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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讨论了面向 2035 年中国经济的长期

增长前景。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在 2021 年或 2022

年会跨越高收入经济体门槛。中性条件下，以市

价汇率计算的中国经济体量将在 2030 年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此背景下，以过去 60

年中成功晋级（或接近）高收入经济体的群体为对

象，本文进一步研究和对比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各经

济体的经济表现差异及其增长趋势。

关键词：中国经济增长；高收入经济体；跨文化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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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向 2035 年的中国经济

本文的基本分析框架是，把中国放在东亚经济

体转型的背景下，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情况

进行对标，具体对标使用了人均 GDP、第二产业相

对第三产业占比等指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

2010 年的经济发展程度、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大

致接近日本 1968 年前后的水平、韩国 1991 年前后

的水平、中国台湾 1987 年前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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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对标的这一年作为观察的元年，观察这些经

济体在元年之前 20 年和之后 25 年的经济增长情况。

如图 1 所示，在东亚经济体长期的工业化追赶和经

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的表现与日本、

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的历史表现十分接近，包括 2010

年中国经济转型以后的经济增速中枢下沉过程，都

与这些经济体非常相似。

简单地概括这一历史经验，可以认为，当一个

东亚经济体开始实行市场化配置资源、进行出口导

向的转型并实现工业化追赶的时候，在一个给定的

时点上，其潜在经济增速几乎只取决于当时的人均

收入水平。因此，对于东亚经济体而言，只要给定

时间点或人均收入水平，就可以基于历史经验相当

准确地推定其可能的经济增速。

在这样的历史一致性下，可以继续把这一分析

框架作为基础，用来预测 2035 年中国经济的表现。

尽管 2010 年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上已经在减速，但

是这一减速过程应该还没有完全结束。预计未来中

国经济增速将继续回落至 4.5% ～ 5% 之间，稳定到

2030 年左右，随后经济再经历一轮减速，进而到

2035 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下滑至 3% 左右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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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未来中美现价GDP 对比

接下来进一步数值化，并区分为保守、乐观和

中性三种情形，最后实际发生的结果会接近中性的

情形。以现价美元来计算的中国经济体量还需考虑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变化。从 1997 年至今，人民

币实际有效汇率每年平均上升 1.4 个百分点。据此

估算的未来中美 GDP 对比如表 1 所示。

对于这一结果，本文重点讨论两个关键的时间

节点。

第一个时间节点：根据本文的计算，中国可能

在 2021 年或 2022 年跨越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经

济体门槛，正式进入高收入行列。这一结果比大多

数人的估计和认定的结果要明显更早。此前普遍的

看法是，中国将在 2025 年跨越高收入门槛。尽管

当前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依然相对较低，但是从统计

数据看，我国非常接近成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

第二个时间节点：在中性假设下，中国经济总

量将在 2030 年左右超过美国。有一些乐观的估计

认为，中国在 2028 年就有可能实现这一超越，本

文不否认这种可能性。即使在最保守的情形下，中

国经济总量在 2035 年也会超过美国。客观地说，

即使中国 GDP 总量在 2030 年超过了美国，但彼时

中国人均 GDP 在 2.3 万美元左右，而美国人均 GDP

接近 10 万美元，差距依然较大。

中国经济总量将非常确定地超越美国，而且在

超越之后，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国都会

始终维持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这将是自 19

世纪末期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来，世界经

济格局发生的极其重大的变化，对全球秩序的影响

将会相当深远。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世界经济格局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以美国的价值观和利

益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随着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

第一大经济体，世界经济秩序和经济规则将在很多

层面经历调整。这一调整毫无疑问会产生广泛而深

远的影响。

二、 如何理解跨越高收入门槛

接下来，把中国跨越高收入门槛这一事件放在

国际背景下做更进一步的描述。高收入门槛是世界

银行以人均国民收入（GNI）为基础所规定的现价

美元的高收入经济体标准，并于上世纪 80 年代末

开始定期公布。因为这是一个以美元计价的标准，

　 中国GDP现价（亿美元） 美国GDP现价（亿美元）

保守 乐观 中性 中性条件下中国人均GDP（美元） 美国人均GDP（美元）

2021 173,058 173,058 173,058 —— 12,290 ——

2025 226,604 239,849 233,080 271,825 16,449 80,625

2030 311,781 354,379 333,080 331,353 23,354 96,225

2035 410,800 501,724 456,262 403,917 31,807 114,893

资料来源 ：Wind，安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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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可对其使用美国的通货膨胀数据进行调整，将

