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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三大挑战 

 

2015-9-2  迟福林 

     8月28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主办“大中华经济圈省域与区域

竞争力研究、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既大中华地区收入增长分析研讨会”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

院院长迟福林发表演讲，题为《“十三五”：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与挑战》。 

      迟福林指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三大挑战： 

      1.产业结构调整——从工业主导转为服务业主导 

      （1）经济结构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5%以上，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

格局，是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标志。目前，虽然服务业增加值规模明显增加，服务业增

加值占GDP比重今年上半年达到49.5%，创历史新高。但与发达国家70%以上水平相比仍然偏低，与巴

西和俄罗斯相比也有10个百分点以上的差距，这使“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 

      （2）结构调整进程中的矛盾问题逐步凸显。例如：劳动力成本明显提高，这也是制造业竞争力

下降的原因之一；资源环境约束全面增强，高消耗为特征的粗放型制造业难以为继。 

      （3）提升国际竞争力需要尽快形成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

太低，占GDP的比重仅为15%左右，同发达国家有1倍以上的差距，已成为制约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

因素，掣肘了“中国智造”进程。“十三五”要努力使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15%提高到30%。 

      2.创新能力提升——从投资拉动转为创新驱动 

      （1）创新驱动关键是科技创新能力。目前，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在国际上处在中等偏下的水平

。2013年国家科改领导小组的调查显示，在参与调查的十大领域、1149项关键技术中，195项（17%）

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355项（31%）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或相差不大，还有599项（52%）与国际

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处于跟踪阶段。尤其是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60%左右。 

      （2）依托“互联网+”，加快形成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互联网+是中国实现技术赶超的历史机遇

。中国在这方面积累了某些主要的经验。下一步，需要加快形成“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制度环境，

激发互联网+带来的巨大潜力。例如，扩大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规模，支持和鼓励更多的地方政府设

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引导地方政府、创业投资机构及其他社会资金支持初创期的中小企业和微型企

业发展；搭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的制度平台。 

      （3）创新驱动重在教育。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带有考试型、封闭性、行政化的某些特点，而这

又是难以形成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制约因素。要加快形成创新型、开放性、专业化的教育体制，为提

升自主创新能力和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所需的各类专业人才。“十三五”教育改革，需要“跳出教育看教育

”，加快推进以优化结构、提升质量为基本目标的第二次教育改革。 

      3.全面改革突破——从被动改转为主动改 

      （1）要有改革的内在冲动和改革的自觉行动。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着重强调全面改革，

但全面改革面临着利益关系调整、权力结构调整的巨大挑战，改革比过去30年深刻的多、复杂的多、

艰巨的多。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难度很大，关键在于一般性讲改革故事的人太多，干改革实事的人

太少，有冲动、有热情投入改革的人就更少。 

      （2）要形成改革的大氛围。在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的阶段，要使改革不走回头路，并有

所作为，需要尽快形成改革的大环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需要建立改革的激励机制，需要鼓励地方

的改革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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