強烈。中國
正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
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巨大的

市場潛力和民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為
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提供新動能。
其次，從國際發展大環境和大趨勢

來看，世界經濟開放發展與經濟全球化
仍然是必然趨勢和客觀規律。西方的企
業在中國投資，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為了
掙錢。資本是逐利的，中國市場的規模
已經在逐步接近美國市場的規模。如此
大的體量，沒有一家企業會主動放棄在
這個市場中分得一杯羹。

中國已可主動創造「戰略機遇」
他援引美國著名經濟研究機構彼得

森智庫統計數據，過去兩年有6,000億
美金流入中國，「我和美國駐華商會交
流，他們沒有一個企業想離開或自願離
開中國的。歷史上看，是白宮聽華爾街
的，而不是華爾街聽白宮的。」
鄭永年指出，從國際機遇來說，過

去中國是被動地接受了「戰略機
遇」，即giv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那麼隨着中國的崛起和在世界體系中
地位的上升，中國已經從被動轉向了
主動；就是說，今天的中國已經有了
很大的能力，來主動在世界舞台上為
自己創造「戰略機遇」，而不是像從
前那樣，經常受制於外部環境。只要
中國堅持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時堅定
不移擴大對外開放，用更大力度的開
放，打造更加公平競爭的投資環境，
與世界各國分享發展機遇，就能為自
己創造更多全球化紅利。

時值中國收官「十三五」

和籌劃「十四五」的新起

點，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長、著

名國際政治及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日前接

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出，「十四五」期

間中國仍將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儘管與

前二十年相比，當前正面臨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變局和國內社會主要矛盾變遷，風險

挑戰前所未有，但站在更高的發展起點

上，中國可以憑借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

更開放的對外政策，把握自身崛起的歷史

機遇，更主動作為，在產業轉型升級、適

應世界經濟變局中獲取新的發展機遇及全

球化紅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李望賢 北京、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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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後「有限全球化」
倒逼中國製造升級

政府市場協同 扶貧成效顯著

鄭永年指出，
很多年來，「戰
略機遇期」始終
是中國領導層用
來推進中國改革

發展進程的關鍵詞。事實上，
「戰略機遇期」的思維從改革開
放早期就已經有了，上世紀七十
年代末尚處於美蘇冷戰狀態，但

鄧小平對國際局勢作出了
重大的政治判斷：

「 和 平 和 發

展」是世界兩大趨勢，中國要充
分利用這個有利的國際環境來開
展改革開放。

鄭永年認為，鄧小平的科學判
斷使中國從外部準備戰爭、內部
搞階級鬥爭的局面中掙脫出來，
把政策重點轉移到改革開放，這為
今後幾十年中國高速發展打下了良
好的基礎。在新世紀之初，中國領
導人正式提出「20年戰略機遇期」
的概念，中國不僅在國內保持高速
經濟增長，而且在利用經濟全球
化方面、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方面
實現了迅速追趕，經濟總量躍升

為世界第二。

關於「戰略機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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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大中等收入群體 暢通「內循環」關鍵

香港文匯報專訪鄭永年

■鄭永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盡快掌握「卡脖
子」核心技術，是
中國面臨的最大挑
戰之一。圖為北京
國際科技產業博覽
會中展示的太陽能
無人機。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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