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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早在二十多年前就開始鼓勵生育，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也在十多年前就開始鼓勵生育。但
到目前為止，這些國家和地區仍然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當然，如果不鼓勵生育，這些國家和地區的
生育率會比現在更低。無論是人口普查還是人口抽樣調查，都顯示中國已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全面
放開和鼓勵生育已經迫在眉睫。 「忽如一

夜春風來，千
樹萬樹梨花
開。」 國貨往
往被打上民族
自信或者新生
代 「實用主

義」 的標籤，但情懷只是表面，究其根
本，新國貨的崛起是數字改造經濟系統
的伴生現象。上世紀90年代，中國人均
國內生產總值（GDP）不足1000美
元，國產企業找準方向以低價策略攻佔
國內家電市場。如今人均GDP邁過
10000美元的台階，低價已無法繼續驅
動市場份額的增長，而數字經濟卻推動
國貨從生產和銷售兩個維度重獲新生。

「雙循環」 新格局之下，中國企業
有望從三大途徑同步加快產業升級步
伐。在這一場大變革中， 「科創頭
雁」 、 「國貨潮牌」 和 「隱形冠軍」 三
類中資企業有望實現長趨勢崛起，逐步
兌現內外變局所賦予的時代紅利。

從生產維度，新國貨的重要內涵是
「品質升級」 ，生產者有動力提升產品
質量。互聯網普及前，微觀經濟學中的
「檸檬市場」 很好的刻畫了國產品牌的
窘境。九十年代後，伴隨中國經濟增長
與居民收入提升，國產品牌卻仍長期停
留在 「質差價廉」 的固有印象之中。其
根源在於市場信息不對稱，商品質量不
容易驗證，致使消費者不願意為不透明
的市場支付高價，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
局面。而當時的進口品牌已經深諳市場
經濟法則，借助優質售後、高價廣告等
手段發送信號，使其區別於劣質商品，
成為國人一時熱捧的對象，由此獲得品
牌溢價。

邁入數字化時代，平台型數字經濟
的問世另闢蹊徑，通過用戶評價與直播
等方式真實客觀地反映產品質量，從而
以零社會成本區分劣質與優質產品。由
於產品本身成為最優信號，企業不再需
要額外發送信號來證明自己， 「檸檬市
場」 問題從而大幅緩解，激發企業專注
於產品研發與設計，以優質產品賺取高
額利潤。

從銷售維度，新國貨的驅動引擎是
「需求迭變」 ，消費者願為高性價比買
單。數字經濟大時代，傳統信號的作用
大幅削弱，因此捨棄高昂的廣告費用和
高檔的商舖租位，消費者對產品的認知
並不發生本質改變。

相比之下，國產品牌借助低成本的
數字化營銷方式，卻能收穫不輸傳統品
牌打造的意外實效。企業以優質產品為
主線，搭建公域和私域的流量全景生態

獲取精準的用戶畫像，實時洞察消費者
喜好進行產品迭代，借助算法以 「裂變
式」 傳播直達潛在的目標受眾。由此，
在信息日益透明的國內市場中，國產品
牌能夠憑藉更充分的信息優勢，將維護
品牌溢價的成本讓利消費者，提供一種
價美物廉的新選擇。

品牌溢價成為過去時，構築新護城
河需回歸產品本源。在數字經濟大時代
中，信息傳遞不斷提速，倘若未來區塊
鏈技術再得到應用和發展，信息不對稱
將降至最低，擁有優質產品和技術的品
牌成長路徑將大幅縮短，百年老店也可
能被新生一族迅速超越。疫情新世界
下，國內國外雙循環格局正在形成，大
量代工廠出口轉內銷，雖有電商助力打
通銷售環節，但自主研發能力的匱乏仍
然是制約其長期發展的因素。這也將促
成國產品牌的歷史性機遇，通過招攬製
造工藝領先的代工廠，釋放自身技術研
發的潛能，實現市場份額的進一步提
升。

