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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全球经济大国地位。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四十年的高

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大经济增量贡献国，并深

度参与全球经贸体系，我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影响日益提升。特别是在部分行业，

我国基本占据主导地位。我国是全球最大工业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三成，增

量贡献比在六成以上，钢铁、铜、铝等大宗商品消费量占据全球半壁江山。如

果未来经济走势与近几年一致，预计中国将在 2028 年左右超越美国成为全球

第一大经济体。总量成为最大经济体的同时，人均产出依然显著低于美国，因

而依然具有保持高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速的潜力，在增量上将对全球产生更大影

响。在经济层面的大国崛起势不可挡。 

 但行百里半九十，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我们的发展进入新

的时代，面临着新的主要矛盾。因而保持经济平稳发展需要解决新的矛盾。从

需求结构层面，需要完成经济结构转型。在需求层面，我国经济桎梏在于高储

蓄和低消费，这导致我国经济高度依赖投资，并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增加，可能

导致全球范围投资占比上升。而我国高储蓄的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结构，非

居民储蓄在总储蓄中占比近半，是储蓄率高企的主要原因。降低储蓄率，完成

经济向消费驱动转型，需要从改革收入分配结构入手。 

 而从供给层面，产业升级迫在眉睫。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提升，我国低

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快速丧失，特别是对于越南、印尼等新兴市场国家。而环

保成本的上升意味着高污染重工业比较优势下降。随着各项成本快速上升，我

国迫切需要产业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相对来说，虽然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在

丧失，但我们逐步积累了资本存量优势，相对较好的基础设施、产业配套等决

定了我国具有产业升级的条件和能力。 

 我国消费升级的方向在于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娱。如果收入分配改革有效推进，

消费能力得到提升，参照国际经验，未来我国消费升级的主要方向在于医疗保

健和教育文娱。美国和日本经验显示，随着收入增加，食品、衣着等消费需求

将逐步下降，而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娱在居民消费中占比则持续提升。目前我国

居民消费结构中这两类消费占比显著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未来具有较大提升

空间。而教育医疗由于行政管制，目前供给显著不足，体现为快速上升的价格。

未来需要改革教育医疗体制，释放供给能力。 

 从产业升级方向来看，计算机电子和高端装备制造可能是未来产业升级的主要

方向。参照与我国经济结构和文化背景较为相似的日韩发展经验，在工业化后

期，普遍经历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重工业退出，而电子计算机、各类设备制造

在经济中占比持续提升的过程，特别是韩国，制造业支柱产业完成了由纺织服

装向电子计算机和运输设备转型的产业升级，其发展经验对我国有重要借鉴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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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国崛起进行时 

1.1 经济大国，增量执牛耳者 

改革开放以来近四十年就是一个经济大国崛起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获得持续

快速发展，1978-2016 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速高达 9.6%，经济规模显著增长。我国经济在

全球经济中的占比从 1980 年的 2.7%攀升至 2016 年 14.9%的水平，已经成长成为全球第二

大经济体。与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1980 年我们经济规模仅相当于其

10.7%，而 2016 年我国经济规模已经达到美国的 60.3%。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经济规

模显著扩张，使得在全球经济中，我国地位日益提升。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经贸关系，成为全

球经济重要支柱，对地区和全球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中国已经成为最大增量国，是全球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来源。虽然我国依然是全球第

二大经济体，但由于经济增速名列世界前茅，我国已经多年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大贡献国，

是全球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来源。我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从 1980 年的 0.2 个百分点持

续攀升至 2016 年的 1.0 个百分点，目前对全球经济增量贡献比已经达到 30%以上，是全球

最大的增量贡献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是美国的 3倍左右。占据 3 成以上的全球经济来源，

意味着我国经济波动对全球经济有决定性影响，这种影响远大于美国。因而从实体经济层面

来看，我国经济波动对世界各国经济走势有着重要影响，因而我国经济政策的变化也将受到

全球广泛关注。 

图 1：各主要经济体 GDP 占全球比例  图 2：中国对全球增量贡献情况 

 

 

 
数据来源：IMF，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IMF，西南证券整理 

1.2 全球工业主导国 

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工业国，在全球制造业领域主导地位明显。经济规模的扩张在部

