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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總量破百萬億
中國製造升級智造 硬科技成增長主力

高質發展已上軌道

在北京西郊鳳凰嶺腳下，有一間「黑燈工廠」。在
這裏，傳統工廠流水線上緊張忙碌的工人不見蹤

影，小到一塊鋼板的分揀，大到十多噸桅杆的裝配，全
部由機械人自動化完成。搭載5G高清傳感器、AR等核
心智能技術的工業機械人、移動機械人、機械手臂等各
種類型機械人，像長着慧眼、靈手和大腦協同作業。中
國最大工程機械製造商三一重工的王牌產品——旋挖鑽
機，就是在這裏生產製造後銷往全球的。

「燈塔工廠」領先全球同業
在這間經過智能化改造的工廠，一台旋挖鑽機的生產
周期從30天縮短到7天，人工效率更是提高15倍之
巨，2021 年被認證為重工行業全球首家「燈塔工
廠」。四萬平米廠房從人工電焊的流水線車間進化到全
球「最智能工廠」，也是中國經濟在過去十年轉型升級
一個縮影。
回看2012年，彼時的中國經濟面臨嚴峻挑戰。向外
看，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向內看，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為
繼。中共十八大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國經濟進入新
常態的重要判斷，要求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推
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屆五中
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
念，實施創新驅動戰略。2020年4月新冠疫情在全球大
流行後，針對國際形勢深刻演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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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發展與安全，推動中國經濟實現高
質量發展。

人工智能電動車等突圍
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看來，過去十年

中國經濟的關鍵詞是「結構調整」。「經濟從外延式的
擴張增長轉變為創新驅動，創新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動

力。在此期間，脫虛向實成為大勢，過度金融化得到有
效抑制，創業創新和經濟增長的龍頭從金融、房地產轉
到硬科技，隱形冠軍不斷湧現，人工智能、新能源、電
動汽車等領域領先世界。」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過去十年，全社會研發投入佔

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由1.91%提高到2.44%，中國成為世
界第二大研發經費投入國，全球創新指數排名由第34
位升至第12位，「嫦娥」奔月、神舟巡宇、北斗組
網、高鐵自主技術體系初步建立，5G基站佔全球總數
超60%……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越走越寬廣，為推進
高質量發展提供根本支撐。
經濟結構的調整直接體現在產業升級。iPhone產業鏈一

直是世界製造企業爭搶的市場，2010年中國企業只能搶到
iPhone產業鏈3.6%的份額，而到2020年，iPhone X的增
加值中，中國企業所佔份額已達到四分之一。
經過十年發展，中國製造業在全球站穩「霸主」地

位，製造業增加值在全球佔比從2010年的18.24%，至
2020年上升到29.19%，穩居世界第一位，幾乎是排在

第二至四位美國、日本和德國份額的總和。與此同時，
中國製造的產業鏈站上更高台階，「8億件襯衫換一架
飛機」的歷史早已不復見。
姚洋在調研中發現，中國出口產品附加值越來越高，

即使是拉鏈這類勞動密集型產品也大大增加附加值，出
口附加值普遍達到30%至40%以上，並向越南等東南亞
國家大量出口中間產品，產業鏈邁向中高端。

保障全球供應鏈產業鏈
2020年以後，儘管遭遇中美爭端加劇、新冠疫情全

球大流行等外部困難，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重要
性不降反升。在「動態清零」政策下，保持供應鏈產業
鏈的穩定和韌性，以穩定的軟硬環境全力保障企業生
產，中國生產製造的商品，源源不斷運輸到全球。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統計數據，中國佔全

球商品出口總值的份額，從疫情前的13%增加到2021
年底的15%。中國增加的出口份額，成了全球的「生
命線」。疫情剛剛爆發的2020年，美國83%的進口

口罩為中國生產，三分之二的防護服來自中國，專門
用於儲存疫苗的箱式冰箱進口有90%來自中國。中歐
班列開行數量在十年間爆發式增長近900倍，現在平
均每天有42列火車，穿梭在中國和190多個歐洲城市
間。

增長愈高效動能愈強勁
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祝寶良評價，過去十年雖然

風急浪高，但中國經濟穩紮穩打。2021年，中國全年
創造出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114萬億元人民幣，
按可比價格計算是2012年的1.8倍。經濟增長方式越來
越高效，經濟增長新動能越來越強勁。
十年之間，全員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6.8%，高於同
時期的GDP增速；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比重從22.5%
提高到近30%，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卻累計下降
約34%，中國以年均約3%的能源消費增長支撐了6.6%
的國民經濟增長，構建起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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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以來十年間，在國內外經濟動

