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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新常态：内涵与展望 

 

回顾 2014 年，新常态（New Normal）无疑是中国经济学界与政策制订圈最热门的语汇

之一。关于新常态的特征事实与政策涵义，甚至新常态这个词本身是否准确（例如有经济学

家认为根本没有新常态，当前事实上处于“旧疲态”，也即过去传统增长模式的转型期），都

存在着广泛的讨论与争议。因此，在辞旧迎新之际，从国内与国际视野相结合的角度出发，

来再度梳理新常态的内涵以及演进，对我们把握未来中国政府的宏观政策取向，具有相当重

要的意义。 

一谈到新常态，有心者马上就能想到“三期叠加”的概念。所谓三期叠加，是指当前

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增长速度换挡，

是指中国经济增速将由过去 30年的 10%左右下降至未来 10年的 6-7%左右。结构调整，是指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将由过去投资与出口导向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转为由国内消费与投资平行

驱动的集约式增长模式。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是指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政

府出台的扩张型宏观经济政策（4万亿财政刺激以及银行信贷的高增长）产生了一系列副作

用，包括制造业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快速上升与部分城市的房地产泡沫，要消化这些副作用

可谓耗时费力。不难看出，要应对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与刺激政策副作用消化的其中之

一，都不是一件易事，更何况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是三项任务的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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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纠结的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三期叠加，又是在全球经济增长低迷、甚至面临

中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的外部环境中展开的。尽管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已经六年有余，但全球经济仍然处于动荡与分化的过程中。目前全球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局

部的冲突甚至有加剧之势。美联储步入新的加息周期将给国际金融市场与新兴市场国家带来

不利冲击。当前不仅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之间，还是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各自的内部，

都出现了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率差距拉大的现象。全球经济的动荡与分化，一方面意味着

中国出口面临的外部环境将会持续低迷，另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可能面临短期资本大进大出的

不利冲击。这样的外部环境，自然会加大中国政府应对国内经济问题的难度。 

在笔者看来，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法至少具有如下内涵： 

内涵之一，是经济增速面临趋势性下降。造成中国经济增速趋势性下降的因素包括：一

是人口红利的消失。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一方面劳动力的供给将会

逐渐下降，另一方面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将会下滑，从而难以支持高投资率，这将会造成资本

积累速度的下降；二是作为持续经济增长的结果，中国国内各种要素价格显著上升，这无疑

会削弱中国作为全球制造工厂的优势，从而使得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三是制造业

面临产能过剩、中西部新增基础设施面临利用率不足、部分城市出现房地产供给过剩，这三

种过剩使得传统投资收益率下降，而服务业受到国企垄断与行政管制的掣肘，造成私人资本

难以大规模进入。传统领域投资过剩、新的领域投资不足，这无疑也会拖累经济增长。 

内涵之二，是各种金融风险陆续浮出水面。过去几十年，为了实施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

中国政府有意维持了金融抑制的环境，也即政府人为压低资金价格，实施从居民部门到企业

部门与政府部门的福利转移，进而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然而，长期金融抑制

与高投资的结果，是各种金融风险的集聚。目前中国企业部门负债占 GDP 的比率已经超过

130%，这是全球主要大国中企业杠杆率最高的。中国商业银行体系的健康与否，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走向。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在宽松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刺激

下，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快速攀升，目前部分地区已经出现违约征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

以及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上述潜在风险将会陆续浮出水面。例如，未来几年中国商业银行

的不良贷款比率很可能显著上行，各种影子银行产品违约甚至商业银行自身倒闭的事件可能

此起彼伏。一旦对金融风险显性化准备不足或应对适当，则有可能爆发区域性金融危机甚至

系统性金融危机。 

内涵之三，是结构调整虽然痛苦，但势在必行。如前所述，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

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立在金融抑制环境下投资驱动与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这套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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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固然适合过去的中国，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以及国内要素成本的上升，旧的模式已

经难以为继。然而，在旧体系下已经形成了势力庞大且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会千

方百计阻挠旨在进行调节存量利益的结构性改革。例如，如何实现国民收入更好地在居民、

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分配？如何缓解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失衡？如何打破国有企业对若

干高利润率服务业部门的垄断，真正对民营企业开放这些部门？如何确保“混合所有制”不

成为新一轮国有资本鲸吞民营资本的借口？如何加快实现包括人民币利率与汇率在内的各

种要素价格市场化？以上这些改革，每一项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言都至关重要，然而

遗憾的是，没有哪项改革是容易推动的，因为它们都涉及到对既得利益的调整，从而必然会

招致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如何大力推动结构性改革，将会考验新一届政府的勇气与智

慧。 

内涵之四，是再度出台全面、过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概率有望明显下降。众所周

知，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很多问题，实则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政府在宏

观政策方面做出了过度反应，实施了过于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所致。随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速

的下降，如果中国政府再度采取过于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这不仅会导致结构性问题的恶化，

而且可能造成更加剧烈的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泡沫。因此，中国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思

路亟待变化：与其从总量上实施宽松宏观政策，不如采取各种措施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与其

放松财政货币政策从需求端发力，不如简政放权从供给端发力；与其实施相机抉择型嬗变宏

观经济政策，不如通过提高央行等机构的独立性来在市场上建立稳定的政策预期。2014 年，

中国政府尽可能地避免实施全面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相反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与定向宽

松的货币政策，这充分地表明了政府试图实现宏观调控转型的态度。 

展望 2015年，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预计中国政府将会在以下几个领域进一步发力：

第一，加大实施结构调整的力度。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约在 7.3%左右，2015年有望进一步

回落至 7%。如果没有结构性政策的实施，预计 2016年中国经济将会有更大幅度的下滑。2015

年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可能在金融领域，例如全国性存款保险公司的推出以及利率市场化改革

的加速。此外，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可能成为一个亮点；第二，财政货币政策的宽松力度有

望加大。保增长与调结构未必是相互替代的，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相互促进的。如果增

长速度回落过快，结构调整很可能会被推迟，而非加速。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指，财政

政策要更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这意味着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将进一步发

力。2015年财政赤字占 GDP比率有望进一步上升，市场也将看到进一步的全面降准与降息；

第三，中国政府将会更加重视预防与管理金融风险。近期俄罗斯卢布暴跌与国内金融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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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生动的经验教训。预计中国政府将在 2015 年加大宏观审慎与微观审

慎监管措施的实施力度，努力规范金融机构行为，一方面努力促成潜在金融风险显性化（例

如允许部分影子银行产品或金融机构违约）以防范道德风险、改变刚性兑付格局、提高市场

主体风险意识，另一方面又会把上述风险暴露可能造成的潜在冲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全国

性存款保险公司的成立就是题中之义）；第四，预计中国政府在资本账户开放方面将会变得

更加审慎。这是因为，俄罗斯的近况充分说明了，如果一个国家主动放弃了资本账户管制这

一有效工具，一旦出现大规模资本外流，它就不得不借助连续加息这一副作用极强的政策工

具。在国际环境波诡云谲、国内金融风险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何苦要自毁长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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