產業升級三條路徑
隨着國內價值鏈從單一環節拓展為

完整鏈條，並帶動內外價值鏈結構的重
塑，中國企業的競爭策略，有望從面向
存量競爭的、以量取勝的 「抱團取
暖」 ，轉向面向升維競爭的、以質取勝
的 「築鏈共進」 。具體而言，在 「雙循
環」 格局下，以內外價值鏈為脈絡，未
來中國產業升級將有望從三個層面展
開：

一是單環式升級。通過技術革新、
工藝改進等途徑，推動加工製造環節的
生產效率提升，這主要將通過深耕專業
領域的製造業 「隱形冠軍」 來實現。二
是階梯式升級。即沿着現有產品的價值
鏈條，從加工製造環節向研發設計、品
牌營銷環節延伸，從而完成從低附加
值、低利潤向高附加值、高利潤的進
化，這主要通過 「科創頭雁」 和 「國貨
潮牌」 型企業完成。三是全鏈式升級。
由於 「研發設計（科創頭雁）→品牌營
銷（國貨潮牌）→加工製造（隱形冠
軍）」 的國內鏈條被打通，因此一旦
「科創頭雁」 實現重大技術突破，就將
帶動整個國內鏈條從舊產品躍遷至新產
品，同步推進所有環節的升級。

展望未來，隨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
人類社會數字時代的到來，全鏈式升級
機遇將更多地湧現。以國內價值鏈 「築
鏈共進」 ，夯實單環式升級、階梯式升
級的基本功，搶抓全鏈式升級的新機
遇，料將進一步拓寬中國經濟產業升級
的致遠之路。

取消生育限制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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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需要
繼續量化寬
鬆，證明美國
經濟是腳步浮
浮，歐洲及其
他西方國家情
況相似，所以

減息及量寬去挽救全球經濟，應未見盡
頭。儘管新冠肺炎疫苗經已陸續使用，
但香港經濟尚未站穩陣腳。本港樓市為
經濟提供動力，卻並不足夠，政府宜減
辣穩定樓市，例如將按揭壓力測試在按
揭利率加3厘的政策，予以取消。

現時向銀行申請按揭，需於在按揭
利率之上加3厘，以測試申請者面對加
息周期時還款能力是否足夠。惟目前各
國均以減息或負息來振興經濟，甚至再
配以巨額量寬，反映世界經濟不穩固。
最好將按揭息率加3厘的壓力測試取
消，因為以目前全球經濟環境來看，這
個政策不切實際，未來三年加息機會甚
低。現在仍採取壓力測試，只會令置業
人士 「上車」 難度增加，不合時宜，窒
礙實力不錯的買家置業，降低香港的經
濟動力。

助民上車 穩定樓市
筆者明白政府有需要做好銀行體系

風險管理，但在新冠肺炎之下，全球經
濟與加息距離遙不可及，料美國會推出
更多紓困法案，屬於變相量寬，又是用
印銀紙解決問題。美國去年3月經已祭
起無限量寬招式，現在仍有意再推紓困
措施之外，美國總統特朗普新簽署1.4
萬億美元政府開支法案。各式各樣的量
寬措施推行正好反映美國經濟未穩，在
減息至近零息之時還要持續量寬。假如
美國經濟反彈無力，全球量寬再加碼不

足為奇。
歐洲方面，英國有序脫歐，但與歐

盟一樣經濟前路不明。負利率的歐盟量
寬未止，英國在量寬之後有可能考慮將
現有利率0.1%下調至負利率，日本及
澳洲亦要維持量寬。

全球經濟大氣候是減息、低息以至
負利率及量寬，與加息截然沾不上邊。
香港的銀行按揭壓力測試，仍是按揭息
率加3厘，與實際經濟情況背道而馳。
香港經濟許多個行業都紛紛倒下，只有
住宅樓市尚能苦苦支撐。假如私樓市場
因壓力測試導致後勁不繼，香港經濟可
謂全面倒下，最後城堡也失守，香港境
況堪虞。

