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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国经济怎么看？中国经济怎么办？

余淼杰

一、中国经济的现状与挑战

中国经济现状和走势举世瞩目，如何看待 2024 年中国经济走势？

各方面工作怎么办？2024 年中国经济能否持续保持稳中向好、长期向

好态势？如何推进东北的全面振兴和全方位发展？这些问题亟待学术

界和实务界深入分析和认真研判。

如何看待当前和未来的中国经济？首先，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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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根据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余淼杰教授在 2024 年 2 月 28 日召开的辽宁大学中国开放

宏观经济论坛（COME）开幕式及第一期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上的讲话整理。余淼杰为辽宁大学中国开放宏观经济

论坛（COME）的发起人。该论坛以辽宁大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工商管理、统计学等一流学科的优势研究力量为

依托，以政府官员、机构学者和企业高层等精选多方参与为助力，聚焦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动态和前沿性重大经济问

题，持续追踪中国经济发展热点，全力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全面推动东北振兴、辽宁振兴展

现更大担当和更强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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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局，也面临艰巨繁复的改革发展任务。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可

忽视三个现象。一是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包括巴以冲突、俄乌冲突和红

海危机等，全球正面临越来越不安全、越来越不稳定的国际局势。二是

逆全球化势力加强。设想一旦特朗普重新当选美国总统，中美关税有

可能提高到 60% 以上，此为一个危险信号。三是人口老龄化加重。虽

然人口老龄化为常变量，但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正逐步呈现。

其次，虽然面临艰巨繁复的改革发展任务，但是 2023 年中国经济

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经济总量达 126 万亿人民币，实现了 5.2% 的

经济增速，连续多年保持 6 万亿人民币的贸易顺差，外贸总额达 41 万亿

人民币左右，稳居对外直接投资世界前三位，流量达到 1450 亿美元。

外商对华投资达到 1350 亿美元，稳居全球第二位。宏观经济指标显

示，中国经济仍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中国经济长期稳中求

进的基本态势并未改变。

最后，尽管中国经济面临挑战，但这些挑战都是发展中的难题，抑

或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中国经济的根本优势和增长本质并未发

生基本面的改变。中国经济四大根本优势包括全产业链的供给优势、

国内统一大市场的需求优势、举国体制和大经济体优势、劳动力和人才

优势。这四大优势及其组合效应决定了中国经济整体实力在全球独树

一帜，决定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二、中国经济的根本优势

中国经济怎么办？基于前述中国经济向好的基本面和四大优势，

预计 2024 年中国经济具有增长 5.3%—5.4% 的潜力，外贸顺差可达 6 万

亿元人民币，外贸总额可达 42 万亿元人民币。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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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信心，也有决心贯彻和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激发中国经

济增长的潜力而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五大行动要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博大精深，但其核心要义是五个“必须”。

第一，必须牢牢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安全是发展的前

提，发展是安全的保证。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和产

业安全这五方面安全至关重要。如何实现五方面安全？答案是只有实

现高质量的发展，才能实现高水平安全。稳中求进，以进促稳，通过发

展来解决问题，发展是硬道理，只有保证高质量的发展，我们才能有高

水平的安全。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曾比喻中国经济就像自行

车，要不停地脚踏前行，要在前进中解决问题，如果停下问题会更多。

第二，必须牢牢把握好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深化改革的

内涵丰富，首要任务是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此为重中之重。只有实现

国内统一大市场，才能真正充分挖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才能把

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从劳动成本低廉转变为超大市场框架下的规模

经济。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需要多方面着力，包括构建要素市场、统一

产品和服务市场、降低贸易和物流成本、优化营商环境和保持高效高质

营商环境等。而对外开放的目标则包括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深层次

的全面开放格局。更大规模、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的提法各有侧重：更

大规模侧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更宽领域旨在推进“三新”，即新产品、

新业态和新模式，更深层次意为超越业务属性的开放，进而实现至关重

要的制度性开放。据此，要更加积极地推进高质量“一带一路”倡议。

特别需要强调，陆上丝绸之路要向东发展，海上丝绸之路要向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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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基于国际环境和国内改革发展任务的判断。陆上丝绸之路向东发

