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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国经济展望

余淼杰

我国现在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

任务。短期来看，有着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需求不足一是需求不足。。从外需角度

看，由于美国“小院高墙”政策和不断提升的贸易壁垒导致了外需疲软。

从内需角度看，百姓的收入跟过去相比还没有实现明显的有效提升导

致了内需不足。二是供给冲击二是供给冲击。。我国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受到国际经贸

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三是市场不畅三是市场不畅。。我们国内统一大市场还有待进

一步的形成。

那么，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对于内需不足对于内需不足，，可以通过提高百姓收可以通过提高百姓收

入入，，同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解决同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解决。。我认为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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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一个重点方向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比如提高退休人员

工资、提升低保家庭收入、加大对城乡财政的补贴等。此外，实施积极

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具体说来，在财政政策方面在财政政策方面，，我国当前

财政赤字大约是3%，今年可能会达到4%，实现大概5.66万亿元的财政

赤字规模。同时，今年还可能发行1.3万亿元左右的超长期特别国债、

5000亿元左右的特别国债和4.4万亿元左右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再加

上22万亿元到23万亿元左右的地方财政收入，总计会有超过33万亿

元的可支出财政规模。这些财政支出除了“化债化险”以外，主要会用

于拉动投资建设，这也是我们今年工作的一个重点。在货币政策方面在货币政策方面，，

宽松货币政策包含两点，一是货币政策总量，二是货币政策结构。从货

币总量上看，我认为最优的M2应该是广义GDP的两倍以上。GDP今年肯

定会超130万亿, 所以应该有260万亿左右的M2。从货币结构上看，

虽然”化债化险”、保证金融稳定很重要，但保证货币可以真真正正流入

生产、流通等环节同样非常关键。这也是现在“加大油门”，结合使用宽

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原因。从理论上看，我国当前的经

济情况并没有那么悲观。我们只是消费低迷，但没有经济停滞，也没有

通货膨胀，更没有出现经济滞胀。这种情况通过财政和货币双重政策

的刺激就可以拉动起来。

应对供给冲击应对供给冲击，，一方面我们要用科技赋能一方面我们要用科技赋能，，通过产业政策推动新质通过产业政策推动新质

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实施开放政策我们要继续实施开放政策。。第一第一，，培育新质培育新质

生产力包括生产力包括““老字号老字号”、“”、“原字号原字号””和和““新字号新字号””这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我认为，当今

的重点在于培育“新字号”，做好未来战略产业布局，而不是平均用力。

因为在新兴产业方面，我国如今和美国势均力敌，完全可以实现“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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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车”。反之，如果让美国领先，我们就会陷入被动局面。那么，应该重

点关注哪些领域呢？我认为，除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八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即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

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和量子科技以外，还可以重点打造低空经济。

低空经济既可以缓解供给冲击，又可以应对需求不足。第二第二，，我们要更我们要更

好地推动开放政策的发展好地推动开放政策的发展。。讨论是否需要实施开放政策，要首先回答

当今世界全球化是否还是主流趋势。我的回答非常明确，现在依然是

全球化的时代。虽然现在贸易的增速低于GDP的增速，但这是一些地

缘政治因素以及服务业发展速度超过制造业发展速度造成的，并不意

味着现在就不是全球化的时代。从数据上看，2018年全球经贸总额是

51万亿美元，现在已经到达63万亿美元，说明全球化依然是上行趋势。

此外，全球化的两个核心特征，生产的地区化以及贸易的多边化并没有

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些都充分说明了经济全球化依然存在。而且，

我们追求的是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而非一国独大或者MAGA这样

的经济全球化。普惠、包容经济全球化作为经济基础，决定了我们所追

求的是平等有序的政治多极化这一上层建筑。

那么，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这包含更大

规模、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这三个方面。第一个第一个，，更大规模更大规模。。它除了包

含以制造业为主的商品贸易之外，还包括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

易等。首先说服务贸易。我国当前服务贸易规模将近9500亿美元，与

美国的1.7万亿美元左右还有显著差距，需要继续发展。其次，数字贸

易。数字贸易包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这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

成，融通推进。此外，绿色贸易。中国“新三样”的出口目前已经走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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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前列，其中绿色贸易的出口已经达到全球14%左右，超过了我国贸易

总额占全球贸易额11%这一比重。

第二个第二个，，更宽领域更宽领域。。它包含了以下5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出口目的一是出口目的

