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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独特发展道路对全球经济平衡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国际经贸合作的启示§ 
 

谢国樑1 

 

2024 年 12 月 

 

 

摘要：本文探讨论了 2008 年爆发全球性经济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经

济发展失衡的问题及影响，而地缘政治冲突、国际规则与互信弱化，成为其中的突出

问题。文章以中国在体制改革、市场开放后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为客观基

础，总结了中国过去 40 多年走过的独特发展道路和经验，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及经验

对化解当今世界复杂多变的国际矛盾与冲突，构建可持续的和谐社会，推动全球经济

与生态平衡发展，特别是中美关系稳定，促进国际经贸合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启

示 。     

 

关键词：经济失衡、中美关系、地缘政治、和谐社会、国际合作 

 
§ © 2024 香港中文大学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 
1 谢国樑是香港中文大学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并

不必然反映与作者相关各机构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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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经贸规则、经济全球化秩序面对逆流 

2007 年 4 月美国暴露次级房地产贷款违约问题。次贷违约问题的蔓延引发了环球

性股灾（2008年 1月中下旬爆发）；接着是雷曼兄弟破產（2008年 9 月 15日），最终酿

成一场波及全球的系统性金融危机，把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拖入严

重衰退的困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将其认定为是一次自大萧条 (1929-1933) 以来

最严峻的全球性经济和金融危机。2为了拯救经济及金融市场，美国货币当局实施量化

宽松及超低利率政策，联邦基金利率从 2007 年 9 月的 5.25% 降至 2008 年 12 月的

0.25%；并透过三轮量化宽松将大量资金透过信贷等管道注入金融体系，以缓解流动性

问题，刺激经济复苏。经济危机过后，西方国家出现了社会发展失衡问题，多数国家

经济陷入低增长、高失业、家庭收入分配悬殊、劳工阶层收入停滞，贫富差距拉阔的

局面。 

与此同时，全球气候暖化对生态环境及自然资源的冲击逐渐上升成为世界经济发

展的突出问题。极端气候所衍生的飓风肆虐，洪水泛滥，极端干旱等，皆为全球经济

平衡及稳定发展带来新挑战。另一方面，近几年爆发的人工智能 (AI) 和“数字经济”

的广泛应用，也对传统产业的经营和管理模式、经济全球化运行、网络安全产生巨大

和深远影响。 

一些政客把西方经济趋势性下滑、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现象归咎于生产工序

全球化及贸易自由化，将本国发展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这一两位一体、相辅相成的关系

对立起来。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 (Martin Wolf) 撰

文指出，3冷战结束后，西方经济强国作为一个军事及国防安全联盟的意义大幅降低，

同时在全球经济的比重（尤其是相对于中国经济体量的比重）不断下滑，因此，对自

由贸易及经济全球化是否有利自身的发展产生怀疑。世界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互惠互

利国际合作、世界贸易组织下的关税规则、经济全球化秩序面对一股逆流，具体表现

在： 

1. 2016 年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 (Donald Trump) 甫上任就提出及推行其“美国优

先”(America first) 的发展观，也有其它领袖以较隐晦的方式表达对经济全球化发展趋

 
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Crisis and Recovery, Worl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urveys, April 2009. 
3 Martin Wolf, Davos 2018: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s sick, Financial Times, 23 January 2018.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j81-Og_IHZAhXCm5QKHS8hAXoQFggpMAA&url=https%3A%2F%2Fwww.ft.com%2Fcomment%2Fcolumnists%2Fmartin-wolf&usg=AOvVaw2O54TRrruMy2gp3eWwrl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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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疑虑，如时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 (Theresa May) 便在 2018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演

讲中提出，过去多年并非所有国家都感受到从自由贸易中受益，如不正视这一问题，

并提出改善方案，经济全球化发展将受到威胁。 

2. 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逻辑，检讨贸易政策及协议，对美国与全球的经贸，特别

是中美经贸关系重新定位。美国商务部统计显示，2017年中美贸易总额6,360亿美元。

中国对美出口 5,056 亿，进口 1,304 亿元，贸易顺差 3,752 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第一大

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而美国则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 

特朗普政府以对华贸易大幅逆差为理由，不顾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单方面宣布对

华大幅加增关税，作为其落实美国优先政策的具体行动。2018 年 4 月，美国政府指中

国不遵守贸易协议，强迫美资企业进行不公平技术转让，侵犯知识产权等，引用

《1974 年贸易法》中的 301 条款，提出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货物加增 25%关税。与此

