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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正在撼动美国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其中，工业的贡献率为 84． 6%，农业和服务业分别

为 12． 6%和 2． 8%。中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量均大于美国，意味着中国对美国形成全面赶超的态

势。中国崛起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个案。在 1997 年至 2021 年期间，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最大的 10 个国

家，发展中国家的表现都好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世界经济强国建设，要从规模扩张，质量提高和目标升华三方面

入手。从走向上看，中国已经由单纯的规模扩张经由结构提升的规模扩张，进入最优路径的规模扩张阶段，实现

了两次跨越。中国的高质量发展表现在提高产品质量、竞争能力和可持续性三个方面，今后的重点是增强共享

性福祉，消除内耗性风险和规避生态性风险。中国具有普适性的经验是: 内生性，根据内生条件进行组织和制度

创新，不受已获成功的经验的束缚; 渐进性，不是先彻底否定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先培育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扩大

市场经济作用范围和压缩计划经济作用范围，直至建成市场经济体制; 共赢性，让所有人都分享到改革与发展的

成果。中国对世界发展的贡献是: 主动推进国际规则改革和为欠发达国家发展提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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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30 年前，我同林毅夫、蔡昉一起撰写《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①一书。林毅夫根据改革以来

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快于美国等先行发达国家的事实，要我就中国经济总规模何时达到美国经济总规模做一

个预测。各国经济总规模的比较，可以用汇率换算法和购买力平价法。1991 年，按照汇率换算法，中国经济

总规模位于世界第 10 位; 按照购买力平价法，位于第 3 位。②在经济总规模排在前 10 位的国家当中，中国经

济继续保持着增长更快的趋势，所以有理由思考下列问题: 中国经济总规模能不能成为世界最大? 如果有可

能，大概在什么时候达到?

当时，有些专家和研究机构已经做了这方面研究。例如美国兰德公司预测，201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将达到 8 亿美元，超过美国和日本。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估计，如果中国保持当前的发展速度，到 2020 年，

若以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100 个单位，则日本为 43 个单位，中国将达到 140 个单位。③

1980—1991 年，中国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9． 4% 和 2． 6% ④，我以中美两国分别

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为假设，用汇率换算法作出中国经济总规模将在 2035 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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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经济体的预测。用购买力平价方法作出的预测结果是，中国经济总规模将在 2015 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

世界上最大经济体。①② 这个预测同美国兰德公司和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做出的预测相比有点保守，但国内一

些经济学家仍然觉得这个预测是痴人说梦。
30 年后回过头来看，中美两国经济增长的结果同我做的预测很接近。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

值，中国经济总量于 2014 年超过了美国经济总量。按官方汇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国经济总量在 2035
年前后超过美国经济总量的怀疑者越来越少了。③ 30 年前做的这个预测并非有多少科学依据，而是要表达

一种朴素的想法: 只要国民经济维持快速增长，中国就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历史上的世界最大经济体，经过极

度衰弱后，再次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奇迹。以此来激励全国人民的信心。中国仍在走向再次辉煌的路上，

评估 30 年来的变化，展望今后 20 年的发展，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中国经济强国建设的进展

( 一) 世界经济强国的定义和变化

1． 世界经济强国的界定

世界经济强国是指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很大的国家。一个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一

是经济体量大。现实中能对世界经济施加重大影响的国家，都是经济体量很大的国家。人均 GNP 排名靠前

的小国能让国民过上富足生活，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却微不足道，不能算作世界经济强国。二是抵御风险韧

性强。这个韧性是由经济结构完整、一二三次产业均衡，经济运行监督调控体系完善等一系列因素共同决定

的。资源型大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很大，但它应对风险的韧性不强，不宜把它们划入世界经济强国行列。
三是国民生活无忧。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必须跨入或接近高收入经济体门槛，达到国民生活无忧

的水平。经济总量很大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很低、国民生活拮据的发展中国家不能算作世界经济强国。中

国经济体量大，经济体系抵御风险韧性强，人均 GNP 超过 1 万美元，基本迈上了国民生活无忧的台阶，具备

了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三个条件。
中国的世界经济强国建设刚刚起步。依照中国确立的经济强国目标，还需要全面提升发展的质量，包括

提高劳动力素质、组织和制度的有效性、技术、产品和管理的品质，以及人均 GNP。中国迈上国民生活无忧

的台阶后，提高人均 GNP 的重要性会逐渐下降; 且发展的质量越高，满足一定福祉所需的 GNP 越少。中国

在建设经济强国的进程中应越来越重视发展的质量，而不宜纠结于增长速度和人均 GNP 排名。
2． 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变化

按照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计算的结论，从公元元年到 1500 年，长达 1500 年的时间里，世界第

一大经济体是古代印度，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④ 古代印度的版图除了印度外还包括现在的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阿富汗南部、尼泊尔等，人口总量一直大于中国。此时，世界最大经济体完全决定于人

口规模。
1500 年以后，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至 1760 年代被英国超越，中国保持了

200 多年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中国在 100 年后的 1600 年才取得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这意味

着此时世界最大经济体决定于人口规模和人均 GDP 两个因素，跨越了完全决定于人口规模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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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预测同前世界银行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莫斯教授的估计是一致的。萨莫斯曾经预言，如果中美两

国各自维持过去 14 年的增长趋势，那么到 2015 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转引自胡祖六: 《走向富

强———国际上怎样评估中国的经济地位》，《经济研究资料》1993 年第 21 期)

原先以为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人，现在大多不怀疑这个奇迹出现的可能性了。他们当中一些人又觉

得，即便达到这个目标，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衡量，中美之间仍有很大的差距。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经济总量成

为世界第一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低很多是客观事实，但不宜据此低估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重要

性。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是需要攀登的第一个台阶，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是需要攀登的第二个台阶，进入低碳的高福祉

经济体行列是需要攀登的第三个台阶。中国要走的是具有乘数效应的公共品极大丰富而不仅仅是私有品极大丰富的发展新

路，并不一定要确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一的目标。
参见［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 精校本) 》，伍晓鹰、许宪春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年。