放棄加息3厘的壓力測試，以助市
民更容易上車，解決社會矛盾，又不與
市場脫節。

按揭壓力測試應放寬

近日，
一些東亞國
家和地區相
繼公布了上
一年的出生
人口數據：
日本2020年

的出生人口為84.8萬人，與2019年
相比減少1.7萬人，降至1899年有該
項統計以來的歷史最低。韓國2020
年新出生人口數為27萬餘人，同期
死亡人口數為30萬餘人，死亡人口
數超過新生人口數，韓國首次出現人
口負增長。中國台灣地區2020年新
生兒出生數16萬5249人，創歷年最
低，死亡數則為17萬3156人，首度
出現負增長。

為了扭轉低生育率趨勢，日本和
韓國相繼加大了鼓勵生育的力度。據
2021年1月7日人民網報道，日本東
京都政府日前決定，從新的一年開
始，將在國家提供的42萬日圓（約
合人民幣2.6814萬元）生育補助金
的基礎上，再獨自追加提供一份生育
補貼。預計將會給每名新生兒提供
10萬日圓（約合人民幣6384元）的
補貼，以電子優惠券的形式發放。

韓國政府最近也敲定了 「第四次
低生育率和老齡化社會基本計劃」 。
根據這項計劃，韓國政府將從2022
年起，向有0至1歲嬰兒的家庭每月
提供30萬韓圜（約合人民幣1800
元）的育兒補助，並在2025年逐步
上調至50萬韓圜。此外，韓國政府
還將一次性發放200萬韓圜的生育補
貼。新政還推出了 「3＋3育兒假」
制度，即父母雙方都為未滿十二個月
的子女申請三個月的育兒假，每人每
月最高可獲300萬韓圜的育兒津貼，
以此鼓勵 「夫妻雙方共同育兒」 。

一、中國出生率創新低
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

2020年出生人口都創下新低，中國
內地如何呢？到目前為止，內地尚未
公布2020年出生人口數據，國家衞
健委也尚未公布2020年任何一個時
期的全國出生人口數據。根據國家統
計局網站發布的預告，2021年1月18
日國家統計局將舉行國民經濟運行情
況新聞發布會，通常這種發布會也公
布上一年的出生人口數據。比如，國
家統計局在2020年1月17日舉行的國
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布會上，公布
了2019年的出生人口。不過，2020
年是全國人口普查年，所以2020年
的出生人口數據也有可能推遲公布。

2017年至2019年，中國出生人
口已經三連降。不論2020年中國出
生人口數據何時公布，中國出生人口
四連降已經毫無懸念，這可以從國內
一些地區已公布的2020年前幾個月
的出生人口數據得到佐證：2020年
上半年，浙江省寧波市戶籍出生人口
同比下降19.24%；2020年1-7月
份，安徽省黃山市出生人口同比減少
16.88%；2020年上半年，山東省濰

坊市出生人口同比下降25.8%。
可以看出，上述地級市的出生人

口比上年同期減少16.88%至25.8%
之間。儘管我們不能將上述地區非全
年的降幅推演為全國的全年降幅，但
2020年全國出生人口比上一年有較
大幅度下降已經沒有懸念。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9年
中國的出生率僅為10.48‰，而國家
統計局公布的1949年到2018年的出
生率最低值是2010年11.9‰。在
1990年以前，出生率最低也有
17.2‰，在1957年之前更是從未低過
30‰，沒有理由認為1949年之前的中
國近代生育率會低於15‰，更不用說
2019年的10.48‰，可以說，2019年
中國出生率跌至有紀錄以來的歷史最
低點。而2020年中國出生率將創下
新低。由此可見，出生率沒有最低，
只有更低。