同时，美国透过与盟友达成协议，缓和或化解冲突，形成主要对付中国的架势。 

3. 2021 年拜登 (Joe Biden) 就任美国总统，总体上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战略，

以“去风险”(de-risk) 为名，运用更多的手段，从贸易到投资，在更广泛的领域遏制

中国。2022年 8月，拜登总统签署了《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对华科技策略从“小

院高墙”转向大面积围堵，在半导体领域扩大对中国企业的出口管制清单，试图从高

科技领域入手战略性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及产业升级。这一举措令全球以芯片为首的

高科技产品断供，产业断链风险上升，严重干扰了全球高科技供应链的正常运作，加

深投资者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心。 

美国国会则视中国为主导未来全球科技与规则发展的主要竞争对手。2024 年 9 月

18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召开“印太地区的大国竞争”(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Indo-Pacific) 听证会，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议员麦考尔 (Michael McCaul) 在

开场致词中指出：“与中国的大国竞争不仅是军事实力或经济主导地位上的较量，它是

一场关于塑造 21 世纪规则和全球力量平衡的斗争。”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库尔特·坎

贝尔 (Kurt Campbell) 在听证会上作证时提出：“主导美中竞争的领域是技术。” 

4. 特朗普于 2024 年 11 月赢得大选，将于 2025 年 1 月 20 日就任总统。特朗普总统

任期内，国际经贸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有很大机会回到“美国优先”套路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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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特别是中美经贸关系将呈现几个特点： 

(1) 特朗普视关税为促进美国经济增长，保护就业和增加税收的方式。他的竞选承诺是

对外国输美商品加征 20% 的关税，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征收 60% 的关税，对某些进口

汽车征收 200% 的税项；当选后又表示，中国未能采取足够措施阻止毒品从墨西哥流

入美国，将在就职后随即对所有从中国输美商品加征额外 10% 的关税；并对来自加拿

大和墨西哥的进口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直到加墨两国对毒品和移民越境采取有效措

施。特朗普提出与各国贸易的苛刻条件，一方面反映关税是其经济政策的核心，同时

也有制造谈判筹码的动机。预期在特朗普任内，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发生经贸摩擦

将是常态。 

(2) 美国与北美国家、日本、欧盟就双边贸易与投资摩擦较快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较大，

但中美就双边贸易关税、货币汇率、企业跨境投融资等问题展开的谈判将会是艰巨和

旷日持久的。基于双边贸易具有的互惠互利性，中美不排除最终也可以达成一个基本

符合双边利益的协议，使两国经贸往来继续进行，而非中断。  

(3) 中间人角色将在国际经贸摩擦中异军突起，得到新的机会和空间，在北美、中国、

欧盟、东盟等区域贸易摩擦中发挥中介功能，起缓和作用。 

5. 环境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关注点，各国政府，特别是美国、中国和欧盟

在如何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开发永续性可再生能源及智慧科技，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促进清洁能源技术开发方面负有重要责任，需要加强合作。世界 171 个国家曾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在联合国总部签署《巴黎气候协议》，但迄今为止，主要签署国携手合作

推动再生能源发展，满足世界对再生能源增长需求的具体行动和成效乏善可陈。 

此外，2022 年以来先后爆发的俄乌战争、以巴战争等其它区域性冲突，造成生灵

涂炭及人道灾难，把地缘政治风险推向危险境地。国际社会强烈呼吁交战各方尽快停

火止战，达成和平协议，平息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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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与国际组织积极提出应对方案 

面对当前区域、联盟、国家与政党之间，宗教、种族、文化之间冲突加剧，世界

政治、经济生态、贸易与投资往来弥漫着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思潮，世界经济与贸易

前景不确定性增加，国家之间经贸往来、相互尊重及互信基础被削弱等种种问题，过

去几年，中国与一些国际性组织以及非官方国际对话平台围绕社会和谐发展、环境及

气候变化、绿色经济、数字经济、国际贸易规则与经济全球化秩序等问题，透过不同

管道积极进行广泛深入交流与探讨，并提出应对方案。 

1. 2016 年作为第十一次二十国集团領導人峰會的主办方，中国政府在杭州召开的

峰会上提出了“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峰会以此为主题就构建一个创

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展开讨论，为二十国集团成员如何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打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模式及治理体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