其转化为一个以 1987 年不变价美元为基础进行计

算的标准。如图 2 所示，所谓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

入标准基本上是以 1987 年不变价为基础、略高于

6000 美元的一个绝对值。尽管这一标准在历史上一

直在调整，但是剔除通货膨胀影响后，其总体上是

稳定的。

由于世界银行未公布 1987 年以前的高收入标

准，根据本文估算，可以把这一标准推算到上世纪

60 年代，以此衡量当时的经济体是否属于高收入水

平（见图 3）。这一计算潜在的瑕疵是没有考虑美元

汇率的变化，所以本文围绕美元汇率试图做一些调

整，而调整后的结果和调整前的结果非常接近，故

在此仅列出一些概要的结果。这一概要的结果可以

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跨越高收入门槛的概念。

因为世界银行的高收入标准是从 1987 年开始公

布的，所以本文首先研究 1987 年以后有哪些中等收

入经济体成功晋升为高收入经济体、又有哪些中等

收入经济体还陷在中等收入区间未能走出来。

如表 2 所示，以 1987 年以来的中高收入经济

体为研究对象，在人口超过 1000 万的经济体中，

有 7 个经济体成功地进入了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有

7 个经济体则没有跨过这个门槛。

从表面上看，高收入门槛是一个稳定的数值，

一个经济体只要能够持续增长，就迟早能够跨过这

个门槛。目前全球有 80 多个高收入经济体，因此

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并不少见。但在大型国家中，即

使自 1987 年以来，确实也有不少中高收入国家迄

今未能成功稳定地跨过这个门槛，尽管各国失败的

原因不尽相同。

如果把这一样本范围进一步扩大到 1970 年，

哪些经济体成功跨越了高收入门槛或接近高收入

门槛呢？本文依然按照人口 1000 万人以上的标准

取样，并按主要的宗教文化进行分组，将经济体

分为天主教文化圈、东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

化圈和儒家文化圈（见表 3）。这里没有包括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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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新教经济体在 1970 年几乎都已经成为高收入

经济体。

这样做的基本想法是，影响各国经济增长的因

素多种多样，但如果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只选取经济

增长最成功的经济体，许多抑制经济增长的结构性

因素就可能因取样过程进行的筛选被自动舍弃了。

这样，在这个较小的样本内，尽管仍然存在许

多因素影响经济表现，但宗教文化背景等长期影响

经济成长的因素就会被凸显出来。

研究这些经济体的基本方法和研究中国与日

本、韩国的经济增速对标类似。将这些经济体接近

或者跨越高收入门槛的年份设为对标年，将其前后

15 年的经济增长率一一对应后做算术平均计算。考

虑到个别历史、地缘政治事件在特定年份对数据有

一定扰动，本文用统计技术对数据做了平滑。需要

强调的是，横坐标轴的数值对标的年份不是一个绝

对年份的值。如图 4 所示，不同组别经济体增长趋

势的差异较为显著。

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文化因素对其经济增速没有

影响，那么不同组别的经济体增速就不应该有如此

显著的差异，其增长曲线应该十分接近。换句话说，

以上结果显示，文化因素在经济追赶过程中对经济

增速具有显著影响。例如，儒家文化强调节俭，居

民部门储蓄率高，重视教育，关注现世回报，为经

济增长提供了更多的资本与劳动力①。 

在这些文化组别内部，不同经济体的增长率即

使在相同收入水平上也会有一些差异，因而本文计

算了各组内部增速的标准差与平均值的比值，以此

来描述这种差异。

如图 5 所示，在儒家文化经济体中，尽管日本、

中国台湾、韩国分别在 20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

90 年代依次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但这些经济体增长

率的方差很小，显示其经济增速表现非常接近。天

主教经济体内部的表现差异也很小，例如，匈牙利

在 2007 年才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而西班牙在 1974

年就是高收入经济体，但其经济增长率的方差非常

接近。而东正教经济体增速的方差则较大，显示其

内部经济增长分化程度较高。

三、总结与启示

第一，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但是文化

成功组 晋级高收入经济体的年份 失败组 备注

葡萄牙 1994 俄罗斯 2012-2015 年为高收入经济体，随后退回中高收入序列

韩国 1995 阿根廷 仅在 2013 年、2016 年为高收入经济体

希腊 1996 委内瑞拉 仅在 2015 年为高收入经济体

捷克 2006 巴西

自 1988 年至今仍为中高收入经济体

匈牙利 2007 伊拉克

波兰 2009 伊朗

智利 2012 墨西哥

罗马尼亚 2019 南非

表2   由中高收入晋升为高收入的经济体

表3   规模较大的经济体跨越或接近高收入标准的时间点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Wind，安信证券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Wind，安信证券

天主教文化圈 年份 东正教文化圈 年份 伊斯兰教文化圈 年份 儒家文化圈 年份

意大利 1970 希腊 1996 沙特阿拉伯 1974 日本 1977

西班牙 1974 俄罗斯 2012 土耳其 2014（接近） 韩国 1995

葡萄牙 1994 罗马尼亚 2019 马来西亚 2019（接近） 中国台湾 1987

捷克 2006 哈萨克斯坦 2014（接近）

匈牙利 2007

波兰 2009

智利 2012

① 不同文化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具体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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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无疑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从经济

追赶的角度看，儒家文化经济体总体上表现出色，

其长期的经济增速始终显著较高。这背后可能反映

了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儒家文化强调节俭、重

视教育等，其居民部门储蓄率高、人力资本积累快，

这些因素都非常有利于经济增长。

第二，无论是哪个组别的经济体，在跨越高

收入门槛或者即将跨越高收入门槛时，经济增速

都将进入长期的下行阶段，并收敛至接近 3% 的

水平。

第三，在人均收入的绝对水平上，要想实现

对美国的追赶是极其困难的。从前述经验看，当跨

越高收入门槛以后，再经过 15 年左右，经济增速

就会收敛到与美国接近的水平，但彼时我国的人均

GDP 水平依然相差美国较远。这种情况对于日本、

韩国、中国台湾，以及对前面讨论的天主教文化圈、

东正教文化圈的各经济体来讲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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