分产业体现的更为明显。由于我国经济结构中制造业占比较高，因而在经济总规模成长为全

球第二大的过程中，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例早在 2010 年就成长为全球第一。我国制

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例从 1978 年的 3.5%持续攀升至 2010 年的 18.5%，而后继续上升至

2016 年的 26.3%，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例高出第二大制造业国家美国 8.0 个百分点。已

经成为全球制造业体量上的霸主。而从增量上看，我国更是主导了全球制造业的变化。过去

十年，我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量贡献超过六成，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四万亿计划刺激之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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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的贡献甚至超过 100%。无论是从总量还是增量层面，中国都主导了全

球制造业走势。因而在判断全球制造业变化趋势，预测工业品价格走势中，分析中国经济都

是其中最为关键的部分。 

图 3：各主要经济体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例  图 4：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增量贡献情况 

 

 

 
数据来源： UN，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UN，西南证券整理 

新世纪以来基建、房地产等传统行业快速发展，我国成为全球大宗商品的最大需求国，

基础工业品需求占全球比例近半，我国重工业同样占据全球半壁江山。新世纪以来我国进入

快速城市化时期，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成为需求侧的两大主动力，而这导致我国对大宗商品需

求大幅增长。我国粗钢、铜、铝的表观消费量占全球比例分别从 2000 年的 16.4%、12.7%

和 14.1%攀升至 2015 年的 43.3%、42.3%和 54.2%。而同期原油消费量也从 6.2%上升至

11.6%。伴随着基础工业品消费的增加，我国重工业快速发展，基础工业品大部分自给自足，

钢铁、铝等产品甚至大量出口。这形成我国经济高成本、高污染、高耗能、资源型的“三高

一资”属性，不是可持续发展模式。 

我国经济正在逐步转型，通过产业升级向更为健康的发展模式迈进。认识到“三高一资”

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在政策推动下，我国经济逐步转型。特别是近几年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

和供给侧改革的推进，重工业产出增速显著放缓，在经济中占比不断下降。而高附加值行业

增速显著加快，在经济中占比不断提升。以较为典型的两个行业钢铁，计算机、通信和其它

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2017 年前 9 个月钢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仅为 0.6%，而计算机、

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9%。后者的快速增长推动计算机、通信

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在全球占比不断提升，2006 年，该行业增加值仅为 884 亿美元，低

于美国、日本，但在多年快速发展滞后，2015 年，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增

加值达 2832 亿美元，超过美国 2777 亿美元，成为全球最高。而参照基础工业品发展历程，

中国该行业工业增加值占全球比例依然存在很大上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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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中国各主要资源品消费量占全球比例  图 6：部分国家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工业增加值 

 

 

 
数据来源： UN，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UN，西南证券整理 

1.3 可能在未来十年左右成长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如果未来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我国可能在 2028 年左右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十九大

规划了未来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蓝图。如果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我国对全球最大发展国家

美国的追赶将持续。按 2017 年实际 GDP 增速 6.8%，名义 GDP 增速 11.4%估算，当年我

国 GDP 规模将达到 82.9 万亿元，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6.7 估算，当年以美元计价的我国

GDP 为 12.4 万亿美元，这个量占当年美国 GDP 的 63.9%。而我们假定 2020 年建成小康社

会之前我国 GDP 实际增速年均 6.5%，GDP 平减指数年均 2.5%，2020 年之后考虑到经济

潜在增速进一步下滑，假定 2020-2035 年期间经济增速年均放缓 0.2个百分点，则 2020-2035

年年均 GDP 增速为 5.0%，2035 年增速将放缓至 3.5%水平。同时假定期间 GDP 平减指数

年均增长 2.5%，则 2035 年名义 GDP 将达到 324.7 万亿元，如果汇率保持 6.7%不变的话，

则当年美元价 GDP 为 48.5 万亿元美元。如果美国 GDP 增速年均保持 2.0%，平减指数保持

2.0%，则 2035 年美国 GDP 为 39.5 万亿美元。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超

过时间大致在 2028 年左右。如果 2035-2050 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速进一步放缓至 3.0%，在

假定汇率不变的情况下，我国经济规模将达到美国的 1.5 倍，将成为全球经济的绝对主导力

量。 

经济规模达到全球第一并非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达到高度发达国家水平，而人均 GDP