识，为全球社会平衡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新蓝图。4 

“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针对如何化解世界出现的分化问题，促

进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人民深入交流，增进彼此理解，建立全球经济治

理新秩序提出的重要理念。透过杭州峰会讨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从中国倡议

扩大成为广泛的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成为世界走向和平、安全、

繁荣、进步的愿景。 

2. 2018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以“在分化的世界中加强合作”(Creating a Shared 

Future in a Fractured World) 为主题进行交流，该主题与“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一脉相承，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是次论坛吸引了超过 70 多位国家领导人、340 多位

政府部长和 2,000多名企业高管参加，可谓群英荟萃，盛况空前。论坛期间举行的各类

研讨及对话 400 余场，中国政府副总理、美国总统、法国总统、英国首相、德国总

理，以及众多发展中国家领袖、工商与专业界翘楚也在论坛发表演讲。 

3. 2024 年 9 月 22 日联合国召开未来峰会，约 130 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领袖出席，就

国际安全及全球治理改革等提建议，指方向。峰会以 143票赞成、7票反对、15票弃权

大比数通过《未来契约》(Pact for the Future) 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 (Global Digital 

Compact) 和《子孙后代宣言》(Declaration on Future Generations)，涉及可持续发展和筹

 
4 二十国集团，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2016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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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未来契约》覆盖了国际和平

与安全；科学、技术和创新及数字合作；青年和子孙后代；全球治理变革等五大领

域，共列出各国承诺实现的 56 项行动计划，涉及改革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以构建

多边主义框架去适应未来发展为目标，加强各国在科学、技术和创新及数字方面的合

作，努力建设安全、和平、公正、平等、包容、可持续发展和繁荣的世界，被视为是

一份国际社会应对国家或区域之间的冲突、气候变化及人工智能等全球性挑战的蓝

图。 

4. 2024 年 11 月 18 日至 19 日二十国集团在里约热内卢举行十九次领导人峰会 (The 

2024 G20 Rio de Janeiro summit)。是次峰会主要聚焦三方面的问题：5社会包容和对抗

饥饿与贫困 (social inclusion and the fight against hunger and poverty)；可持续发展、能源

转型与气候行动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ergy transitions and climate action)；国际治

理机制改革 (reform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峰会发表的《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里约热内卢峰会宣言》(The Rio de Janeiro Leaders' Declaration) 具体阐述了与会领袖

对这三大议题的看法及应对措施。 

在峰会涉及的议题中，二十国领袖对全球贸易、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国际安全

等问题的看法及意见存在较大差异，以巴西为代表的拉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对于改

变全球发展模式或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新诉求。但总体上看，里约热内卢峰会的主题

与中国政府多年来在推动国际社会发展（特别是“全球南方”发展）提出的种种主张

基本契合。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全球南方”力量在增强，中国对推动“全球南方”

发展做了更大担当。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已

形成显著优势，与市场巨大的拉美国家的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 

事实上，在全球新经济及创新科技朝着一体化发展趋势中，中国、美国和欧洲三

股力量在科技研发及创新等领域拥有较强实力，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创新

科技的开发与运用、网络和数字经济的安全性、规范化、一体化发展中，既是竞争

者，也是合作者。中美欧如能携手合作，担当数字经济发展的领导者、行业规则制定

者，将可以引领世界更好推动及应对发展中所出现的新问题，把挑战变成新的机遇，

这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望。 

 
5 资料来源：巴西 G20 峰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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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民间智库积极参与。面对当今世界复杂多变的局势，国与国互信下降，世界需

要众多高端智库扮演不同形式的平台，提供国际性政策沟通与对话管道，广纳良言，

就携手共建和谐社会系统、在分化的世界中加强国际合作的具体方案在理论上开展深

入广泛探讨，在政策措施上作充分论证。 

目前，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海南博鳌论坛、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香港亚

洲金融论坛、上海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等国际性战略及政策对话平台在探讨国际政治、

军事、经济及金融局势、问题及应对方案，建立新型国际秩序，增进国际合作，建设

国际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 

2014 年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澳中友好交流协会、广东省人民政府和世界领

袖联盟 (World Leadership Alliance Club de Madrid) 合力打造的从都国际论坛 (Imperial 

Springs International Forum, ISIF) 是一个因应国际环境发展需求应运而生的新型国际性

对话与交流平台。该论坛以中国千年商都及南中国对外开放重镇——广州市作为平台

基地，自 2014 年启动以来，每年举办大型国际论坛及形式多样的专题研讨，就各类重

大国际热点问题进行交流和政策对话，吸引了众多担任过欧亚非国家领导人、跨国企

业高管及国际知名专家参与，为来自东方与西方不同文化背景的高端人才，提供了一

个思想及理念碰撞的机会，与现有的高端国际智库形成互补互鉴，已成为中国与世界

对话交流一个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新型高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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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的独特发展模式及启示 