二、嚴重拖累經濟發展
如果不大力鼓勵生育，中國的出

生率和生育率在未來十年將繼續下
降。目前22歲到35歲的女性是生育
主力。在2020年，這個育齡高峰年
齡段對應的是1985到1998年出生的
女性。在未來十年，處於22歲到35
歲育齡高峰年齡段的女性將銳減
30%以上，這也為近年結婚人數的
快速減少及一孩數量的不斷下滑所印
證。

近年來中國的生育率，如果扣除
二孩生育堆積，自然生育率僅為1.1
左右。按這種生育率，出生人口將以
每三十年減半的速度持續性萎縮，這
種坍塌似的人口趨勢不只是將對中國
未來的發展釜底抽薪，還會從根本上
危及中華文明的薪火相傳。

對於習慣於把人口當負擔的人來
說，人口減少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有
人認為，降低生育率會促進經濟發
展。但實證研究的結論正好相反，生
育率更低的地區，其人均國內生產總
值（GDP）的長期增長率反而更
低。比如，從1980年到2019年，東
北佔全國人口比例從9.01%降至
7.71%；而東北人均GDP則從1980
年的比全國高39%，變為2019年的
比全國低34.1%。也就是說，人口相
對減少了，人均GDP卻更低了。

儘管經濟放緩、貧富差距、環境
污染、新冠疫情等問題在短期內更引

人注目，但長期來看人口坍塌卻是遠
比所有這些問題加起來都更嚴重的危
機。過去四十年來，雖然經歷各種挫
折和不時出現的中國崩潰論，中國經
濟社會始終能快速發展，這背後的基
礎驅動力，正是被改革開放所釋放的
相對年輕，特別是數量眾多的人口所
蘊含的巨大潛力。但如果無法大幅提
升生育率，那麼長期來看，人口坍塌
將會對經濟社會產生巨大的下行慣
性，導致整個國力乃至中華文明的全
面衰退。

生育意願低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
養育成本太高。這種昂貴的養育模式
與少子化形成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
也就是說，生育率越低，家庭平均孩
子越少，每個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越
高，這樣一般家庭越不敢多生孩子，
反過來又導致更低生育率。除了需要
承擔高昂的直接經濟成本，父母還面
臨越來嚴重的看護困難。相對於其他
國家，中國的託兒機構普遍稀缺。可
以說，在中國養育小孩的痛苦指數可
能是全世界最高的。

目前，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的國
家和地區，鼓勵生育是常態。對生育
家庭的經濟獎勵，往往是累進制，特
別是獎勵第三個及以上的孩子，金額
可讓新生兒父母維持體面的生活，產
假和育兒假甚至長達一年半，而僱主
也被要求對育兒母親甚至父親提供再
就業保障和育兒便利。很多國家和地
區特別注重規劃託兒和育兒的設施和
服務，確保義務教育，為家庭解除養
育的後顧之憂。在這些措施下，西歐
國家和俄羅斯的生育率近年都略有回
升，但迄今還沒有將生育率提升到更
替水平的先例。相比而言，中國家庭
的生育意願全球墊底，甚至只生一個
孩子當成默認選擇。要應對低生育率
危機，全面放開生育並通過減輕養育
家庭負擔來大力鼓勵生育刻不容緩。

不久前，中國民政部長李紀恆撰
文表示，目前受多方影響，中國適齡
人口生育意願偏低，總和生育率已跌
破警戒線，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
期。我們認為，新近公布的 「十四
五」 規劃建議提出的增強生育政策包
容性，預示着取消生育限制，全面放
開生育；而降低生育養育成本預示着
鼓勵生育。我們期待 「十四五」 規劃
建議的人口政策改革的具體措施早日
出台並得到落實。

陳永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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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籲放棄按揭息率3厘的壓力測
試，助市民更易上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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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低生育率危機，分析建議全面放開生育並減輕養育家庭負擔。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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