1760 年代至 1850 年代，英国凭借着工业革命和军事崛起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英国鼎盛时期管辖的

面积达到 3367 万平方公里，统治管理的人口高达 4． 58 亿，工业生产总值几乎达到甚至超过当时世界工业生

产总值的一半。① 英国拥有的商船吨位超过荷、法、美、德、俄诸国商船吨位的总和。英镑成为当时的国际通

行货币。此时海外殖民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新增因素。
期间，西班牙帝国借助哥伦布和麦哲伦的两次地理大发现的成果和精锐海陆战队的军事占领，使其领土

面积达到 3150 万平方公里，成为第一个全球殖民帝国。西班牙帝国主要是对殖民地的领土占领，充其量是

曾经的殖民大国。荷兰帝国成为全球商业帝国，属于荷兰的商船曾经占世界商船总量的四分之三。荷兰东

印度公司在世界各地设立分支 15000 个。那时各经济体都以自给自足为主，贸易量占世界 GDP 总量的份额

并不大，荷兰帝国充其量是曾经的贸易大国。
3． 美国为什么能长期保持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位置

英国凭借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会使它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领先于其他国家，美国则抓住了一百多

年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会，依靠电力的发现和广泛应用迅速崛起。通过美英两国经济统计资料的分析比

较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 1) 美国从 1854 年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从表 1 可以看出，美国人均 GDP 于 1847 年超过英国，

由于人口总量小于英国，GDP 总量在 1853 年以前仍小于英国。1854 年美国 GDP 总量首次超过英国，成为

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至今已在这个位置上保持了 170 年。

表 1 1830—1950 年期间若干年份美国和英国 GDP、人口和人均 GDP

时间

GDP 人口 人均 GDP
美国 英国 美为英 美国 英国 美为英 美国 英国 美为英

亿元 亿元 % 千人 千人 % 美元 /人 美元 /人 ( % )

1830 10． 12 22． 99 44． 0 12901 23815 54． 2 78 97 80． 4
1840 15． 59 27． 30 57． 1 17120 26488 64． 6 91 103 88． 3
1847 23． 87 30． 56 78． 1 20987 27972 75． 0 114 109 104． 6
1850 25． 56 27． 86 91． 7 23261 27524 84． 5 110 101 108． 9
1853 32． 79 33． 15 98． 9 25911 27542 94． 1 127 120 105． 8
1854 36． 77 35． 04 104． 9 26856 27658 97． 1 137 127 107． 9
1856 40． 09 37． 76 106． 2 28479 28011 101． 7 141 135 104． 4
1860 43． 45 39． 38 110． 3 31513 28778 109． 5 138 137 100． 7
1870 77． 37 59． 48 130． 1 399053 1257 127． 7 194 190 102． 1
1880 103． 62 58． 95 175． 8 50262 34623 145． 2 206 170 121． 2
1890 150． 77 70． 08 215． 1 63056 37485 168． 2 239 187 127． 8
1900 205． 67 91． 80 224． 0 76094 41155 184． 9 270 223 121． 1
1910 334． 23 104． 00 321． 4 92407 44916 205． 7 362 232 156． 0
1920 883． 93 218． 69 404． 2 106461 43718 243． 5 830 500 166． 0
1930 921． 67 224． 29 410． 9 123188 45866 268． 6 748 489 153． 0
1940 1029． 46 275． 11 374． 2 1321224 8226 274． 0 779 570 136． 7
1950 3001． 98 372． 48 805． 9 1516845 0280 301． 7 1979 741 267． 1

资料来源: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英国统计局。

( 2) 美国 GDP 总量扩大势头很强。美国 GDP 总量 1854 年为英国的 104． 9%，1900 年和 1950 年分别为

英国的 224． 0%和 805． 9%，前 50 年和后 50 年分别比英国高出一番和两番。
( 3) 人口增长更快是美国 GDP 总量强劲增长的主要因素。GDP 总量增长是人均 GDP 增长和人口增长

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830 年至 1950 年，美国 GDP 总量增长比英国高 18． 31 倍，人口和人均 GDP 增

长分别比英国高 5． 57 倍和 3． 29 倍。若美英两国人口增长没有差异，美国 GDP 总量为英国的 3． 29 倍; 若美

英两国人均 GDP 增长没有差异，美国 GDP 总量是英国的 5． 57 倍; 人口增长比人均收入增长更重要。
美国是世界上人口第三大国。中国和印度的人口规模比美国大，但人均 GDP 低太多，经济总量尚未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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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几个小经济体的人均 GDP 比美国高一些①，人口规模比美国小得多，其他经济

体的人均 GDP 和人口规模都没有美国大，它们都缺乏替代美国成为最大经济体的可能性。这是美国能够长

期保持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位置的重要原因。
( 二) 中国经济强国建设的进展

1． 中国正在撼动美国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

从表 2 可以看出，在 2021 年人口超过 5000 万的 28 个国家中，中国和印度的人均 GDP 分别为美国的

18． 09%和 3． 13%，人口规模分别为美国的 425． 55% 和 424． 10%，GDP 总量分别达到美国的 76． 97% 和

13. 28% ; 其他 19 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 GDP 为美国的 0． 23%—21． 57%，人口规模为美国的 15． 97%—
82. 48%，GDP 总量为美国的 0． 23%—8． 91%。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韩国六个发达国家的人均

GDP 为美国 50． 93%—72． 91%，人口规模为美国的 15． 59%—37． 87%，GDP 总量 为 美 国 GDP 总 量 的

8. 25%—21. 61%。假设人口规模的差异不变，中国和印度的人均 GDP 达到美国的 23． 5% 和 23． 6% 就能超

过美国 GDP 总量，日本和德国的人均 GDP 达到美国的 264%和 399%方能超过美国的 GDP 总量。相比较而

言，有能力撼动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位置的国家更可能是人口体量大的中国和印度，印度超越美国的