以携手共建和谐社会、在分化的世界中加强合作为理念理解分歧，化解冲突，共

建人类共同家园，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在国际社会具有广泛共识，但也面对值

得关注的问题及挑战。这些挑战包括本国优先，还是全球化发展；中美制度差异；区

域发展不平衡；地缘政治冲突升温等。 

在地缘政治复杂，世界朝多极化发展的环境下，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及消费

市场，两国的历史、文化及制度都存在较大差异，如何和谐相处，互利合作，共同发

展，为人类科技发展、文明进步发挥积极作用，为建立新型的全球治理机制作出更大

贡献，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核心问题。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客观看待及理解中国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实

力大幅提升的原因与动力、中国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制度及体制机制的目标及路

径，将有助于中美之间、中国与其它西方国家之间消除误解，建立互信，对促进世界

经济增长，提升人民福祉也有启示作用。 

1. 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经济奇迹 

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创造了人类发展奇迹。1979 年至 2023 年中国经

济年均增长 8.9%，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 3% 的平均增速。随着经济总量在改革开放中

的持续扩大，中国经济及贸易的国际地位也快速上升，1978 年中国 GDP 为 1,495 亿美

元，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 1.7%，2023年的经济总量达 17.8万亿美元，世界占比提升至

16.9%，居世界第二位。以汇率计算的总值而论，中国的 GDP 于 2009 年超过日本，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出口额 2010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贸易总额 2013

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 (PPP) 计算，中国 GDP 总量

在 2014 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22 年中国人均 GDP 12,663 美元，

比 1978 年的 229 美元增长 55 倍，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中国 7.7 亿农村贫困人口在

1978-2021 年期间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经 2022 年调整的国际贫困标准（每人每日

2.15 美元），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 70%以上。6 

在改革与开放提供的宽松稳定发展环境下，中国人凭借自身的勤劳与智慧、对美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2021 年 4 月 6 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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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生活的向往，发奋图强，经过四十年多年的摸爬滚打走出了一条发展致富的独特道

路。 

中国的强国兴邦之路为世人瞩目，并已成为发展经济的研究对象。英国学者

Martin Jacques教授曾于 2009年出版专著《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终结与新的国

际秩序的诞生》(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该书系统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与特殊模式，出版后

被翻译成 15 种语言，销量达 40 万册，影响广泛。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多年走过的历程，中国的发展道路内容丰富，充满中华

文化对什么要变、什么不变的辨证思维，具有多方面鲜明特征，包括 (1) 始终坚持中央

政府的权威及坚强领导，又积极进行制度改革与体制创新，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

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2) 积极引进外资，开放市场，开展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又坚

持结合本国国情，自主发展，保持自身特色；(3) 积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与理念，

主动“请进来”，“走出去”与国际惯例接轨，又始终坚持中国社会制度的核心价值，

弘扬中华文化，树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4)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遵守国

际规则，尊重各国发展利益，始终以互惠互利、共享未来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理念与基

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走的是一条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敢为人先的发展道

路。改革开放早期，“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

理”等思想经典，极大解放了人的思想，并释放了生产力；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来袭

时，“引进来、走出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举措，极大促进了观念与市场开放，

推动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在经济技术水平提升、经济转型升级机遇来临时，又以

科学的观念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高增值产业与先进制造业；在中国向建设世

界经济强国的能力与机遇到来时，中国政府着力推动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

型，着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面对当前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环境，中国旗帜鲜明，坚定

支持自由贸易与市场开放，加大国际投资，主动扩大进口，积极推动国际经贸交流与

合作，把自身建设现代化强国目标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与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可以

说，过去四十年多年，中国每一步发展，都带有中华文化务实求进、海纳百川、和谐

共赢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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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极大推动了市场开放与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及体制机制并没