的差距也意味着经济增速高于发达国家是可能的。2017年我国人均GDP大致为8948美元，

仅为当年美国人均 GDP 的 15.0%。如果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符合上文预测，则 2020 我国人

均 GDP 将达到 1.16 万美元，2035 年进一步提升至 3.59 万美元，但考虑到美国经济同样在

发展，2020 年我国人均 GDP 占美国比例仅为 17.7%，2035 年进一步提升至 33.2%，与当

前发达国家中较为落后的希腊等国人均 GDP 占美国比例相当，届时我国经济将达到初级发

达国家水平。而 2050 年我国人均 GDP 可能提升至美国 44.0%的水平，届时我国将进入中

等发达国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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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中国对美国经济追赶情况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2 大国崛起：行百里半九十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成绩斐然，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说，

行百里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国经济发展

已经进入新阶段，经济发展面临新问题。新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需要克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着力改善收入分配，

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的强劲增长动力，实现转型升级。其中需求端的结构转型和生产端的

产业升级是经济获得新的增长动力的关键。 

2.1 经济结构转型的困难 

高储蓄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集中表现和直接原因。宏观经济中储蓄等于投资和净出口

之和，这实际上是说我们将当年产出储存起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储蓄在国内形成投资，一

种是储蓄在国外形成净出口。而我国高储蓄意味着我国必定形成高投资或者高净出口的经济

结构。金融危机后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再平衡进程，我国对外顺差显著收窄。因而储蓄更多以

转化为投资的形式，这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导致经济结构难以向消费主导

型转型。 

如果我国高储蓄率持续高企，可能导致全球范围的投资过剩，并压低全球资产回报率。

我国早已成为全球最大储蓄国，2010 年我国储蓄占全球比例超过欧元区，达到 19.3%，成

为全球最大储蓄经济体，2016 年，我国储蓄占全球比例高达 26.5%。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在

全球比重的提升，中国的高储蓄率将进一步推升全球储蓄水平，导致全球经济中投资占比上

升和消费占比下降，形成产能相对过剩格局，这在部分中国投资集中行业将体现的更为明显。

而持续大量投资将推高资本存量，压低资产回报率，导致全球资本回报率下降。 

我国储蓄率偏高的根本原因在收入分配。我国经济中储蓄率较高并非由于居民储蓄意愿

偏强。相反，我国目前居民储蓄率符合国际经验，2015 年居民储蓄占 GDP 比例为 22.7%，

与日韩等国家相当。但我国整体国民储蓄率高达 44.2%，显著高于日韩峰值时期水平，主要

由于相对较高的非居民储蓄率，其中主要是企业储蓄率较高。因而降低储蓄率，完成经济由

时间 1980-2000 2000-2010 2010-2017 2017-2020 2020-2035 2035-2050

中国

  期间GDP平均实际增速（%） 9.8 10.6 7.6 6.5 5.0 3.0

  期间GDP平减指数平均水平（%） 6.3 4.2 2.7 2.5 2.5 2.5

  期末名义GDP（万亿人民币） 10.0 41.3 82.9 107.8 324.7 732.6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年均升值幅度(%) -8.2 1.9 0.2 0.0 0.0 0.0

  期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8.25 6.81 6.70 6.70 6.70 6.70

  期末名义GDP（万亿美元） 1.2 6.1 12.4 16.1 48.5 109.3

  期末人均GDP（美元/人） 959 4524 8948 11640 35897 80999

美国

  期间GDP平均实际增速（%） 3.4 1.7 2.1 2.0 2.0 2.0

  期间GDP平减指数平均水平（%） 3.1 2.1 1.6 2.0 2.0 2.0

  期末名义GDP（十亿美元） 10.3 15.0 19.4 21.8 39.5 71.5

  期末人均GDP（美元/人） 36433 48310 59495 65896 108130 183977

中国GDP/美国GDP 11.8 40.5 63.9 73.8 122.7 152.8

中国人均GDP/美国人均GDP 2.6 9.4 15.0 17.7 33.2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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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向消费驱动转型，需要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推动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大居民财产收

