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讲   NO：2017年 11 月 

 

未来回到世界舞台中央 

 

殷剑峰    时间：2017-11-03    来源：金融界 

 

演讲背景: 2017 年 11 月 3-4 日 2017 杭州湾论坛在杭州国际博

览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2017 杭州湾论坛——新时代 新金

融 新经济”。 

在题为“全球经济展望与中国经济走势”的主题论坛上，浙商银

行首席经济学家、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殷剑峰表示，中国为

什么一定会成为老大呢？中国的人口和劳动人口的相当于美国的 4

倍多，由于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比美国要慢，中国的劳动人口相当于美

国的 4.8 倍，所以中国赶上美国很简单，只要人均赶上美国的 1/4。 

殷剑峰指出，在赶超美国的过程中间，我们依靠的是投资，我们

的投资目前相当于美国的 1.4倍，而我们的消费之相当于美国的 40%。

我们的消费为什么起不来，有很多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产业结构。 

最后，他补充道，未来要成为强大的老大要回到世界经济舞台的

中央，我们要记住日本的一个深刻教训，在 90 年日本房地产价格往

下，有很多尽速造成，日本劳动人口掉头往下，开始进入老龄化的社

会。 



以下是演讲全文： 

殷剑峰：十九大刚闭幕，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学习十九大的体会。 

在十九大报告中，大家都记得总书记提出，这个时代是中国日益

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一个新时代，并且给出了路线图，两个一百年。 

从经济角度来世界舞台的中央，怎么来理解，有两个条件，第一

是老大，我们必须是第一大经济体。达到这个目标，应该说比较简单，

我们现在人均 GDP 大概接近 7000 美元，只要人均 GDP 达到最高收入

国家的就可以达到。但是光成为老大还不行，1840 年鸦片战争的时候

我们也是老大，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是农业国，人均 GDP 很低。第二个

条件就是强大，我们的人均 GDP 要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的水平。能不

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看一下过去两百年来，老大地位的变化。鸦片

战争过后，我们老大的位置一直维持到 1890 年才被超越，到今年是

127 年，美国一直是老大。美国这种老大的地位，在 1944 年之后变成

了霸权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提出了怀特计划，取代凯恩斯计划。在

这 127 年美国成为老大，并成为霸权的过程中间，没有其他的国家尝

试美国的老大和霸权地位的国家呢？有一个日本。日本在二战之后，

由于迅速的工业化，人均 GDP 在 1990 年就超过了美国，是美国一倍

还多，同时日本的实际 GDP 达到了美国一半以上。 

由于日本快速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在 1979 年，美国一个经济

学家，他写一本书《日本第一》，认为日本这个势头非常猛，很快就

会取代美国老大的地位，但是日本失败了。为什么日本成不了老大呢？

原因很简单，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就是规模，日本人口的规模最高的时



候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多一点，现在人口不断老龄化，劳动力人口更

是下降的快速快，所以这个目标非常的困难。 

除了规模之外，在结构上日本在赶超的过程中间也有问题，从 GDP

的需求结构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赶超美国的过程中，靠的是投

资。到 1990 年日本的投资额已经跟美国的投资额差不多水平，日本

的人口只有美国的一半，所以日本的投资额是美国的两倍，我们知道

投资越多，效率越低，投资越多就是产能过剩。日本为什么只能靠投

资，为什么不能像美国一样消费呢？日本的消费只相当于美国的 30%，

这是日本的产业结构有关系。从产业结构中间日本靠的是制造业，但

日本的服务业最高只相当于美国的 60%。日本这种产业结构，反映日

本在工业化之后没有赶上 1990 年之后信息化革命的浪潮。这一波浪

潮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了服务业的可贸易化。这种产业

结构，依靠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它必然意味着经济发展需求上是以贸

易。日本为什么不能发展服务业呢？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在 2000

年以前，日本的人均 GDP 一直在赶超，但是 2000 年之后，日本的人

均 GDP 已经掉掉发达国家之下，而美国在 2000 年迅速上升。为什么

日本在信息化时代会落后呢？为什么日本不能发展服务业，先服务业

呢？ 

日本没有超越，反而是停滞？日本这种长期停滞，不是因为外部

环境不好，从 80 年代一直到 08 年全球危机，全球经济一直是上升

的。日本之所以没有超越而是停滞，关键原因在第三波全球化浪潮中，

服务业和价值业分工的过程中，日本没有赶上。为什么？根据一些研



究日本的美国学者和日本自身经济学家的研究，归根到底是因为日本

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科技迅速推动大规模的投资和

信息化，但是服务业的发展依靠的是知识和人力。 

美国经济学家说，他说日本的政府官僚们，他们对于产业政策这

种行政干预模式失去了信心，但他们也没有能力潜之以一个更加市场

化的模式。结果，他们就选择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组合。老式的产业政

策和半信半疑的市场化改革。没赶上的原因在于体制。 

好了，我们回到中国，中国为什么一定会成为老大呢？这个图给

出了中国的人口和劳动人口的相当于美国的 4 倍多，由于中国的老龄

化速度比美国要慢，中国的劳动人口相当于美国的 4.8 倍，所以中国

赶上美国很简单，只要人均赶上美国的 1/4。但是要成为强大的老大

光规模还不行，在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指出，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不

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主要是我们产业结构、需求产业、城乡差距和

区域差距存在问题。对比分析一下日本，我们来看一下不平衡、不充

分，从 GDP 的需求来看，我们在迅速工业化，在赶超美国的过程中间，

我们也依靠的是投资，我们的投资目前相当于美国的 1.4 倍，而我们

的消费之相当于美国的 40%。当然了，有一点跟日本不同，日本由于

人口规模是美国的一半，所以人均投资是美国的两倍，而我们的人均

投资只相当于美国的 1/4，所以我们的投资还是有前景的，这一点不

一样。我们的消费为什么起不来，有很多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产

业结构。不平衡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产业结构，我们在赶超过

程中，我们的制造业迅速崛起，2012 年超过美国，我们已经成为全球



第一大制造业国，我们的服务业只相当于美国的 40%，为什么我们的

服务业发展不起来，大家可以去思考。我们跟日本不同的是，我们的

信息技术发展非常快。 

未来要成为强大的老大要回到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我们要记住

日本的一个深刻教训，在 90 年日本房地产价格往下，有很多尽速造

成，日本劳动人口掉头往下，开始进入老龄化的社会。人口老龄化与

房地产关系很好理解，日本在赶超美国的过程中，推动了无序的自由

化，最终吹大了泡沫，最终形成了系统性的危机，这个教训也是我们

需要谨记的。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