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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长收敛与发展前景

黄益平 王 勋 胡 岠

摘 要 贸易摩擦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是学界和政府部门普遍关

注的重要问题。通过实证检验贸易与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绩效和经济增长收敛的异质性影

响，并采用开放经济体增长收敛模型，考察“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及增长收敛的

决定因素，可发现：“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均GDP潜在增速将从 5.5%逐渐下降到 5.0%；由于

老龄化导致人口增长逐渐由正转负，我国GDP潜在增速将从 5.8%逐渐下降到 5.0%。对外

开放尤其是贸易开放是发展中国家成功向高收入经济体收敛的前提条件，城市化进程和人

力资本积累会显著提高经济收敛能力，而人口老龄化将成为我国可持续增长的制约因素。

我国要进一步开放和改革国内市场，积极采取措施应对老龄化冲击，发挥城市化和人力资

本的“双引擎”作用，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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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基本面及未来增长的前景，是学界和政府部门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鉴于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其他地缘政治因素增加了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于2021年10月下调了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5.9%。中国近几年“去杠杆”和强监管的

政策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内经济的下行压力，人口老龄化加快将不断增加养老、社保压力并影响经济

转型。这些因素均引起了外界对中国未来经济政策走向的关注，以及对经济短期走势和长期趋势的担

忧。因此，系统研究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和影响我国经济向高收入经济体收敛的决定因素，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尽管近年来已有不少关于增长前景估计的研究，然而鲜有研究深入分析经济收敛的决定因素及其

对潜在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和事实均表明［1］（P11-23）［2］，开放经济体的人均实际收入具有

相对收敛的规律，也就是说，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开放经济体表现出相似的生产率收敛特征。具体而

言，开放经济体初始的相对人均收入越低，之后的人均收入平均增长率越高。然而，人口因素并没有表

现出类似的规律。因此，在预测潜在增长率的过程中，需要同时考虑相对收敛的规律以及不同国家人口

结构的独特特征。

本文主要关注开放经济体人均GDP及其增长率收敛的动态演变，以及决定开放经济体对外部知识

和先进技术接受转化能力的基本因素。本文从以下两方面拓展了相关文献：第一，我们将贸易开放数据

库和金融开放数据库相匹配，在经典经济增长实证分析基础上，分析了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对增长收敛

的影响；第二，我们在开放经济体追赶模型的基础上，利用非线性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了中国增长前景和

相对人均GDP的收敛情况，提出了估计潜在增长率的一种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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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测算方法

关于长期增长预测，已有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不尽相同。根据经典经济学理论，短期内由于存在价格

粘性，工资和价格调整相对缓慢，短期均衡取决于总需求和向右上方倾斜的短期总供给，未预期到的通

胀具有实际效果。而长期内工资和价格可以灵活调整，预期通胀与实际通胀相等，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在

自然失业率决定的潜在产出水平上的垂线，均衡的产出水平取决于充分就业的潜在产出水平。此时，需

求冲击只会改变长期均衡时的通胀水平，而不会有实际效果。可见，在长期中，预测的潜在产出是长期

总供给曲线决定的充分就业的潜在产出，而基于需求侧的长期增长预测，容易忽视经济的潜在生产

能力。

关注供给侧的长期增长预测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增长核算法。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采用增长核算法对我国经济潜在

增速进行了测算［3］［4］［5］。增长核算法的优点在于利用了经济增长的供给侧特征，但局限性在于预测结果

取决于生产函数设定以及要素产出弹性，这些因素的确定在学术界尚无统一结论。

第二，结构模型法。一些大型机构采用了基于经济理论的大型结构模型预测我国经济增长。比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发展”课题组和世界银行使用了 CGE 模型［6］［7］［8］［9］（P4-25），IMF 采用了

DSGE模型［10］（P1-20）。这些方法同时考虑了需求和供给面的因素，适合于分析经济波动，在预测短期经

济增长时更为有效，不适合长期潜在增长率的预测。

第三，基于增长收敛理论的简单类比法。这种方法简单地假定，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潜在的