入力度，这样才能有效降低企业储蓄，进而降低整体经济储蓄水平，提升整体经济中消费占

比。 

图 7：各主要经济体储蓄占全球储蓄比例  图 8：居民储蓄和非居民储蓄占 GDP 比例 

 

 

 
数据来源： IMF，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统计局，西南证券整理 

2.2 产业升级的压力 

从生产层面，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升也迫使我国不得不进行产业升级。近几年我国工资

水平快速攀升，导致我国低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减弱。虽然我国劳动力成本依然低于发达国

家，2015 年我国 9869 美元的人均年工资依然显著低于美国 4.1 万美元、日本 3.8 万美元和

英国 3.5 万美元的人均工资，但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我国劳动力成本显著提升。越南和印

尼 2015 年劳动力平均年工资仅为 2496 美元和 2128 美元，不到我国的 1/4。相对于这些国

家，我们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丧失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已不再具有比较优势，需要

向更高端产业升级。 

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使得我国产业升级显得尤为迫切。随着我国劳动力供给增速

下降，近几年我国工资保持快速上涨态势。虽然绝对工资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依然有较大距

离，但我国工资增长很快，意味着与发达国家工资差距在快速收缩。2010-2015 年我国以美

元价衡量的平均工资同比增速为 12.8%，高出同期美国工资平均增速 10.5 个百分点。虽然

目前美国工资是我们的四倍有余，但如果保持这个追赶速度，我们的工资水平可能在 15-20

年内就将赶上美国。工资的快速上涨意味着我们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在快速丧

失，因而产业升级显得尤为迫切。 

虽然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在减弱，但综合比较优势应该同时观察资本和劳动，我国资

本积累增加决定着我国可以利用资本存量优势。虽然我国劳动力成本显著高于越南、印尼等

新兴市场国家，但我国资本存量显著高于这些国家，2015 年我们估算的我国人均资本存量

大致相当于印尼的三倍以上，越南的四倍以上。这具体体现为基础设施、产业配套设施相较

于这些国家更为完善，这将显著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因而我国产业升级需要向相对于新兴市

场国家更需要资本，相对于发达国家更需要劳动力的方向升级。而这种升级需要考虑到环保

等多方面要求，因而重工业不是可选的方向，高端制造等高附加值行业将是产业升级的主要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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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中美工资水平比较  图 10：我国在劳动力比较优势减弱的同时，积累了资本比较优势 

 

 

 
数据来源： 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IMF，西南证券整理 

现有产业结构也不符合美丽中国的发展方向。现有经济结构过于重化，大量重工业的发

展对环境造成难以恢复的破坏。随着环保要求增强和环保设施投入增加，特别是供给侧改革

以来环保要求大幅提升，重工业生产成本显著上升，未来发展将受到明显限制。在建设美丽

中国要求之下，当前环境承载力不足意味着经济需要向更为环保的行业转型。因而传统重工

业在经济中占比需要持续下降，而环境友好型行业需要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另外，目前企业经营环境依然对企业发展形成制约，需要进一步改善。推动产业升级需

要为企业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需要继续做好制度建设，进一步降低企业各项运行成本。根

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7 年营商环境报告》，在全球 189 个经济体中，中国的营商环境居第

78 位，较 2016 年上升 6 位。但相比于发达国家，中国营商环境仍有较大改善空间。在纳税、

办理施工许可、开办企业、保护中小投资者方面，改进空间尤为巨大。需要政府进一步简政

放权，减少各类收费，降低企业运行成本，提升企业经营环境。 

图 11：各类环保投资额  表 2：中国营商环境各项指标排名及变化 

 

 

 
数据来源： 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B，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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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方向 

3.1 消费升级的方向 

发达国家经验显示，我国经济转型后消费升级的主要方向是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娱。如果

我国经济转型成功，那么消费将获得长足的发展。而居民收入提升带来的消费升级将带动相

应行业出现快速发展。参照发达国家经验，依据我国目前消费结构，未来消费升级将继续推

动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娱出现快速发展。2016 年我国医疗保健占居民消费支出比例为 7.6%，