盪下行、世紀疫情疊加百年變局的背景下，

中國經濟總量從50萬億元人民幣量級躍至

114萬億元人民幣，人均GDP從6,300美元

升至超1.2萬美元，形成超4億人世界最大

規模中等收入群體，中國經濟邁上更高質

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

安全的發展之路，背後是從粗放增長轉向創

新驅動的深刻轉變。

過去十年，中國經濟從7%以上高速增長逐步回落到5%
左右的中高速平台，但經濟總量躍上110萬億元人民幣的
台階，即將跨過高收入經濟體的門檻，並在世紀疫情衝
擊下抗住壓力保持韌性，保障工業生產及供應鏈，成為
全球應對疫情的「生命線」以及經濟復甦的引擎。

回看十年乃至更長時間，中國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根本
動力在於改革。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16個方面、
60條366項改革措施，中共十九大進一步確立「市場在資源
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為市場化
改革指明方向。時至今日，雖然各項改革取得巨大進展，但
一些關鍵領域和基礎環節，比如農村土地改革、破除行政壟
斷等進展有限。

尤其最近兩三年，疫情衝擊下中央不吝以減稅降費、金融
輸血等方式出台一輪又一輪穩經濟措施，為企業紓困解難，
但相當部分企業家仍然預期不清、信心不足。從歷史經驗
看，中國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之所以蓬勃發展，並不僅是出
台了某項政策來扶持，而是改革開放的大環境為其創造了條
件，包括對民企地位的確認、私有財產保護制度的完善、公
平競爭環境和機制形成等等。要讓企業和居民有長期穩定的
發展預期，最終要靠進一步落實改革。

未來十年，中國要為實現共同富裕，邁入中等發達國家行
列的宏偉目標打好基礎。即將召開的中共二十大將制定黨和
國家新的行動綱領，如何對深化改革謀篇布局，將改革進行
到底，令人期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即將召開的中共二十大，將對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兩步
走的戰略作出總體展望，並重點部署未來五年戰略任務和重大舉
措。當前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7月底召
開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會上提出，未來五年「要緊緊抓
住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着力在補短板、強弱項、固底
板、揚優勢上下功夫，研究提出解決問題的新思路、新舉措。」

需突破低成本模仿性創新
「根據歷史經驗，嚴重疫情的宏觀經濟後遺症會持續數十年，

利率水平大幅下降，量化寬鬆導致貧富分化加劇、全球經濟困局
愈發嚴峻，全球宏觀經濟治理進入未知領域。」中國社科院經濟
所所長黃群慧認為，大變局首先體現在全球經濟治理困局，其次
是新一輪科技和產業創新加速「革命」，信息化、數字化、智能
化以及綠色化趨勢已經明確。第三是由全球經濟治理困局加上技
術變化導致的生產和貿易的變局，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中美貿
易摩擦、疫情等外部衝擊正在重塑全球產業鏈。最後是國際力量

對比進入了深刻調整格局，最典型的變化就是中國的和平崛起，
也就是「東升西降」，中國成為第二大世界經濟體。
大變局之下中國已定下明確的節點目標，未來五年至十年要進

行兩個關鍵節點的跨越和衝刺。2025年前跨過中等收入陷阱，進
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到2035年跨入中等發達國家的行列。黃群慧
認為，未來五年關鍵仍是轉型突破，需要突破過去低成本或基於
低成本模仿性創新的局限，尋找實現現代化的新動能。

促大範圍高水平市場開放
「以前後發優勢是低成本的勞動力，現在大國經濟是新的比較
優勢，要基於這個比較優勢來尋找創新點。要利用大國經濟優勢
自主創新，驅動整個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由此，對於下一步
發展和改革，黃群慧提出，要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包括深化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正確處理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關
係；中國要通過更大範圍、更高水平的市場開放，努力營造國際
一流營商環境等。中國還要加快完善科技和產業創新體制機制，

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切實解決「脫實向虛」結構失衡。

要提高居民收入升級消費
「要切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建立和完善體現效率、促進公平
的收入分配體系，健全通過勞動、資本、土地、數據、技術等生
產要素獲取報酬的市場化機制，加強對居民收入的減稅、退稅力
度等。」黃群慧同時提出，要加快完善促進消費的體制機制，挖
掘國內消費潛力，在新型城鎮化中加快消費轉型升級、塑造新型
消費體系。
社科院經濟所預測，中國需要在「十四五」（2021年至2025