时间可能要比中国晚几十年。
表 2 2021 年人口超过 5000 万的国家同美国的比较

国家
本国人口
占美国%

本国人均 GDP
占美国%

本国 GDP
占美国% 国家

本国人口
占美国%

本国人均 GDP
占美国%

本国 GDP
占美国%

中国 425． 55 18． 09 76． 97 印度 424． 10 3． 13 13． 28
美国 100． 00 100． 00 100． 00 印度尼西亚 82． 48 6． 29 5． 19

巴基斯坦 69． 72 2． 38 1． 66 巴西 64． 58 13． 80 8． 91
尼日利亚 64． 30 3． 93 2． 53 孟加拉国 51． 03 2． 72 1． 39

俄罗斯 43． 22 16． 52 7． 14 墨西哥 38． 18 15． 40 5． 88
日本 37． 87 57． 05 21． 61 埃塞俄比亚 36． 24 1． 35 0． 49

菲律宾 34． 31 5． 38 1． 85 埃及 32． 92 6． 30 2． 07
越南 29． 37 5． 51 1． 62 刚果( 金) 28． 89 0． 81 0． 23
伊朗 26． 49 8． 64 2． 29 土耳其 25． 54 21． 57 5． 51
德国 25． 07 69． 07 17． 32 泰国 21． 57 9． 90 2． 14
法国 20． 41 61． 51 12． 56 英国 20． 29 72． 91 14． 79

坦桑尼亚 19． 16 1． 68 0． 32 南非 17． 89 9． 62 1． 72
意大利 17． 81 50． 93 9． 07 缅甸 16． 21 2． 13 0． 35
肯尼亚 15． 97 2． 76 0． 44 韩国 15． 59 52． 91 8． 25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从图 1 可以看出，在 1960 年到 2021 年的 62 年里，G7 其他六个国家和俄罗斯的经济总量，只有日本达

到美国经济总量的 30%以上，最高点为 1991 年的 37． 1%，其他国家都没有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 30%。唯有

中国，这个指标由 1960 年的 4． 6%提高到 2021 年的 77． 0%。这是按照汇率换算法得出的结果。若以购买

力平价②计算( 见图 2) ，这个指标由 1995 年的 24． 6% 提高到 2021 年的 115． 0%，已经超过了美国。美国经

济总量逾百年来一支独大的格局开始发生变化。由此得出的一个推论是，尽管 2021 年印度的这个指标为

3． 13%，尚未达到中国 1960 年的 4． 6%，但只要它能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它的 GDP 总量在几十年后超越美国

是完全可能的。
从图 3 可以看出，人均 GDP 同美国相比差距最大的是中国，而不是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为什么美国

政治家想方设法地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不是德国、法国、英国、日本和人均 GDP 高于它的那些小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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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按 2011 年国际元计算，卢森堡、新加坡、爱尔兰、卡塔尔、百慕大、挪威、瑞士、阿联酋、开曼群岛、中国澳门 10 个经济

体的人均 GDP 比美国高; 按 2015 年美元不变价计算，摩纳哥、卢森堡、百慕大、爱尔兰、瑞士、挪威、开曼群岛、新加坡 8 个经济

体的人均 GDP 比美国高。
购买力平价用购买一篮子货物和服务所需的基国货币和本国货币，测算各经济体货币的购买力。它把 GDP 国际比

较建立在实际物量基础上，消除了各经济体之间价格差异因素，要比汇率法更客观、更精准。



的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 GDP 总量同它的差距最小。假如中国人口减少 90%，人均 GDP 即便再翻

一番，接近日本的人均 GDP 水平，美国政治家迫不及待地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由此

可见，经济体的 GDP 总量要比人均 GDP 重要得多。这也是一些国家成立地缘性经济组织，开展更紧密的相

互合作，维护更充分的共同利益，发挥更强大的国际影响力的主要原因。这些组织中经济实力最强，国际影

响力最大的是欧洲发达国家成立的欧盟。

图 1 G7 其他六个国家和中国、俄罗斯经济总量为美国经济总量的% ( 2015 年美元不变价格)

注: 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始于 1960 年。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图 2 以 PPP 计算的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 GDP 为美国的%的变化( 2011 年国际元)

注: 具有可比性的 PPP 计算始于 1995 年。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图 3 以 PPP 计算的部分国家人均 GDP 的变化( 单位: 美元)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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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一些学者以 2021 年中国人均 GDP 仅为美国的 27% 为依据，得出中国经济实力同美国相比还相差

甚远的结论。笔者认为，出于妄自菲薄的心态自己低估本国的发展成果，不利于提升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出

于韬光养晦的心态试图让外人低估本国的发展成果，在当今世界也难以奏效。美国政治家是一个极具战略

眼光的群体。他们是否形成其经济霸主地位被挑战的风险意识或警觉，同中国有没有挑战其经济霸主地位

的言论的关联性不会太大。进一步说，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提高人均 GDP 的第一个标志性事

件必定是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这个台阶上不去，缩小中美两国人均 GDP 差距就是一句空话。
2． 中国撼动美国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位置的因素分析

进一步分析发现，工业增长是中国经济总量逐步逼近美国的主要贡献者。从表 3 可以看出，从 1997 年

到 2021 年，中国农业增加值的增量为 7034 亿美元，低于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量，但美国农业增加值的

增量很小，为中国的 8． 2%，中国农业增加值增量减去美国农业增加值增量后的净增量较大，农业对中国净

增量的贡献率为 12． 6%。同期，中国工业增加值的增量为 54408 亿美元，低于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量，但美国

工业增加值的增量较小，为中国的 20． 0%，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量减去美国工业增加值增量的净增量很大，工

业对中国净增量的贡献率达到 84． 6%。中国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量最大，达到 74586 亿美元，但美国服务业

增加值的增量也很大，为中国的 98． 1%，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增量减去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增量的净增量很小，

服务业对中国净增量的贡献率为 2． 8%。中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量均大于美国，意味着中国对