而美国医疗保健占居民消费支出比例高达 19.5%，消费升级之下，医疗保健将获得显著高出

消费的增速，我国医疗保健具有非常广阔的增长空间。而教育文娱在我国居民当前消费支出

中占比也较为有限，2016 年仅占 11.2%，低于美国 16.8%和日本 14.9%的水平，同样是未

来消费升级的方向。随着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娱在消费占比的提升，食品、衣着、居住等在居

民消费支出中占比将持续下降，消费结构的调整将促成消费升级。 

与消费升级需求不匹配的是，我国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娱供给有限，在相应产品价格方面

表现的非常明显。与消费结构向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娱升级的需求不同，我国相应产品的供给

非常有限。2016 年美国医疗保健行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分别为 7.2%和 2.1%，显著高于我

国 2015 年 2.2%的水平。显示我国医疗保健供给不足。而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娱供给不足的结

果是，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这些行业价格会显著上升。即使从 CPI 统计来看，2017 年 9 月

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娱类 CPI 分别上涨 7.6%和 2.3%，显著高于总体 CPI 同比 1.6%的增速。

考虑到通过其他方式，体现在房价等方面的教育和医疗价格，供不应求在医疗保健和教育文

娱方面的价格体现更为明显。因而加快教育、医疗方面改革，释放这些行业的供给活力，随

着消费升级持续进行，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图 12：美国各部分消费占总消费支出比例  图 13：中国各部分消费占总消费支出比例 

 

 

 
数据来源： BEA，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日本统计局，西南证券整理 

3.2 产业升级的方向 

国际经验显示，比较优势变化将驱动行业逐步升级，而计算机、电子、高端装备制造将

是产业升级主要方向。战后成功完成经济追赶，跻身发达国家行业的典型国家是德日和东亚

四小龙，我们选取经济体量、经济结构、文化背景等和我国较为接近的日本和韩国作为参照

对象，通过对比它们的产业升级过程，来为我国产业升级寻找可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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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是日本产业升级最为迅速的时期。70 年代以来，日本开始持

续淘汰重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结构更多的向高附加值行业升级。纺织服装增加值在

日本制造业增加值中占比从 1970 年的 7.8%下降至 1990 年的 4.6%，同期钢铁、有色、化

工在制造业增加值中占比分别从 8.6%、2.6%和 6.8%下降至 5.6%、2.1%和 5.4%。1970-1990

年，钢铁、有色、化工和纺织服装在制造业增加值中占比合计下降 8.1 个百分点。重工业和

劳动密集型工业退出的同时，电子计算机、高端装备制造等行业在经济中占比快速上升。计

算机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设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和运输设备制造业在制造业增加值

中占比分别从 1970 年的 7.2%、5.5%、10.5%和 10.5%提升至 11.9%、7.1%、13.2%和 10.6%，

四者合计提升 8.8 个百分点。日本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产业升级态势。1990 年前后资产泡沫破

裂导致的经济失速并未改变产业升级进程，1990 年以来产业升级持续进行，这些高端产业

在制造业中占比继续保持攀升态势。 

图 14：日本产业结构变化  图 15：日本高附加值产业在制造业中占比持续提升 

 

 

 
数据来源： OEC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OECD，西南证券整理 

韩国在产业升级方面表现的更为明显，升级幅度也更为剧烈。具体表现为前期作为制造

业支柱的纺织服装在制造业增加值中占比持续下降，从 1973 年最高的 32.4%快速放缓至

2000 年的 7.9%，到 2015 年进一步下降至 4.8%。而在工业化早期，钢铁、有色、化工等行

业在制造业增加值中占比不断提升，上世纪 90 年代，这些行业在制造业增加值中占比最高

达到 9.0%、1.5%和 10.0%，而后开始持续下降，到 2015 年已经下降至 5.5%、1.5%和 7.5%。

随着劳动密集型和重化工业在经济中占比下降，退出支出产业，新的以电子计算机和高端装

备制造、运输设备制造为代表的支出产业成型。特别是计算机、电子设备制造业和运输设备

制造业，已经发展成为韩国制造业的支柱产业。计算机、电子设备制造业在制造业增加值中

占比从 1970 年的 4.9%快速提升至 1990 年的 15.3%，而后经过短暂放缓后再度加速，2015

年占制造业增加值比例已经提升至 22.5%。而运输设备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比例同样从