经济增长率应该大致相同［11］［12］。但是，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没有考虑到各个国家不同的制度环境和人

口特征。

本文将基于开放条件下增长收敛理论框架，结合我国人口结构的特征变化，预测我国的长期潜在增

长率。根据增长收敛理论，开放经济体的人均实际GDP表现为相似的收敛特征。具体而言，采取开放政

策的追赶经济体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取决于三个因素：领先经济体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领先经济

体与追赶经济体的相对人均实际GDP，以及技术溢出参数。

开放经济体由低收入向高收入的收敛规律，可用少数参数进行刻画，且具有显著的拟合效果。Lu‐

cas提出了一个具有技术溢出的追赶增长模型。假定世界上有两类经济体：领先经济体和采取开放政策

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人均产出与其知识存量成比例。领先经济体知识存量的变化路径如下：

K ( t ). = μK ( t ) (1)
其中K ( t )为领先经济体的知识存量，K ( t ). 为领先经济体知识存量随时间的变化率，那么μ为领先经济体

知识存量的增长率。处于追赶中的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存量变化既取决于自身的知识存量，也取决于开

放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吸收发达国家的知识溢出的能力。因此，发展中国家知识存量的变化率为：

k ( t ). = μk ( t )1 - θK ( t )θ (2)
其中，k ( t ). 表示发展中国知识存量随时间的变化率，θ为发展中国家的收敛效应，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吸收

领先经济体知识溢出、技术转移进而进行自主创新的能力。如果发展中国家采取封闭政策，则此时 θ =
0，而如果采取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成功追赶，则 θ = 1，说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存量收敛到了

领先经济体的水平。可见，连接发展中国家和领先经济体的渠道是双向对外开放。只有对外开放，发展

中国家才有可能走上经济收敛的道路。由于假设知识存量与人均收入成比例变化，因此，领先经济体的

人均收入处于均衡增长路径，增长率为μ。

采取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率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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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Kk )
θ

(3)
由于K > k，采取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增长快于领先经济体，其增长率取决于相对的人均GDP和

收敛率 θ。按照习惯的做法，假设美国为领先经济体，人均GDP低于美国的为追赶经济体，因此追赶经

济体 i的人均GDP增长的动态变化为：

gy i,t = μ ( yus, t - 1yi, t - 1 )
θ

(4)
其中，yi，t 表示经济体 i在 t年 以2011年国际元衡量、以美元标价的人均GDP，gy 为人均GDP的增长率，

经济体 i在 t年的相对人均GDP为该经济体在 t年的人均GDP与美国在 t年人均GDP的比值。

为测算我国“十四五”时期人均GDP的增长率，需要确定反映领先经济体处于稳态的人均GDP增长

率和知识技术溢出参数。第一，以2018年我国相对美国的人均GDP为标准，识别与当前我国处在相同

发展水平的可比开放经济体。例如，根据麦迪逊数据库，2018年我国相对于美国的人均GDP为23.7%，

基本上等价于日本1953年与美国的相对人均GDP（23.3%）。第二，基于开放经济体的历史数据，利用非

线性回归估计技术溢出与自主创新能力参数。第三，根据估计得到的知识技术溢出参数，设定不同情形

下美国人均GDP增长率，结合我国初始的相对人均GDP（2018年），得到 2021-2025年我国人均GDP及

其增长率的测算值。

二、“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本文使用的人均实际GDP（以2011年国际元衡量，以美元计价）及其增速的历史数据来自最新发布

