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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五年規劃

• 中國過去70多年管理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主要工具是五年規劃及市
場。在1978年以前，五年規劃佔主導地位，近40多年，市場力量
的作用增大，但以五年規劃為核心的計劃經濟仍有舉足輕重的影
響力

• 中國第一個五年規劃在1953-1957年實施，除了1963-1965年沒有
五年規劃外，此種模式覆蓋了整個當代中國發展史

• 所謂十四五便是第十四個五年規劃，覆蓋期是2021-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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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的背景（2021-2015）

• 中央政府賦予十四五一個特殊的地位，它被看成是中共中央實現了第
一個百年(1921-2020）奮鬥目標後，第二個百年（2021-2120）奮鬥的
起點。

• 這個新起點要面對的挑戰特別複雜。2018年開始，特朗普對華發動了
貿易戰。貿易戰沒有贏家，主流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美國損失巨大，推
高了美國通脹，減低了企業的利潤，中國的貿易盈餘則繼續上升，但
中國也買不到某些高級晶片及部分高科技產品，其經濟發展受到影響。

• 近七八年來修昔底德陷阱的陰霾一直籠罩著中美關係，美國堅決認定
中國是唯一有實力挑戰她霸權的國家，美國外交的核心任務變成是遏
制中國的崛起。（是意識形態或制度問題，還是維持霸權問題？）

• 新冠疫情揮之不去，整個世界經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中國的十
四五也不可避免受到干擾，起步不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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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規劃綱要》的結構

• 中共中央關於十四五的正式文件是《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
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
此文件光是《綱要》便有百多頁，共19篇，65章，200餘節，對
這5年如何發展經濟社會的各個方向及策略，巨細無遺，都有綱
領性的論述。讀懂這《綱要》，對了解國情大有幫助。

• 《綱要》包含太廣，這裏只選擇性地討論部分重點，並提供一些
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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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綱要》第一篇訂下了2035年的中長期目標，也有5年内的短期
目標。中長期目標并無任何定量指標，只是用了經濟實力、科技
實力、綜合國力大幅躍升、文化强國、人才强國等等數十個描述
性的非定量指標，但能否達標，關鍵問題是經濟能否持續高增長

• 要回答這問題，須評估中國過去的表現及檢視推動增長的動力可
否運作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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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美國增長比較:1978-2021

2021實質GDP/ 
1978實質GDP 

2021實質人均
GDP/ 1978實質
人均GDP

GDP 平均年
增長率

人均GDP 平
均年增長率

中國 43.37倍 29.36倍 9.16% 8.18%

美國 2.96倍 1.99倍 2.56%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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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經濟增長的來源

• 我們可利用總體經濟生產函數（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去
分析經濟增長的來源。在鄒至莊Gregory Chow,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2015) 一書中，他把計量經濟工具用在資本，勞動
力及GDP的數據上，估算過中國GDP與生產要素的關係：

• 𝑌 𝑡 = 𝐴 𝑡 𝐾 𝑡 0.5984𝐿 𝑡 0.4016 （1）

• Y = GDP,  A = 全要素生產力（TFP），K = 資本量， L = 勞動力

• 上述的生產函數可用以分解出歷年推動經濟增長各要素的貢獻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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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GDP增長來源分析
GDP年均增長率
人均GDP 平均年

增長率

勞動力對GDP
增長的貢獻

資本對GDP增
長的貢獻

生產力TFP對
GDP增長的貢獻

1978-1990 9.02% 18.3% 58.0% 23.7%

1990-2000 10.43% 4.2% 63.0% 32.8%

2000-2010 10.55% 2.1% 57.1% 40.8%

2010-2018 7.43% 1.3% 72.7% 26.0%

1978-2018 9.43% 7.2% 61.5%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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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表可知，勞動力推動增長的效力已變得十分輕微，這是因爲
中國出生率連年下降，勞動力已無增長。

• 資本對經濟增長卻是具有主導地位，近年經濟增長7成以上的動
力來自資本的積纍。中國的儲蓄率一向高企，曾經高達GDP的50%
以上。2021年總儲蓄率是45.5%，新增的儲蓄幾乎全部會用作投
資，2021年的資本形成率是43.0%，這意味著GDP的43%會添加在
資本積纍中。（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支出法國内生產總值」
部分）

• 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進步對經濟增長十分重
要，2010-2018年26%的增長動力直接來自生產力的提升。

