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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产能过剩”与新质生产力

余淼杰

当前，美国经济学家和政客提出中国存在产能过剩问题，正是由于

中国的产能过剩，所以向美国进行倾销，美国必须采取反倾销策略。由

此，５月14日，拜登政府宣布对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执行新关

税税率，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对中国产太阳能电池征

收50%的关税，对部分中国产钢铁和铝征收25%的关税。

一、如何理解产能过剩

中国的产能过剩导致中国向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倾销产品是一个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本报告依据 2024 年 6 月 3 日全国人大代表、国际经济学会会士、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余淼杰教授在“理响沈阳·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研讨会暨辽宁大学中国开放·宏观经济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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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命题，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第一，把握产能过剩的含义。中国是否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取

决于如何衡量产能过剩。如果按照潜在生产量与实际生产量之间的

差额来界定产能过剩，那么中国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所谓的产能

过剩现象。但是，中国所提及的产能过剩与美国所宣称的因产能过

剩而倾销，两者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从这个角度讲，产能过剩是个伪

命题。

第二，剖析产能过剩的成因。产能过剩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共性问

题，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产能利用率同欧盟、美国、巴西等国家一样，

都处于所谓的产能过剩合理区间。既然是共性问题，就需要进一步探

讨产能过剩产生的根源。关于产能过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

面：一是市场因素。主要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当前的产能过剩主要

源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需求乏力。二是企业因素。大家对

新赛道一拥而上，主要表现为“潮涌现象”或“羊群效应”。三是行业因

素。某些行业未深入挖掘新质生产力，投资方式粗放，进入门槛低。

四是地方政府因素。财政投入成为产能过剩的重要推力。以上因素

中，有效需求不足是形成产能过剩的最主要因素。当前中国面临的产

能过剩，其根源主要是全球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为应对这一问题，

我们应积极致力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以缓解国外有效需求不足带

来的压力。

第三，解读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正确认识所谓“产业补贴导致产

能过剩，产能过剩导致产品倾销”的逻辑错误。在评判产业补贴是否对

出口构成影响时，其标准应为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是否与世界贸易组

织（WTO）所确立的相关规则相悖。当前，中国的产业补贴以研发型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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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目的是鼓励技术创新，并未违反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关于“红色

补贴”的规定，且补贴受益者涵盖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多种

所有制结构企业。

第四，更正美国对中国采取反倾销的谬误。一是证据不足。中国

产汽车并没有对美国本土汽车产业构成实质性损害。中国向美国出

口的新能源汽车仅占美国汽车总销量的1%，这一比例并不足以对美国

本土汽车产业造成实质性伤害。实际上，美国汽车产业所面临的挑战

主要源于其自身的产业空心化和价值链不完整，这些因素制约了其汽

车产业的发展，而非来自中国进口汽车的竞争。二是政策力度无理。

美国的平均税率仅为37%，却将中国界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并对中国

新能源汽车征收高达100%的反倾销税，这一举措显然存在极大的不

合理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

造，尽管中国经济一定程度上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但毫无

疑问，中国经济是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一直发挥着决定性的

作用。

二、如何应对产能过剩

首先，做好对外宣传。目前，我们在内部宣传工作中已经实现了思

想的统一，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然而，在对外宣传方面，前行的道路仍

然漫长且充满挑战。我们绝不能陷入有理却难以言明、有理却不敢表

达的困境。国际与国内的宣传工作是紧密相连、相互呼应的，必须确保

国内外宣传口径保持一致。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外宣传工作，不

断提高其质量和水平。

其次，练好内功。核心就是要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紧紧围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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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现代化深化改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既是畅通国内大循环、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释放内需潜力、巩固经济回升向

好基础的关键举措。美国的外贸仅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四分之

一，其经济的主要支柱为国内统一大市场；欧盟更是在区域统一大市场

中获得了显著优势。因此，随着外需不断疲软，我们必须着力建设国内

统一大市场。

三、如何理解和培育新质生产力

首先，培育新质生产力是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

中国具有四大优势：一是供给优势；二是需求优势；三是人才优势；四是

体制优势。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其涵盖的范

畴远不止于此，包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与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的对新模

态、新业态的培育息息相关。

其次，新质生产力的抓手一个是“新”，一个是“质”。中国在新动

能、新模型、新业态方面表现出色。提高质量是关键目标，而提高全要

素生产率则依赖于投入和研发。一是要提高基础研究在研发中的比

重；二是要做好产学研用的融合，抓住蓝图产品化和产品产量化两个阶

段，实现产品在行业内的大规模生产。

第三，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三篇大文章”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辽宁应审视自身比较优势，注重

“老字号”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原字号”价值链的拓展，这在新质生产

力的发展中非常关键。比如，在新能源汽车方面，沈阳应专注于极寒条

件下续航能力的研究，以发挥地域优势。除美国对中国产新能源汽车

提高关税的问题外，更应警惕其针对中国产锂电池的高关税问题。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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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的数字化、智能化应围绕“老字号”“新字号”“原字号”展开，而锂电池

技术上的突破将有力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作者简介：余淼杰，男，汉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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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监

委特约监察员，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辽宁省人大立法委委员，辽

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是联合国国际经济学会（IEA）会士，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2019年）、首届青年长江学者（2015年）、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获得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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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财政金融大学国

际顾问理事。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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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全球经管类前1％高被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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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和中国经济

发展，曾在 Economic Journal、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经济研

究》《管理世界》等国内外顶级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近200篇，出版中

英德文专著、教材、时评随笔 27 部。任国际著名学术期刊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副主编，商务部《国际贸易》执行主编，《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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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日本研究》主编、《长安大学学报》执行主编。

曾获得教育部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三次）、北京市哲学社科优秀成

果奖、吴玉章人文社科研究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安子介国际贸

易研究奖（五次）。代表著作《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获刘诗白经济

学奖“胡绳青年学术研究奖”“全国贸易发展研究奖”“中国青年经济

学家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成就奖”等。

-- 6



辽宁大学智库简报编委会

策划：潘一山 主编：余淼杰

编委：李淑云 史保东 霍春辉 姚树洁 王振宇 刘钧霆

李艳枝 白永生 张贺明 崔 铮

编辑：尹如玉 校对：李楠楠 联系方式：024-62602446

本刊声明：所刊文章属作者个人见解，不代表编辑部观点。

请把领导批示和转载情况反馈编辑部。

--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