的麦迪逊数据库（2020版）。人口增速及2020-2035年人口增速预测的数据来自联合国2019年世界人口

展望数据库（WPP2019）。

由于麦迪逊数据库（2020版）更新到2018年，所以我们设定2018年为测算我国潜在人均增长率的初

始年份，2019-2035年为预测区间。首先根据已有文献关于贸易开放经济体的界定和我国2018年相对人

均GDP数据，我们从113个经济体中识别了5个与我国处在同等发展水平的开放可比经济体，分别是日

本（1953年）、新加坡（1969年）、中国香港（1953年）、中国台湾（1977年）和韩国（1982年）。表1给出了根

据麦迪逊数据库（2020年版）识别出的开放可比经济体的具体信息。

（一）“十四五”时期不同情形下中国人均GDP潜在增长率

以第一部分模型中（4）式为基础，利用美国和中国可比开放经济体的历史数据，采用非线性回归拟

合法，得到技术溢出与自我创新的参数θ为0.8。考虑到中美经贸及技术领域摩擦，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

美国对我国将形成长期限制态势，国际技术合作与交流将明显低于过去三、四十年的水平。因此，本文

也将考虑存在技术摩擦的情形，即下调技术溢出与自我创新参数0.5-0.75个百分点。在进行预测时，美

表1 我国可比的开放经济体

经济体

中国

日本

新加坡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韩国

年份

2018

1953

1969

1953

1977

1982

相对人均GDP

0.237

0.233

0.245

0.239

0.238

0.233

注：数据来源于麦迪逊数据库（Maddison 2020）；我国的数据未统计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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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稳态的人均GDP可以根据美国历史数据直接设定，以作为不同情形分析的基础。本文选取两个代表

性阶段：二战后到最近（1961-2018年），美国人均GDP平均增速为2.00%；近五年（2014-2019年），美国人

均GDP平均增速为1.8%。因此，本报告设定三种情形进行分析：高增长、高溢出（美国人均GDP增长率

为2%，溢出指数为0.8）；高增长、低溢出（美国人均GDP增长率为2%，溢出指数为0.75）和低增长、低溢

出（美国人均GDP增长率为1.8%，溢出指数为0.75）。

在给定美国稳态人均GDP增长率和开放条件下技术溢出与自我创新参数的情况下，结合麦迪逊数

据库中2018年中美人均GDP的初始值，可以测算到2035年不同情形下我国人均GDP的增长率。表2报

告了2021-2025年间我国人均GDP的潜在增长率。结果显示，在高增长、高溢出的高情形下，我国的人

均GDP增长率将从2021年的6.0%逐渐下降为2025年的5.3%；中等情形下，我国的人均GDP增长率将

从2021年的5.6%逐渐下降为2025年的5.1%；低情形下，我国人均GDP增长率将从2021年的5.0%逐渐

下降为2025年的4.6%。

（二）“十四五”时期不同情形下中国GDP潜在增长率

GDP潜在增长率可以分解为人均GDP增长率和总人口增长率之和。本研究的人口的预测数据来

自联合国人口展望数据库。考虑到目前我国适龄人口的低生育意愿，我们以低生育率下的人口总量作

为“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口增长率的测算依据。可以确定的是，老龄化导致的总人口下降，将逐渐成为我

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挑战。

通过加总人均GDP潜在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可以得到不同情形下我国未来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预

测。表 3 的结果显示，在高情形下，我国潜在 GDP 增长率将从 2021 年的 6.2% 逐渐下降至 2025 年的

5.3%；在中情形下，我国潜在GDP增长率将从 2021年的 5.8%逐渐下降至 2035年的 5.1%；在低情形下，

我国潜在GDP增长率将从2021年的5.3%逐渐下降为2035年的4.6%。

三、继续扩大开放对中国经济绩效的重要意义

对外开放是发展中国家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的前提条件。诸多研究表明，对外贸易和吸收投资

表 2 中国潜在人均GDP增长率: 2021-2025年（%）

情形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高情形

高增长、高溢出

6.0

5.8

5.6

5.5

5.3

中情形

高增长、低溢出

5.6

5.4

5.3

5.2

5.1

低情形

低增长、低溢出

5.0

4.9

4.8

4.7

4.6

注：数据来源于麦迪逊数据库（Maddison 2020）。

表 3 中国GDP潜在增长率: 2021-2025年（%）

情形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高情形

高增长、高溢出

6.2

6.0

5.7

5.5

5.3

中情形

高增长、低溢出

5.8

5.6

5.4

5.2

5.1

低情形

低增长、低溢出

5.3

5.1

4.9

4.8

4.6

注：数据来源于麦迪逊数据库（Maddiso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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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对提升国内就业［13］（P212-268）、工资水平［14］（P1695-1725）、要素再配置的效率［15］（P1-20）以及技术