有如当初西方的政治及学术精英普遍预期的那样走向与西方的制度趋同，而是保持了

符合中国国情的特色、活力与竞争力。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经济体面前，西方的

政治及知识精英逐渐正视中国的发展道路，研究中国制度与发展模式，并意识到中国

与西方两种制度将长期并存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中国的发展道路告诉世界，制度的长短，最终还应以民生及经济实力说话。目前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超过美欧日贡献之和。从较长远看，中国处于领跑世界

的发展势头，发展动力仍然强劲。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获得广泛响

应，已有 100 多个国家表达了对倡议的支持。中国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

地区大规模投资，兴建铁路、高速公路、码头、通讯及电路网络等，极大改善了当地

的基础设施，本土经济发展及国际贸易比较优势，有助于打造全球互联互通的物理条

件，扩大全球有效需求，将成为经济和人文环境全球化发展新动力。  

3. 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启示 

中国经济发展了，民生改善了，社会进步了，然而国际环境并非如此。过去十

年，地缘政治问题突出，世界经济发展面对一股反全球化、反经贸秩序、反国际规则

的逆流。中国发展经验对于促进世界经济稳定与协调发展，特别是促进发展中国家加

快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具有多方面启示： 

(1) 执政为民，政策的基础是经济与民生。这点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心，四十多年

始终如一。英国公投脱欧的深层原因还是民生问题。2016 年 7 月 13 日，时任英国首相

卡梅伦 (David Cameron) 在唐宁街 10 号的告别演讲中指出：“政客们喜欢谈各种政策，

但政策最终还是关于人们的生活”(“Politicians like to talk about policies, but in the end it 

is about people’s lives”)。7自 2008 年西方爆发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的人均 GDP 从 2007

年的超过 5 万美元跌至 2017 年的 3.9 万美元，跌幅达 22%。英国公投脱欧给出的启示

是，经济与民生始终是社会和谐、稳定与向前发展的重要基础。 

(2) 政府需要管治权威与效率。西方经济出现趋势性下滑的原因并非本文探讨的主

 
7 David Cameron, David Cameron’s farewell speech, 13 Jul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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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但可以看到的是，近些年，在选票政治驱动下，西方国家民粹主义走向极端，一

方面，高福利、高税费，以及工会力量强大，影响投资环境竞争力；另一方面，议会

内的反对派与执政党派关系普遍僵硬，议会的制衡机制令政府政策难推，行政效率低

下。因此，西方经济趋势性下滑有其本身的体制机制原因，发展模式问题。中国的体

制赋予政府拥有相对集中的权利与权威，决策力、执行力与问责力强，能透过顶层设

计高效实施所制定的发展战略与政策目标。这对西方国家增强决策与施政效力具有启

示。 

(3) 基建投入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2013 年至 2021 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累计完成 409 万亿元，年均增长 9.4%，8在拉动这一时期经济增长，优化供给结构中发

挥关键作用。中国的经验显示，基建投入、基础设施的提升与联通，可为经济提供可

持续增长动力，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重要基础。 

(4) 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经验显示，国际贸易、开放市场，并非零和游戏，而

是有利于优化资源分配，做大蛋糕，达致互利共赢。 

(5) 中国走出的独特发展道路证明，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有不同模式，关键要适合

国情，把自身的特点、发展需要与国际经验紧密结合。不同发展道路可以取长补短、

相互借鉴。 

展望前景，世界经济在发展中出现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对国际经济，特别是中国

经济未来的发展既是压力，也是动力。事实上，特朗普总统在其第一任期内推行“美

国优先”政策，很快就遇到美国如何在既定国际规则下维持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其

西方盟国保持互信与正常往来的问题。当年，TPP 成员国在美国退群后继续成功组建

的案例，也显示国际经济合作在美国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的复杂国际环境下仍然可

以向前发展。 

刘遵义教授在展望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时指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超过北

美和欧洲，尽管它们都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放缓。一个经济体的实际人均 GDP 上升，其

实际增速将下降，这是一个规律。因此，中国经济无法像 1978 年至 2018 年那样，继

续保持年均 9% 以上的实际增速，但其实际人均 GDP 约为 12,270 美元，仍处于在未来

 
8 国家统计局，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2022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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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有助于维持 6% 左右的经济增速的区间。9 

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动经济结构转型，透过“双循环”战略挖掘内需增长潜力，

给自身及世界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新动力。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科技水平及产

业结构的持续提升，可为世界各国应对复杂多变环境，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加强

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和谐社会及经济全球化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持和动能。 

 
9 刘遵义，2023 年及以后的中国经济前景，中美聚焦，2023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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