美国已经形成全面赶超的态势。中国农业总规模早就超过美国，工业总规模已经超过美国，今后应把做优做

强作为主要任务; 中国服务业总规模约为美国的一半，今后应把做大做优做强都作为任务。

表 3 中美两国经济总量的变化 单位: 亿美元( 2015 年不变价)

指标
中国 美国 中国净增量

1997 2021 增量 1997 2021 增量 数量 ( % )

农业 4697 11731 7034 1254 1830 576 6458 12． 6

工业 7986 62394 54408 26022 36906 10884 43524 84． 6

服务业 9308 83894 74586 93424 166556 73132 1454 2． 8

合计 21991 158019 136028 120700 205292 84592 51436 100． 0

注: 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美国数据始于 1997 年。农业与《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 1—5 项相对应，包括林业、狩猎和渔业

以及作物耕种和畜牧生产。工业与《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 10—45 项相对应，包括制造业、建筑业、电力、水和天然气行业。
增加值为所有产出相加再减去中间投入得出的部门的净产出，未扣除装配式资产的折旧或自然资源的损耗和退化。服务业

为 GDP 总量减去农业、工业增加值的余值。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3． 从总量更大到人均增加值更多

食物需求的刚性很强，贸易率不高，所以农业大国大多是人口大国。1960 年以来，世界上农业增加值最

大的两个国家一直是人口数量位居世界前两位的中国和印度。从图 4 可以看出，1960 年中国和印度的农业

增加值分别为 980 亿美元和 839 亿美元，两国人口分别为 6． 67 亿人和 4． 46 亿人，中国的农业增加值和人口

分别比印度高 16． 8% 和 49． 6%，中印两国人均农业增加值分别为 147 美元和 188 美元，中国比印度低
21. 9%。这意味着中国农业增加值总量大于印度，农产品供给状况不如印度。2021 年中国和印度的农业增

加值分别为 11731 亿美元和 4442 亿美元，两国人口分别为 14． 12 亿人和 14． 08 亿人，中国的农业增加值和

人口分别比印度高 164． 1%和 0． 3%，中印两国人均农业增加值分别为 831 美元和 316 美元，中国比印度高
163． 0%。这意味着中国不仅农业增加值总量更大，供给状况也显然好于印度。

从图 4 还可以看出，1968 年，中国农业增加值占世界农业增加值的 18． 3%，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21． 9%，农业增加值份额低于人口份额 3． 6 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中国人均农业增加值低于世界人均农业增加

值平均水平。2021 年，中国农业增加值占世界农业增加值的 31． 6%，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17． 9%，农

业增加值份额高于人口份额 13． 7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人均农业增加值已经显著高于世界人均农业增

加值。
从表 4 可以看出，2021 年，在所有人口逾亿的国家里，农业增加值占世界农业增加值的份额和人口占世

界总人口的份额的差值大多在 1 个百分点以内，只有中国( 13． 7% ) 、印度( － 5． 9% ) 和孟加拉国( － 1． 2% )

是例外。中国既是人均农业增加值最高的国家，又是农产品净进口的国家。2021 年，中国农产品出口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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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进口 2657 亿美元，净进口 1772 亿美元。① 假设库存没有显著增大，中国人均可消费的农业增加值高

达 957． 7 美元，是世界平均水平( 470． 1 美元 /人) 的 2 倍多。中国出现的这种全方位做多的现象，除了同我

国农民数量很大以外，还同政府想方设法地维护超小规模农业的稳定性和激励农民把农业增加值尽可能释

放出来的政策导向有密切关系。由此可见，中国农业政策必须尽快完成由做大做多到做优做强的转型。

图 4 中印两国农业增加值和中国农业增加值占世界农业增加值的份额的变化

注: 图中数据的起始年份均为数据库中可用数据的起始年份。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4 2021 年人口逾亿国家的人口、农业增加值和人口份额、农业增加值份额的关系

人口
( 亿人)

农业增加值
( 亿美元)

人均农业增加值
( 美元 /人)

人口份额
( % )

农业增加值
份额( % )

差值
( % )

世界 78． 9 37086． 1 470． 1 100 100 0． 0
中国 14． 1 11731． 0 830． 6 17． 9 31． 6 13． 7
印度 14． 1 4441． 5 315． 5 17． 8 12． 0 － 5． 9
美国 3． 3 1829． 5 551． 2 4． 2 4． 9 0． 7

印度尼西亚 2． 7 1391． 8 508． 4 3． 5 3． 8 0． 3
巴基斯坦 2． 3 743． 7 321． 4 2． 9 2． 0 － 0． 9

巴西 2． 1 887． 1 413． 9 2． 7 2． 4 － 0． 3
尼日利亚 2． 1 1194． 9 559． 9 2． 7 3． 2 0． 5
孟加拉国 1． 7 349． 0 206． 1 2． 1 0． 9 － 1． 2

俄罗斯 1． 4 567． 5 395． 6 1． 8 1． 5 － 0． 3
墨西哥 1． 3 423． 0 333． 9 1． 6 1． 1 － 0． 5

日本 1． 3 387． 4 308． 2 1． 6 1． 0 － 0． 5
埃塞俄比亚 1． 2 306． 1 254． 5 1． 5 0． 8 － 0． 7

菲律宾 1． 1 354． 4 311． 2 1． 4 1． 0 － 0． 5
埃及 1． 1 456． 3 417． 6 1． 4 1． 2 － 0． 2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 三) 中国崛起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个案

1． 农业增加值最大的 10 个国家的变化

表 5 是 1997 年和 2021 年世界上农业增加值最大的 10 个国家和与之相关国家的数据。从中可以看出，

第一，发展中国家农业增加值的增速高于发达国家。2021 年和 1997 年相比，表中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增长都

较高，美国的增速为正，但低于表中所有发展中国家，日本和意大利的增速均为负。这种变化同农业增加值

的增速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渐减缓的情形有关，但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得更快的相关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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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发展中国家在表中的位次以上升为主。其中，尼日利亚和伊朗均升了 7 位，分别由第十二和第十七升