展的重点在于推进中俄经贸合作，海上丝绸之路向北发展的重点在于

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特别是中日自贸区建设。这也是我今年参加

两会，作为人大代表的建议之一。

第三，必须以结构改革协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

关系。中国经济总量已达到 126 万亿人民币，实现规模优势之后面临

三个挑战，即供给冲击、需求疲软和预期减弱。如何应对挑战？必须从

供给面和需求面两端同时发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在于培育新

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包括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既指全新

产品，又指提高已有产品的创新比例。产生一个 idea(创意)，勾画出产

品蓝图，并不自动等于变成产品，需要将蓝图产品化，再把产品产业化，

这关键两步都需要强大的工业基础来支撑。据此，我认为东北的工业

基础和工业技术具备较好的支持能力。美国虽有某些 idea，却未必有

完备高效和成本优化的工业来实现产品化和产业化。东北的实体经济

凸显其重要性。新业态的典型代表是绿色贸易。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

共同期待、共同关心的主题，所以绿色发展的动力充足。中国的绿色发

展已占全球 14.2% 以上，绿色贸易的新业态不仅体现在新能源汽车出

口，还包括碳捕捉等高新技术设备出口。新模式的公认范例是电子商

务和线上贸易。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作用是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所言：“生产力不是一切，从长期看，

如果只做一件事情，这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

率。”只有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才能培育新质生产力。

如何应对有效需求不足？目前，中国的经济态势有利于解决此问

题。中国经济增速适中，物价相对较低，并未出现经济停止增长和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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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高企并存的滞胀现象，处于传统经济学理论所界定的易于宏观调

控的阶段。据此，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空间较大。可实

行“双松”即宽松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下面，我根据已有数据可

进行简明分析。首先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今年到底有多少钱可

以花？答案是 30 万亿元人民币。首先考虑 126 万亿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即经济总量。其次考虑赤字财政，假设按照 2023 年 3% 的比率，乘

126 万亿等于 3.78 万亿，3.78 万亿即为政府财政额度，另有 1 万亿特别

国债，总计 4.78 万亿。再加上 2023 年 1 万亿国债结余的 5000 亿为 5.28

万亿。今年一般财政收入约 22 万亿元，以及 3.65 万亿的地方专项债，

加总为 30 万亿。2024 年的财政安排为 4% 左右。根据 5.2 万亿赤字财

政除以 126 万亿经济总量，假设 2024 年经济增速为 5.3%，126 万亿乘

1.053 为 133 万亿，5.2 万亿除以 133 万亿约为 4%，与通胀率持平。所

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有可能实现的。稳健进。上半年以静促稳如何

实现？落实在降息降准，降息降准的力度可能会安排 25 个点，长期借

贷利率将是非对称下降，三年期借贷利率下降较多，五年期下降较少。

三年期预计下降 20 个点，五年期预计下降 10 个点左右，同时会降准。

下半年货币工具作用显现，就可以稳中求进，不再出台新的货币政策。

此谓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发力来实现经济

增长。

第四，必须牢牢把握好融入新发展格局这一根本战略任务。新发

展格局具体指实现“双循环”。“双循环”是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融

合的循环。如果内贸总量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3/4，可以判断国内统一

大市场已经初步建成。目前是 2/3 多一些，尚未达到 3/4。中国外贸总

量占到全球外贸已经达到 12%—13%，超过了 10%。总之，中国外贸占

-- 5



全球外贸比重是 12%，已超过 10%，但内贸占中国经济总量比重大于 2/3

还未达 3/4，所以还要继续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这是新发展格局的核

心观念。

最后，必须牢牢把握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迫切任务。中国式

现代化的内涵极为丰富，其中当务之急是要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的高度统一，特别是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我党一直都强调精神文明建

设，现在更要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传承中华

民族深厚文化底蕴，要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优势，要振奋民众信心和民族

志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有理由对中国经济成为拉动世

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充满信心，有理由对百姓生活越来越好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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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余淼杰，1976 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戴维斯加利福

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人大常委

会委员、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国家级人才项目获得者、北京

市卓越青年科学家、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

员、财政部“中美研究智库联盟”理事、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名

誉教授、俄联邦政府财政金融大学国际顾问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

会副会长、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社科联副主席、黄廷芳/信和青年杰

出学者、全球经管类前 1% 高引论文经济学者，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

得“英国皇家经济学奖”的华人学者。被联合国、亚洲发展银行、财政

部、商务部、国务院参事室和多个地方政府聘为专家顾问，被专门邀

请到联合国总部做中国经济发展报告。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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