年）期間，大體保持年均5%至5.5%增速，在2025年前將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到2035年達到中等發展國家收入水平，人
均GDP需要達到23,000美元以上，預計在2025年到2035年間實
現4%-5%的增長，可以實現這一目標。到2035年，按照匯率
算，中國能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
發達國家水平。

◆2013-2021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6.6%

◆2013-2021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平均貢獻率超過30%

◆2021年，中國人均GDP達12,551美元，穩居上中等收入國
家行列

◆2021年，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27,956億元，為2012年1.03萬億元

的2.7倍，居世界第二

◆中國全球創新指數排名從2012年的34位上升在2021年的12位，進入創新性國家行列

◆高新企業數量從2012年不到5萬家，到2021年33萬家 ◆2021年，國內外專利申請授權量460.1萬件

◆2021年末，全國市場主體達到1.54億戶 ◆2021年，「三新」經濟增加值相當於GDP的比重達17.25%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2021年，製造業增加值31.4萬億

元，比2012年實際增長74.3%；服務業增加值61萬億元，比2012年

實際增長90.7%；全員勞動生產率146,380元/人，比2012年增長

80.3%

◆需求結構持續優化：2021年，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65.4%，比2012

年提高10個百分點

◆新型城鎮化扎實推進：2021年末，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4.72%，比2012年末提高11.62個
百分點

◆污染防治攻堅戰成效顯著：2021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

市平均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為87.5%，比2015年

提高6.3個百分點

◆能源生產使用調整優化：2021年天然氣、水核風光電

等清潔能源佔能源生產總量比重為26.4%，比2012

年提高11.1個百分點

◆ 生態修復全面加強： 2021 年全國森林覆蓋率

23.04%，2021年末共有國家級自然保護區474
個，國家公園5個

開放發展邁向更高層次

未來五年：補短板 強弱項 固底板 揚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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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貧困歷史性消除：2013-2020年，全國農村貧困人口

累計減少9,899萬人，年均減貧1,237萬人

◆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改善：2021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128元，2013-2021年年均實際增長6.6%

◆社會保障網織密兜牢：2021年末，基本養老保險覆蓋人數

10.3億人；基本醫療保險覆蓋人數13.6億人

數據來源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國家統計局
除另有列明外除另有列明外，，全部金額均為人民幣全部金額均為人民幣

整理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海巖

推進改革 提振信心

◆2021年，糧食產量13,657億斤，比2012年增產11.5%

◆2015-2021年，籽棉、肉類、穀物、花生、茶葉、水果產量均保
持世界第一

◆2021年末，高速鐵路營業里程達4萬公里，高速公路里程達16.9
萬公里

◆2021年，移動互聯網接入流量2,216億GB，5G基站總量佔全球比重

達60%以上，居全球首位

經濟實力大幅提升

發展基礎全面夯實

創新發展動能增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協調發展步伐穩健

綠色發展態勢向好

◆貿易規模穩步攀升：2021年，貨物和服務貿易總額達6.9萬億美元，保持世
界第一

◆貿易結構持續優化：2021年，一般貿易進出口佔比比2012年提高9.6個

百分點；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比2012年增長62.9%

◆對外開放達到新水平：2013-2021年，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

達11,281億美元，穩居世界前列；2021年末，中國與170多
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

共享發展持續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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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生產總值（GDP）
連上新台階

2021

2014

2016

2017

2018

2020

114.4萬億元

101.4萬億元

91.9萬億元

83.2萬億元

74.6萬億元

64.4萬億元

數讀中國經濟發展數讀中國經濟發展

◆中國市場規模巨大，消費者對創新產品包容度高。圖為民眾在體驗電子產
品。 資料圖片

◆中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近年快速增長。圖為中國生產製造的雅萬高鐵首批
列車運抵印尼。 資料圖片

▼中國能源生產使用調整優化。圖為建設在魚塘上的光伏電站。 資料圖片▼中國服務業發展提速。圖為電商產業園內，工人在分揀快遞包裹。 資料圖片

▲ 中共十八大以來十年間，中國經濟總量從50萬億
元人民幣量級躍至114萬億元人民幣。圖為重慶一家
新能源汽車智能工廠總裝車間。 資料圖片

◆中央要求牢牢把住糧食安全主動
權。圖為小麥裝車。 資料圖片

◆◆創新成為中國經濟增創新成為中國經濟增
長的主動力長的主動力。。圖為圖為「「美美
女女」」機械人於論壇活動機械人於論壇活動
亮相亮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