至第五和第十; 巴基斯坦和巴西位置互换了一下，由第六、第七调整为第七、第六; 日本降了 9 位，意大利降了

10 位，分别由第五、第十降至第十四和第二十; 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俄罗斯的位置没有变

化，一直位于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八和第九。各国的基数有很大不同，增长快慢的可比性不太强，位次

上升反映的是总量超越，通常是多年增长更快的结果，所以位次上升要比增长更快重要得多。第三，农业增

加值排名前 10 的国家中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增加，发达国家的数量减少。1997 年排名前 10 有三个发达国

家，2021 年仅有 1 个发达国家。

表 5 1997 年和 2021 年农业增加值最多的 10 个国家的变化

序号
1997 年

国别 ( 亿美元)
序号

2021 年

国别 ( 亿美元)
增长率
( % )

1 中国 4697 1 中国 11731 149． 8
2 印度 2056 2 印度 4442 116． 1
3 美国 1254 3 美国 1830 45． 9
4 印度尼西亚 657 4 印度尼西亚 1392 111． 9
5 日本 609 5 尼日利亚 1195 334． 5
6 巴基斯坦 395 6 巴西 8871 26． 3
7 巴西 392 7 巴基斯坦 744 88． 4
8 土耳其 372 8 土耳其 657 76． 6
9 俄罗斯 358 9 俄罗斯 568 58． 7
10 意大利 354 10 伊朗 479 106． 5
12 尼日利亚 2751 4 日本 387 － 36． 5
17 伊朗 232 20 意大利 344 － 2． 8

注: 1997 年和 2021 年的价格均为 1985 年不变价。由于 2021 年日本没有数据，以它的 2020 年数据替代。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2． 工业增加值最大的 10 个国家的变化

表 6 是 1997 年和 2021 年世界上工业增加值最大的 10 个国家及与之相关国家的数据。从中可以看出:

第一，发展中国家工业增加值的增长较快。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分别达到 681． 3%、229． 1% 和 151． 5%，巴西

和墨西哥分别达到 26． 3%和 21． 2%，发达国家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较低，日本为 2． 1%，意大利为 － 2． 8%。只

是因为基数很大，依然排在前 10。第二，发展中国家在表中的位次上升。其中，中国升了 2 位，由第三升至

第一; 印度升了 7 位，由第十二升至第五; 俄罗斯升了 9 位，由第十七升至第八; 墨西哥降了 6 位，由第九降至

第十五; 巴西降了 3 位，由第十降至第十三。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日本和英国均降了 1 位，分别由第一、第
二、第五降至第二、第三和第六; 法国降了 2 位，由第七降为第九; 意大利和加拿大降了 4 位，分别由第六、第
八降为第十和第十二; 德国的位置未变，一直位居第四; 韩国升了 5 位，由第十三升至第八。第三，发展中国

家在工业增加值排名前 10 的国家中的数量没变，但位次上升了，由 1997 年名单里的第三( 中国) 、第九( 墨

西哥) 和第十( 巴西) 提高到 2021 年的名单里的第一( 中国) 、第五( 印度) 和第八( 俄罗斯) 。

表 6 1997 年和 2021 年世界工业增加值排名前十的国家的变化

序号
1997 年

国别 ( 亿美元)
序号

2021 年

国别 ( 亿美元)
增长率
( % )

1 美国 26022 1 中国 62394 681． 3
2 日本 12547 2 美国 36906 41． 8
3 中国 7986 3 日本 12807 2． 1
4 德国 7410 4 德国 9493 28． 1
5 英国 4767 5 印度 7269 229． 1
6 意大利 4339 6 英国 5866 23． 1
7 法国 3638 7 韩国 5757 164． 3
8 加拿大 2742 8 俄罗斯 4502 15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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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序号
1997 年

国别 ( 亿美元)
序号

2021 年

国别 ( 亿美元)
增长率
( % )

9 墨西哥 2732 9 法国 4289 17． 9
10 巴西 2649 10 意大利 4217 － 2． 8
12 印度 2209 12 加拿大 3935 43． 5
13 韩国 2178 13 巴西 3345 26． 3
17 俄罗斯 1790 15 墨西哥 3312 21． 2

注: 1997 年和 2021 年的价格均为 1985 年不变价。由于 2021 年日本没有数据，以它的 2020 年数据替代。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3． 服务业增加值最大的 10 个国家的变化

表 7 是 1997 年和 2021 年世界上服务业增加值最大的 10 个国家及与之相关国家的数据。从中可以看

出: 第一，服务业增加值最大的 10 个国家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美国和巴西的排名没有变化，一直位于第一和

第八，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均降了 1 位，分别由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九降至第三、第四、第五、
第六、第十。第二，发展中国家的位次以上升为主。其中中国升了 6 位，由第七升至第二，印度升了 10 位，由

第十七升至第七; 意大利降了 3 位，由第六降至第九; 西班牙降了 4 位，由第十降至第十四。第三，发展中国

家在排名前 10 名单的数量增加、排名上升。数量由 2 个增加到 3 个，排名 2 个上升，一个不变; 发达国家的

数量由 8 个减为 7 个，1 个位置不变，7 个排名下降。

表 7 1997 年和 2021 年世界服务业增加值排名前十的国家的变化

序号
1997 年

国别 ( 亿美元)
序号

2021 年

国别 ( 亿美元)
增长率
( % )

1 美国 93423 1 美国 166559 78． 3
2 日本 26269 2 中国 83894 801． 2
3 德国 18884 3 日本 31160 18． 6
4 英国 15997 4 德国 25809 36． 7
5 法国 14423 5 英国 24317 52． 0
6 意大利 12461 6 法国 21136 46． 5
7 中国 9309 7 印度 15553 450． 8
8 巴西 8234 8 巴西 14067 70． 8
9 加拿大 7197 9 意大利 14062 12． 8
10 西班牙 5866 10 加拿大 12561 74． 5
17 印度 2824 14 西班牙 9630 64． 2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世界排名前 10 的国家的变化看，发展中国家的总体表现均优于发达国家，发展中