• TFP對GDP還有一簡接影響。TFP提高意味著增產，資金的投入帶
來更高回報，這會增加投資的誘因，從而使資本積纍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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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資本積纍為主要的經濟引擎有一缺點，便是需化解「報酬遞
減率」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否則GDP增長率會越來越低。解決之
道是不斷推動TFP的進步。如何不斷提高生產力是十四五的核心
要項，這貫穿在整個《綱要》中。

• 千方百計提升TFP進步的速度是一個永恆的挑戰。下圖總結了
1979-2017年TFP年增長率的變化（根據頁7估算的生產函數：知
道了每年的 Y(t)，K(t) 與 L(t),便可算出每年的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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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100周年GDP的展望

• 推演未來經濟的發展必須明確假設，我們也可預設不同的情境以
作比較。

• 情境1：資本形成率 = 43.3% （等於2014-2018的平均值）

折舊率 = 3.25%

TFP年增長率 = 2%

勞動力增長率 = 0%

• 結果：2049年實質GDP = 2018年實質GDP的 5.7倍。

平均年增長率 =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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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額佔GDP比重維持在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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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9年GDP /2018年GDP GDP 年均增長率 2018-
2049

TFP增長率= 2% 5.7倍 5.78%

TFP增長率= 1.7% 5.2倍 5.47%

TFP增長率 = 0% 3.1倍 3.71%



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勢不可擋

• 中國人民儲蓄傾向頗強，維持43%左右的投資率不算困難。

• 從頁13的圖表可知，只要守得住這個投資率，就算TFP停頓下來，
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仍勢不可擋。

• 中國與全球經濟都正飽受疫情打擊，上述情境會否不可實現？假
如疫情只是暫時性的，那麽，在歷史長河中達標時間相差兩三年
根本不算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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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GDP能否超越美國？

• 若用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GDP在2014年已超越了美國。若用
市場匯率計算，2021年中國GDP約等於美國的77%。 假如中國的
增長速度如以往般顯著領先美國，在2030年或以前，就算用市場
匯率計算，中國GDP也將超過美國。但要指出，中國人口4倍於美
國，人均收入很難超越。

• 若用購買力平價計算，大約到了2035年，中國的GDP便可能等於
美國與歐盟的總和。如用市場匯率來算，則要到2049年才達此里
程碑。到時佔中國人口四分一左右的沿海人口生產總值大約等於
一個美國，餘下住在其他地區的四分三人口生產總值大約等於一
個歐盟或美國。

• 美國政圈對此情境十分擔憂，這為修昔底德陷阱的思想提供了基
礎。圍堵與遏制中國成爲美國外交政策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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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一體化

• 過去三四十年來全球最重要的經濟現象是經濟全球化。國與國之間貿
易額大幅上升，生產分工越來越細，不同國家的經濟變得互相依存。

• 分工能提升生產力，這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的根本論述。全球
化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好遇上了全球化
大潮，她不但是全球化的最重要參與者，也是最大的得益者。

• 但近年出現了逆全球化的現象，一些國家的民間因為有人未能在全球
化中獲益，變得反精英與排外，衍生出民粹主義思潮。

• 美國與部份西方國家的政客則墮入修昔底德陷阱思維，他們不懂得他
們本國的貿易逆差其實源於自己的過度開支，錯誤地把這歸咎於中國
不公平競爭，商品太便宜。（NX = S - I, 貿易逆差 = 總體儲蓄 –
總體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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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提出國内大循環與國内國際雙循環？

• 逆全球化的特徵之一是世界被割裂成不同板塊，相互之間沒有自
由貿易。近年常見的關稅戰、金融制裁，都可看成是逆全球化的
組成部分。

• 逆全球化不利世界的經濟發展，分工協作所帶來的生產效率提升
會消失掉，可能帶來嚴重的經濟衰退。

• 要應付此局面，内循環與雙循環是對症下藥之策。

17



内循環

• 内循環是要擴大與完善中國國内的市場，使到產品能自給自足，
内地生產商能在本國找到買家，不用依靠外國市場

• 小型經濟體資源不足，走自給自足自力更生的道路并不理想，例
如在香港便完全行不通。但幅員遼濶 、擁有多種資源的大國，
卻是好辦得多。中國歷史上的華夏文明也一向偏好自給自足，從
明朝開始，與西方世界貿易時，只垂青白銀，其他商品不感興趣，
只是後來英國與美國商人强行輸入鴉片局面才改變。

• 中國自改革開放開始便深度參與國際貿易，這本來還有一重大好
處，便是國際間的競爭最為激烈，此種競爭能有效的促進企業改
革，提高效率，低效的企業很多亦被淘汰掉。這對中國的資源分
配有很正面作用。若中國搞閉關鎖國，企業的競爭性會下降。