1970 年的 8.5%持续提升至 2015 年的 15.5%。韩国计算机电子、电气设备、机械设备和运

输设备制造业占总制造业增加值的比例在 2015 年已经高达 52.2%，占据韩国制造业江山半

壁以上。而这个比例在 1970 年仅为 16.9%。韩国产业升级幅度巨大，产业升级趋势明显，

是值得我国借鉴的产业升级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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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日本产业结构变化  图 17：日本高附加值产业在制造业中占比持续提升 

 

 

 
数据来源： OEC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OECD，西南证券整理 

而从我国自身情况来看，劳动力成本已经从人力资本的侧面显示了产业升级方向。从劳

动力成本角度可以看到，设备制造，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对人力资本需求较

高，是未来产业升级方向。从上市企业工资水平可以看到，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

造业，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都是人均工资较高的行业，显示这些行业对人力资本需求高，

是高附加值行业。从产业升级角度，这些行业将是未来产业升级的方向，是发挥我国新的比

较优势的领域。 

目前我国高端产业在经济中占比依然较为有限，未来产业升级空间广阔。目前我国高端

产业在经济中占比依然有限，2016 年计算机、通信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

增加值比例仅为 8.9%，显著低于韩国同期 22.5%的水平，而 10.3%的运输设备占比同样低

于韩国和日本同期 15.5%和 15.7%的水平。相应的我国劳动密集型和重工业在经济中占比依

然显著高于日韩。这意味着我国未来产业升级需求迫切，而且未来空间依然广阔。 

图 18：部分行业上市企业工资  图 19：我国部分行业上市企业平均工资（2016） 

 

 

 
数据来源： 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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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全球经济大国地位。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四十年的高速发展，

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大经济增量贡献国，并深度参与全球经贸体系，

我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影响日益提升。特别是在部分行业，我国基本占据主导地位。我国是全

球最大工业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三成，增量贡献比在六成以上，钢铁、铜、铝等大宗商品

消费量占据全球半壁江山。如果未来经济走势与近几年一致，预计中国将在 2028 年左右超

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总量成为最大经济体的同时，人均产出依然显著低于美国，

因而依然具有保持高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速的潜力，在增量上将对全球产生更大影响。在经济

层面的大国崛起势不可挡。 

但行百里半九十，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我们的发展进入新的时代，

面临着新的主要矛盾。因而保持经济平稳发展需要解决新的矛盾。从需求结构层面，需要完

成经济结构转型。在需求层面，我国经济桎梏在于高储蓄和低消费，这导致我国经济高度依

赖投资，并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增加，可能导致全球范围投资占比上升。而我国高储蓄的根本

原因在于收入分配结构，非居民储蓄在总储蓄中占比近半，是储蓄率高企的主要原因。降低

储蓄率，完成经济向消费驱动转型，需要从改革收入分配结构入手。 

而从供给层面，产业升级迫在眉睫。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提升，我国低劳动力成

本比较优势快速丧失，特别是对于越南、印尼等新兴市场国家。而环保成本的上升意味着高

污染重工业比较优势下降。随着各项成本快速上升，我国迫切需要产业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

相对来说，虽然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在丧失，但我们逐步积累了资本存量优势，相对较好的

基础设施、产业配套等决定了我国具有产业升级的条件和能力。 

我国消费升级的方向在于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娱。如果收入分配改革有效推进，消费能力

得到提升，参照国际经验，未来我国消费升级的主要方向在于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娱。美国和

日本经验显示，随着收入增加，食品、衣着等消费需求将逐步下降，而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娱

在居民消费中占比则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中这两类消费占比显著低于美日等发

达国家，未来具有较大提升空间。而教育医疗由于行政管制，目前供给显著不足，体现为快

速上升的价格。未来需要改革教育医疗体制，释放供给能力。 

从产业升级方向来看，计算机电子和高端装备制造可能是未来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参

照与我国经济结构和文化背景较为相似的日韩发展经验，在工业化后期，普遍经历了劳动密

集型产业和重工业退出，而电子计算机、各类设备制造在经济中占比持续提升的过程，特别

是韩国，制造业支柱产业完成了由纺织服装向电子计算机和运输设备转型的产业升级，其发

展经验对我国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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