国家不仅增长更快，而且位次上升得多，下降得少; 发达国家增长相对慢一些，且位次上升的少，下降的多，情

形正好相反。这或许是发展普遍性出现端倪的迹象。

三、中国经济强国建设的评价

中国因没有跟上工业革命的步伐逐渐衰弱后，再创辉煌成为历代中国人的梦想。1949 年中国共产党执

政以后，实现梦想的责任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回顾 70 多年来中国经济强国的建设历程，有认识上

不断深化、内涵上不断丰富、战略上不断递进的特征。
1964 年 12 月，周恩来总理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 20 世纪内把中国

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和“两步走”的设

想: 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

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1975 年 1 月，周恩来总理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再次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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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列”的目标。
1987 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经济建设的三步走战略部署: 第一步，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

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第二步，到 20 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第三步，到 21
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 分两个阶段“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第一阶段

( 2020 年到 2035 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城乡、区域发展差

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第二个阶段(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 全面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基本实现。
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无论是规模扩张，还是质量提高和目标升华，都是很艰巨的任务。相比较而言，

规模扩张最简单，目标升华最困难，质量提高介于它们之间。
( 一) 规模的扩张

国民福祉的改进通常建立在规模扩张的基础上，尤其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小的情形下，规模扩张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规模扩张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单纯的规模扩张; 二是结构提升的规模扩张; 三是最

优路径的规模扩张。
1． 单纯的规模扩张

只有数量增长没有组织制度变迁和产业结构提升，是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和短缺经济时代的普遍现象。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发展差距很大，目前还无法给出单纯规模扩张完全消失的判断，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已

经跨越了农业社会和短缺经济时代，单纯规模扩张基本上不存在了，不再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2． 结构提升的规模扩张

当今中国的规模扩张建立在体制机制创新和就业结构、产业结构提升的基础上，建立在资源利用效率持

续提高、区域污染总量控制和农用化学品投入减量的基础上，不再以牺牲环境或长期利益为代价。用全要素

生产率来衡量，中国的规模扩张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差距正在逐步缩小。这是所有人都能观察

到并认同的基本事实。有意思的是，追求完美的学者会因差距的仍然存在而感到焦虑，接受现实的学者则因

差距的不断缩小而保持乐观。
3． 路径最优的规模扩张

从走向上看，中国已经由单纯的规模扩张经由结构提升的规模扩张，进入最优路径的规模扩张阶段，循

序渐进地实现了两次跨越。其中，农业以优质农产品规模扩张最快为特征，工业和服务业以高科技产品规模

扩张最快为特征。同时需要指出，中国规模扩张的演化受到两方面干扰: 一是把超小规模农业视为保障粮食

安全的底线，影响了农业适度规模的形成①。二是各级行政区域之间的政绩竞争，抑制了生产要素流动和比

较优势发挥，造成产业结构和规模扩张的同质化和对最优路径的偏离。
从近期看，规模扩张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中国同先行发达国家相比，规模上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服务

业尤其是金融业上。做大做强服务业、金融业应该成为规模扩张的重点领域。经济规模扩张毕竟要以资源

消耗为代价，所以从长期看，经济总规模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并非越大越好或越高越好。一个经济体跨越了

国民生活无忧阶段后，规模扩张的重要性会逐渐下降，质量提升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发展的质量越高，满足

特定福祉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越低。
( 二) 质量的提高

高质量发展有三层含义: 一是产品质量的提高; 二是竞争能力的提高，三是可持续性的提高。
1. 产品质量的提高

在产品和服务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时期，国民对能否获得产品和服务的重视程度高于对产品和服务质

量高低的重视程度。例如，此时国民更关心的是能够得到坐汽车、火车乃至飞机的机会，较少关注汽车、火车

和飞机服务的舒适性。跨越了短缺经济时期后，国民福祉的改善主要是由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带来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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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要求会越来越高。例如，经历了由吃饱、吃好到吃健康转变的国民，会越来越关心食

物的质量。产品质量的提高，一方面决定于设计、工艺、材料和劳动者技能，它们是提高产品质量的直接影响

因素; 另一方面决定于政府管理，包括产品质量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产品设计规范和材料标准，它们是提

高产品质量的制度保障或间接影响因素。例如，政府以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标准为依据加强农业生产的法

治管理，确保农产品不对消费者健康和环境施加负面影响; 加强工业制造设计和材料的法治管理，消除设计、
材料等缺陷引发的隐患和风险。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产品质量安全的提高是没有止境的，

生产和管理都必须与时俱进。
2. 竞争能力的提高

经过持续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出口国，但竞争能力还不是很强，各种出口

商品被其他国家商品替代的风险较大，需要进行由做大做多到做优做强的转型。从近期看，一些技术含量低

的低端产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被工资率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的商品替代具有客观必然性。中国必须不

断地提升产业结构，逐步提高技术含量高的高端产品的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占有率。从长期看，市场转移具有

客观必然性，中国不可能成为永远的世界工厂。中国必须未雨绸缪，想方设法地把产品生产和服务延展到国

外去，进行由引进来到走出去的转型，或由基于国土空间的 GDP 到基于产权属性的 GNP 转型。中国为其他

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帮助的能力越强，共同富裕的范围越大，中国提升竞争能力的空间就越大。从贸

易额占 GDP 比重的变化( 见图 5) 看，中国贸易额占 GDP 的比重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年份并不多，应该还有

较大的拓展空间。

图 5 贸易额占 GDP 的比重的变化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3． 可持续性的提高

经济发展是一个波动向上的过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用于满足生存性需求或短期目标的经济

活动会减少，用于满足发展性需求或长期目标的经济活动会增多，协调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微观目标和宏

观目标的条件，以及协调自己的权利同他人和后人的权利的条件都会趋好。可持续性的提高既是追求的目

标，也是发展的结果或标志。
一是增强共享性福祉。以品质升级为主，推进乘数效应为 1，无法分享的私有品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强

化具有乘数效应的公共品建设，包括人工智能、5G 通信、电子商务以及高铁等基础设施，拓展共享性福祉的

范围。
二是消除内耗性风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有利于应对来自外部的风险。如小行星撞击地球的风

