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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景論壇 

 

 

 

無論是 IMF 或是 IHS Markit 都預測中國短期 1-3年經濟成長率將為 4%-5%，中期 5-10 年將

降為 3%-4%，有中等收入陷阱的疑慮。（圖片來源：Depositphotos） 

 

 

連習近平都說不好的中國經濟 

 

 

張建一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兼院長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於今年 7 月 26 日與黨外人士座談時坦承，當前

中國「經濟發展遇到一些困難和問題，是發展中、轉型中的問題」，

但他表示經過努力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要堅定發展信心，用「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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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在的高質量發展成效」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他表示，中國

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領導下，面對複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中國「頂

住壓力、積極作為」，加強宏觀調控，深化改革開放，有效應對風險

挑戰，「經濟延續了回升向好態勢」，高品質發展又邁出新的步伐。

同時，也提到，要加大宏觀調控力度，深化創新驅動發展，深入挖掘

內需潛力，不斷增強新動能新優勢，增強經營主體活力，穩定市場預

期，增強社會信心，增強經濟持續回升向好態勢，確實保障和改善民

生，保持社會穩定，堅定不移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 

由習近平上面的談話可知，中國經濟確實出了問題，但是否只是

「發展中、轉型中的問題」，還是中長期結構的問題就值得探討。今

年三月初，華爾街日報曾經分析中國經濟存在八大痛點，包括 1. 經濟

成長：放緩；2. 房地產：成長引擎熄火；3. 消費者信心：萎靡不振；

4. 消費者價格：通縮之國；5. 債務：強弩之末；6. 人口：勞動者數

量減少；7. 外國投資：撤離；與 8. 貿易：壁壘提高。基本上，這些

痛點確實是當前中國面臨的中長期結構問題，彼此之間甚至「習習」

相關。 

中國經濟問題根源主要來自於習近平的偏執 

基本上，當前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源可以歸納為兩點，一是習近平

認為生產才是王道，才是實際看得到、能抓在手上的東西，其他東西

都是虛的，特別是平臺經濟的很多消費與房地產的狂漲。因此他在

2020年 10 月 31 日的《求是》發表文章才一直強調：「實體經濟是基

礎，各種製造業不能丟。」後來持續性的大量補貼造成各種製造業產

能過剩；即使他後來提出的「新質生產力」也只是將產能過剩由成熟

製造產品擴及至新興製造產品而已，對全球來說可說是由「中國衝擊

1.0」變成「中國衝擊 2.0」，最後的結果就是中國企業「內卷性惡性

競爭」擴及全球進而提高對中國的貿易壁壘。 

二則是習近平以打房、打平臺經濟的作法討好民眾以提高其連任

的正當性。習近平 2016 年底宣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 

此宣示後，中國房價不為所動，仍持續創新高。2020 年中國政府受不

了終於針對中國房地產企業債務風險提出「三條紅線」監管要求。「三

條紅線」意圖遏制房地產企業舉債擴張的金融風險，改變經濟「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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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虛」的趨勢，然而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導致了大量房地產企業財務困

難乃至於破產，地方政府土地財政難以為繼，引發企業破產潮、公務

員降薪潮和購屋者的停貸潮。此外，習近平對內也訴求均富、公平，

因此打壓虛擬經濟、導正青少年風氣，為的也是強化實體產業，讓技

術升級不外求。結果電商、明星、補教、遊戲等 26 兆的新經濟也一起

被打下去！ 

在習近平的偏執作法下，結果全球看到的是中國提早進入中低成

長階段，無論是 IMF或是 IHS Markit都預測中國短期 1-3 年經濟成長

率將為 4%-5%，中期 5-10 年將降為 3%-4%，有中等收入陷阱的疑慮。

在房地產泡沫，地方債務的問題慢慢引爆，而經濟成長趨緩、年輕人

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情況下，人民對未來也失去希望，選擇躺平不願意

結婚生小孩，因而出生人口持續下降而未來勞動者數量也將持續減

少。事實上，不只中國人民失去希望，連外資也對中國失去信心。2024

年第二季 FDI淨流出達 148億美元，上半年的外商對中國直接投資金

額為淨流出的 45 億美元，恐怕今年外商對中國直接投資金額會比去年

的 330 億美元低，又要再創歷史新低。而當前歷史低點的消費者信心

使得需求減少，再加上產能過剩的後果就是有通縮疑慮。 

「中國式現代化」能否成功有很大的疑慮 

由近期剛結束的中共三中全會的「決定」報告內容可以看出，習

近平的改革方向雖持續反映對市場機制重要性的認知，但他也同時強

調中共中央政府在中國經濟中的重要角色：持續宏觀調控與強化社會

公平等。事實上，這是有混合經濟體制的特徵，而習近平將其稱為「中

國式現代化」。然而，中國未來嘗試結合計劃經濟的宏觀協調和市場

經濟的微觀效率兩者優勢，就必須在集中決策和個體分散決策間找到

平衡，也就是在效率和公平之間尋求協調，以中國當前經濟的內外氛

圍而言有很大的困難；簡而言之，中國若不改變體制，同時以公平競

爭的身份融入國際社會，恐怕難以達成其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 

 

 

編按：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遠景基金會之政策與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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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本基金會為研究國際政經情勢之民間學術智庫，旨在針

對國際政經情勢及戰略與安全等領域，將學術研究成果具體

轉化為政策研析，作為我政府參考，深化學術研究能量，並

增進與國際重要智庫交流與互訪。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 60 巷 1 號 

Tel: 886-2-23654366 

Fax: 886-2-23679193 

http://www.pf.org.tw 

http://www.pf.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