• 内循環的好處主要是減少對外界的依賴，防止被卡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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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循環政策背後的形勢

• 發展内循環有利中國的經濟安全，這政策含有防守性。但中國需
要此種防衛嗎？

• 無論是出口還是進出口總額，中國都已超越美國成爲世界第一大
貿易國。中國也是130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夥伴。美國若要在貿
易上孤立中國，基本上做不到，在某些領域卡一卡中國卻是可以，
但貿易戰沒贏家，美國也必然遭到巨大的損失。

2021年 貨物出口 貨物進口 貨物進出口總額 貨物净出口

美元 3.364 萬億 2.687 萬億 6.051 萬億 0.677 萬億

佔GDP百分比 19.0% 15.19% 34.19%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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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在經濟領域中應對複雜國際環境的策略似包含幾部分：

• （1）增強内循環能力以保證在惡劣情況出現時有險可守，經濟不致大

幅波動

• （2）中國的製造業雖能覆蓋世界最齊全的產品，但若要完全的自

給自足，不進口任何商品，是不可能的。中國石油不足，也有進口

糧食，部分芯片和某些高科技產品暫時也生產不了，所以中國不會

閉關鎖國，反而以雙循環為口號大力發展國際貿易。與石油輸出國

及糧食輸出國保持有效關係，十分重要

• （3）開拓新的戰略性夥伴，RCEP與一帶一路都是按這思維發展

• （4）大力投資在高科技與教育上，在創新科技上與外國比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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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綱要》在創新科技及數碼經濟上用了不少篇幅，反映對這些領
域的高度重視。

• 2021年中國糧產6.83億噸，比2020年增產1.99%。按中國人口計
算，接近人均500公斤的年產糧食足以防止饑荒，但人民收入增
加後，食品種類需求改變，耗費的糧食不斷增長。

• 另一方面，部分耕地面積可能會因工業化而流失，威脅糧食安全。
《綱要》的23章便規定要嚴守18億畝（120萬平方公里）耕地紅
綫。（在今天因俄烏戰爭而全球出現糧荒的情況下，研究糧食問
題是學生值得做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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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要發展新的外向型服務業
• 香港除了擁有一個優良的海港外，缺乏天然資源，多數產品需要
進口。若她沒有足夠的出口，便無法賺到外面的錢換取進口產品，
香港經濟也就活不下去。

• 香港在80年代以前，曾是重要的工業城市，現在製造業已式微，
服務業成爲主導，在2020年，前者產值只佔GDP的0.954%，後者
則高達89.4% 。其中包含金融22.4%，進出口貿易（加上物流）
佔GDP的19.13% 。

• 顯然香港需要保持其開放性，大力輸出服務，賺取世界其它地方
的錢，才可能有錢進口她所需要的商品與物資。

• 但什麽服務業才有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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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的知識結構要與時並進

• 香港在金融 、進出口貿易、及專業服務等傳統服務業上，一向都擁有比較優勢，這些行業
也曾為港人帶來不少收入，港人也在這些領域上纍積了經驗、培養了人才。但世界變了，
港人的知識結構也須調整，否則會跟不上時代的需求。

• 金融業中，過去的上市公司幾乎全都是香港的公司，但現在大部分都是内地的企業。從境
外流進香港的直接投資資金，70%以上是内地資金。熟識内地經濟運作是搞好香港金融業的
必要條件。

• 香港在不遠的將來很可能會被接納加入由東盟10國、中國 、南韓 、日本 、澳洲 、新西
蘭等15個國家組成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此協定大幅減少關稅，必會刺激貿易，香港位處這些國際的中心地
帶，大有可為。但香港熟識這15個國家的國情嗎？

• 同一道理，一帶一路影響力日增，歐美國家也要推動近似計劃去競爭抗衡。一帶一路國家
經濟增長潛力大於西方國家，將來的經濟板塊重要性會不斷上升。香港人若不熟識這些的
國情，便不能掌握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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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科技

• 金融、貿易與專業服務對港重要，但香港仍需開發新的增長點，
以保經濟能持續發展。創新科技正是合適的新增長動力。

• 中國正在大量投資創新科技，香港也有很好的創新科技教育環境，
但過去學生對此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現在須追囘來。

• 深圳及大灣區其他地方，是全球創新科技的重要中心，香港與這
些地區有很强的協同效應，不懂這些地區，十分吃虧。香港新一
代的知識結構要包含對大灣區的認識。

• 這些認識，應也包括對中國歷史、文化、國情的了解，否則不易
掌握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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