险。这类风险发生的概率极小，人类采取一致性行动的难度不大，它们不是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理

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主要是为了消除人们争夺经济利益和政治话语权引发的内耗性风险。消除内

耗性风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要把国内事情做好，消除掉自身的内耗性风险; 其次是协调好本国利

益和他国利益的关系，把同自己相关的国际事务做好，如全面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 三是为其他国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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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国内和国际事务提供协作，使所有国家都把内耗性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三是规避生态性风险。倡导人与人和谐共生旨在消除人类之间的内耗性风险，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旨在规避生态性风险。它的基本措施是: 优化绿色城乡布局，创新绿色技术体系，发展绿色生产，促进绿色消

费，健全生态法治，鼓励生态保护，加强生态教育，恪守生态自觉，担当生态道义，建设生态文明，持续减轻社

会再生产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压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三) 目标的升华

对于中国来说，主要任务始终是把国内的事情做得越来越好，使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持续地快于先行发

达国家，使全体人民获得越来越多的福祉。随着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处理国际重大事务中的责任也会增

大。中国要秉承和为贵的理念，同世界各国一起，为共同做好世界上的事情履行好自己应有的职责。
1． 中国经验普适性的凝练

中国经验既有特殊性，又有一般性，其中能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的主要是中国案例中的一般性经

验。所以，总结中国案例、中国智慧、中国模式的重点必须放在具有普世价值的一般性经验上，使之能够解释

世界各国的所有现象，使之上升为所有国家和所有人都接受的理论。基于这种认识，下面试图对隐含在中国

经验中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出贡献的一般性经验，做一个概括。
( 1) 内生性。国内外不少学者因中国的发展战略、改革策略和运行模式与先行发达国家不一致而感到

困惑。中国的很多做法是从自己的文化中内生出来的，确实同先行发达国家的做法不太一样。例如，学者往

往以合作社成员有没有股份和合作社有没有分红来判定合作社的真假。中国大多数合作社确实不具备农户

有股份、公司或合作社有分红的特征，公司采用的是参加农户红白喜事并送大红包( 公司老板告诉我，参加

农户红白喜事并送红包产生的凝聚力要比分红更强) 、在不景气年份给农户发放补贴( 合作社负责人告诉

我，正常年份农户收入达到了预期，没有必要锦上添花，农户收入未达到预期的不景气年份需要发放补贴，以

确保农户愿意维系合作) 等方式。不关注内生的抱团取暖方式的创新而只关注有没有股份和分红这两个规

则，显然是不全面的。每个国家都有一条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由各国的国情内生出来的。
跟在其他国家后面亦步亦趋不是唯一选择，更不是最佳选择。简言之，内生性是指勇于根据内生的条件进行

组织和制度创新，而不受已获成功的组织和制度的束缚。
( 2) 渐进性。主流经济学家推崇激进式改革战略的依据是: 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具有包容

性，所以体制转型必须采取一步跨越鸿沟的战略，先把计划经济体制彻底否定掉。渐进式改革采取的是逐渐

填平鸿沟的战略，先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起来，并逐步扩大市场经济作用范围，逐步压缩计划经济作用范围，

直至建成市场经济体制。激进式改革战略靠改革的宣传使大家接受改革主张，渐进式改进战略靠改革的成

效使越来越多的人赞同改革主张。激进式改革以为体制转型能够一步到位，关注的是起点高和形式美，而不

是何时达到改革的预期目标; 渐进式改革认为体制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关注的是见效早、见效多、见效好，

汇小胜为大胜，快速达到改革的预期目标，而不是起点高和形式美。
( 3) 共赢性。中国的改革采取的是做大增量和利益均沾的策略，使所有人都成为改革的受益者，都愿意

参与改革和支持改革，而不是依靠存量资产的重新分配来激励劳动者的积极性，更不是有人受益有人受损的

策略。对于无法直接使所有人都受益的项目( 如生态保护项目) ，通过给予受损人补偿( 如生态补偿) 的制

度，使这类项目的推进合乎所有人都受益的原则。渐进式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想方设法地让所有人都受益，使

改革具有正和博弈和所有人都受益两个特性，而不是至少有一个人收益没有任何人受损的帕累托最优。发

展成果归少数人所得即便没有人受损，仍然不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中国推出的改革并非每一项都产

生了共赢的效果，但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各方利益，让所有人都分享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是遵循的原则和

一般性做法。简言之，共赢性就是让所有人都分享到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 4) 探索性。中国不仅在探索曾经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衰弱后再次走向辉煌的道路，也在探索大多数

人现代化的道路。目前的经典发展方式是以大量耗用不可再生的资源为基础，以大批量生产的存量型技术

为手段，以最大限度地增加 GDP 实现国家的富裕和繁荣。然而，地球上的不可再生资源支撑不了所有人按

照这种经典发展方式过上富裕生活。要让大多数人都过上富裕生活，发展方式必须改弦更张。① 中国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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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亿人口，比至今为止过上高福祉生活的人口总量( 约 10 亿) 还多，倘若探索出一条新的发展方式，会对改

变世界现代化的进程、版图和态势作出贡献。创新和试错实际上是探索行为的两种表述。探索行为的实质

是寻求更有效的新做法。探索行为达到预期目标并被戴上创新光环的概率极小，所以形成相信还有更有效

的做法需要探索的文化氛围尤为重要。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经济发展采用了一些新策略。其中: 分布式可再

生能源体系的形成，有可能实现能流的去中心化; 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的创新，有可能实现物流的去中心

化; 支付手段的智能化，有可能实现资金流的去中心化; 私人定制对标准化、批量化生产的替代，有可能实现

生产的去中心化。经济系统的去中心化，提高了它和分散化的生态系统的耦合度，进而为全域发展创造了条

件。
2． 主动推进国际规则改革

当今世界，不仅中国的很多事务需要改革，世界的很多事务也需要改革。中国作为世界成员之一，有责

任把渐进式改革方式应用到国际事务中，为构建美好世界履行应有的职责。
( 1) 坚定地倡导和恪守国家不论大小强弱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享有平等权利的原则。所有国家都有争