地多元化地多元化。。首先，要积极开拓美国以外的国际市场。特朗普上台之后，

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至少会加征10%的关税，达到平均24%的水平，甚

至可能会继续加征更多。我们要未雨绸缪，做好丢失美国市场的最坏

打算。可以重点拓展新兴工业化国家、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国家等相对

友好国家的市场，尤其是俄罗斯市场。其次，要进行差异化发展。比

如，高质量产品出口收入较高的目的地，价廉物优的产品出口收入相对

较低的目的地。二是进口规模扩大化二是进口规模扩大化。。七次进博会的成功举办已经充

分说明了我国扩大进口是基本国策，而非权宜之计。扩大进口一来可

以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因为从经济学角度讲，可以提高消费

者剩余。二来可以增加中间品的进口，从而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利

润。三来可以通过市场竞争实现最终品的优胜劣汰，进而提升整个行

业的生产率。三是积极引进外资三是积极引进外资。。尽管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引

进外资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但对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引进外资的比

较优势依然存在。因为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最重要的不在于劳动力

投入，而在于是否有上下游配套的产业链、是否形成产业集聚、是否有

全产业链要素，而这几个方面都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四是对外直接投四是对外直接投

资企业资企业““走出去走出去”。”。这里需要重新审视企业“走出去”的目标。以往，企

业通常出于成本驱动，如在埃塞俄比亚投资以降低生产成本，或为了获

取能源资源，如在澳大利亚和刚果的投资，这些目标依然具有合理性。

然而，当前的国际投资环境已发生变化，企业可以通过技术输出获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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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机会。例如，欧盟对中国的电动车企业如比亚迪的投资邀请，虽

然要求企业股份不超过50%并需进行技术转让，但我认为这种模式在

战略上是可行的。因为技术转让后，受让方可能面临技术吸收与将技

术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并生产出合格产品的挑战。而在此期间，我们可

以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保持竞争优势，同时成功进入并拓展了市场。

五是五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的差异化发展的差异化发展，，这在地缘政治危机的背景下更是尤为这在地缘政治危机的背景下更是尤为

重要重要。。对于海上丝绸之路，鉴于目前在中东建立自贸区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重点应该在推进中日韩的经贸合作。而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重点

则应向东延伸，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尤其是远东地区，占据620万平方

公里的面积，人口却仅约780万，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值得我国企

业家积极开拓。

第三个第三个，，更深层次更深层次。。从要素型市场向制度型市场转变，重点要做好

规则、规制、标准、管理四个层面的对应。为此，要充分发挥23个自贸

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的功能，在贸易、人员往来和资本等方面进行开

拓。首先，要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如降低关税、缩小负面清单等。

其次，要推进人员往来便利化。比如，目前我国很多城市实施一周免签

政策，促进人员流通。此外，要扩大资本方面的开放。可以先在自贸试

验区和海南自贸港试点开放，逐步允许外资企业进入银行、证券、保险

等领域，坚持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给予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同

等的待遇，并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

解决市场不畅解决市场不畅，，最重要的是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最重要的是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国内改革千头

万绪，但最重要的还是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其中最关键的是产品市

场、要素市场和人才市场。首先首先，，人才市场的统一人才市场的统一。。创造更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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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才能够自由流动，这非常重要。引进人才时不能采取限制其流动

的政策，这看似保护，实则有害。一方面，如果环境足够优良，人才自然

会留下。另一方面，如果引进的只是普通人员，那么这种流动可以促使

更好的人才流入。其次其次，，商品和服务市场的统一商品和服务市场的统一。。商品市场最重要的

是做到内外贸商品的“三同”，即同质、同线、同标。服务市场的统一同

样重要，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积极引进和激励外国留学生来华留

学，鼓励外国大学来中国办学，这既能推进开放，也能促进改革，同时还

有助于促进商品市场的统一。最后还要优化营商环境，降低贸易成本，

包括隐性和显性的交易成本。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

府的协同作用，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构建。因此，通过上述举措通过上述举措，，中中

国经济在国经济在20252025年有望实现年有望实现55%%的增速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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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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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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国经济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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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经济学全球顶级期刊

Economic Journal副主编，商务部《国际贸易》执行主编，《辽宁大学学

报（哲社版）》主编、《日本研究》主编、《长安大学学报》执行主编。曾

获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次）、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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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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