取自身利益的内生动力，都会响应旨在保障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原则。中国作为谁实力强谁话语权大

的国际规则的反对者，应该坚定地倡导和恪守国家不论大小强弱在改进国际规则方面都享有平等权利的原

则。只要中国有推进这项工作的恒心和等待其他经济体响应的耐心，响应者一定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
( 2) 针对现有国际规则的缺陷进行改革和创新。① 中国借助渐进式改革战略不断去除自身体制中的缺

陷，积小胜于大胜，达到一个又一个预期目标。同理，中国要借助渐进式改革方式，针对国际规则中的缺陷进

行改革和创新，使之朝着合作互利共赢方向演化，积小胜于大胜，为促进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现代化做出贡献。
绝大多数国家对国际规则不会采取“狗熊掰棒子”的策略，它们意识到延续了多年的国际规则有缺陷是一回

事，它们做出扬弃这套规则的决策是另一回事。世界各国对待国际规则的行为几乎都有二重性。例如，他们

一方面会认同自由贸易原则，另一方面又有以国家利益原则干预自由贸易原则的短期行为。以激进的改革

方式制定一个新的国际规则，并附加一些优惠条件，有可能被一些国家接受，鉴于一些接受国政府存在机会

主义倾向，接受国的稳定性不会很强，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世界各国是支持改革现有规则的响应者多还是

重新制定规则的响应者多? 哪方的国际影响力大? 也是需要分析评价的问题。
( 3) 倡导和践行合作互利共赢的新规则。中国应以开放性的方式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和期待，主动地

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建立公平、包容和可持续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应以建设性的方式推动大多数人的现

代化，共同开拓新的增长机遇，共同建立和维护稳定、繁荣和包容的全球经济秩序，共同促进全球经济的繁荣

和稳定。为打破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做出贡献，成为促进世界多元化发展的典范。
3． 为欠发达国家发展提供协助

世界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会随着各国平均发展水平的提高不断扩大，所以为欠发达国家发展提供支持既

是一种付出，也是获得回报的一种策略。中国变强以后，有责任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变强做贡献，其他发展中

国家变强了，会给中国变得更强创造各种机会。需要指出，为外部提供支持并非一定能够促进发展，付出并

非一定能有回报，如何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项需要下功夫的复杂工作。
( 1) 救济援助。救济援助是指对遭遇自然灾害、武装冲突等导致人的基本权利受到威胁的人群的援助。

这是最为简单、最易见效的援助方式。这类援助必须求快。救援队伍、救援物资到达的时间越早，匹配性越

好，救援效果越好。这种援助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中国要做好应急队伍培训、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响应机

制，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国际影响力。
( 2) 发展援助。发展援助是指尊重受援国主权、不附加前置条件的无偿援助。这是提升中国国家形象

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举措。这类援助必须求准。在多年的援外实践中，中国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教训。
今后要借助丝路基金、全球发展与南南合作基金等援助基金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援助理念，特别

是欠发达国家的实际需要与发展意愿，协助欠发达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借助国际

发展知识中心、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等交流平台，推动双方人员往来，实现双方民众的知识共享、文明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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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改革和创新入手使现有规则不断逼近新规则，要比直接推出一个取代现有规则的新规则更易于得到世界各国的响

应，更加合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善于倾听各种意见，不断调适和优化援助方式、援助能力，特别是公路、铁路、桥梁、机场、港口、体育文化场馆

等“硬援助”项目和医疗卫生、教育合作、生态环境、绿色发展等“软援助”项目的协调性。充分发挥民间力量

的作用，增强中国对外援助力量。主动开展国际合作，实现强强联合，更好地协助欠发达国家的发展。
( 3) 互利援助。这是指有营利目的的援助。这是涉及面最广的援助方式。这类援助必须求稳，确保相

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这类援助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坚信发展中国家有权利和能力探索自己的

发展道路; 二是坚持互助互信互利合作; 三是坚持援助发展工程和民生工程的导向; 四是毫无保留地将发展

经验和行业技术分享给受援国，尽力地为其培养本土人才，使受援国实现独立自主发展。五是重义轻利、义
利兼顾、取利有道。这类援助要按照受援国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选择项目，使援助项目成为中国和发展

中国家团结合作的样板。
中国继续保持着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中国经济在 2035 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经济总量在 2050 年

达美国的 2． 8 倍，人均 GDP 达到美国的 70%，已经变得越来越切实可行了。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
态的全面进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实现，将为世界谋大同、人类创未来提供经验

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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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shaking 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Among them，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industry is 84． 6%，while that of agriculture and service industries is 12． 6% and 2． 8% respec-
tively． The increase in added value of China's agriculture，industry，and service industries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indicating that China has formed a comprehensive trend of catching up with and surpassing the
United States． The rise of China is not a cas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Between 1997 and 2021，among the top 10
countries with the highest added value in agriculture，industry，and service industries，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performed better tha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as a world economic powerhouse should start
from three aspects: scale expansion，quality improvement，and goal sublimation． From an upward perspective，

China has transitioned from simple scale expansion to structural upgrading，entered the optimal path of scale expan-
sion stage，and achieved two leaps．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reflected in improving product quality，

competitiveness，and sustainability． In the future，the focus will be on enhancing shared welfare，eliminating inter-
nal friction risks，and avoiding ecological risks． The universal experience of China is endogenous，progressive and
mutual benefit． By endogenous，we mean that China has endogeneity in that we innovated organizations and systems
based on endogenous conditions，without being bound by successful experiences． Progressesiveness is shown that
China does not completely deny the planned economy system to cultivate a market economy system． It gradually ex-
pands the scope of market economy and compress the scope of planned economy until a market economy system is
established． Mutual benefit means that everyone share the result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China's contribution
to world development is to actively promote international rule reform and provide assist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Key words: economic power; Chinese experienc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modernization of the majority; pro-
gressiv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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