升级［16］（P87-117）有显著效果。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起步和腾飞，离不开在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投资分工体

系中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而在贸易与投资过程中，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和知识溢出直接影

响着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与收敛能力，进而有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中经济增长的效率。

（一）开放经济体的经济表现与收敛特征

为直观检验开放政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我们借鉴Sachs-Warner 分类标准［17］（P1-95），根据贸易及

相关政策将1980-2010年间113个经济体分为开放经济体和封闭经济体。值得注意的是，1978年后我国

实施了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经济政策，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后，我国逐渐成为国际市场上重要的贸

易伙伴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国。鉴于此，我们将这一阶段也视作开放状态。

图1清晰地展示了开放经济体和封闭经济体的增长绩效。横轴是1980年的人均GDP（以2011年的

国际元衡量，以美元计价），纵轴是1980-2010年间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可以发现，开放经济体基本

上分布在右上方边缘。这表明，在多数情况下，初始阶段发展水平相当而在随后30年中实行对外开放政

策的经济体，其经济增速显著高于采取封闭政策的经济体。我国在此期间的经济绩效更加显著。根据

Maddison 2018 的数据，我国 1980 年人均 GDP 为 1539 美元，随后 30 年间，我国人均 GDP 年均增长达

6.2%。

图1 113个经济体的人均GDP与增长率

注：数据来源于麦迪逊数据库（Maddison 2020）；本图由作者绘制。

进一步来看，成功实现跨越的高收入国家的历史数据展现出非常明显的增长收敛特征，即初始阶段

人均收入水平越低的开放经济体，由于起点相对较低，随后的经济增长速度越高。为更清楚地说明这一

点，我们选择了5个亚洲开放经济体（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和14个欧洲开放经济体

（爱尔兰、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瑞士、英国和西班牙），在更

长的时间维度上描述了1960年的初始发展水平与随后50年经济增速的关系，发现增长收敛的特征仍然

显著（如图2）。

图2显示了与上图相似的经济收敛的特征事实。在开放政策等条件下，低收入的经济体会逐渐向高

收入经济体收敛。1960年人均GDP越低的经济体，在随后50年的开放发展中，按人均GDP衡量的经济

增速越高。向右下方倾斜曲线也表明，存在使得开放经济体之间的人均收入和增长率相互收敛与趋同

的内在经济力量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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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后，我国经济体系开始逐渐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而20世纪5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基

本上采取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并对西方国家采取了相对封闭的政策。由于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

用，计划体制下虽经济体系得以建立，但其中资源配置扭曲导致经济效率低下，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不

断上升。图3展示了改革开放前后中美人均GDP（取对数）的差距变化情况：1950-1978年间，我国的人

均GDP年均增长约3%，与美国人均GDP增速没有明显差别。然而，改革开放后至2014年，我国的人均

GDP年均增速超过6%。尤其是2000年后，我国人均GDP与美国的差距呈现加快缩小的趋势。

注：图2、图3数据来源于麦迪逊数据库（Maddison 2020）；本图由作者绘制。

（二）增长收敛回归

为更加规范地检验开放的重要性，以及何种形式的开放对增长收敛更有效果，在经典增长理论的实

证研究基础上［18］（P407-441）［19］（P223-251）［20］（P1-26），我们设定如下增长收敛模型：

GR8010 i = αGDPPC80 i + βOPEN80 i + γOPEN80 i × GDPPC80 i + ΠXi + ϵi
其中GR8010 i为经济体 i在 1980-2010年的 30年间的人均实际GDP平均增速。GDPPC80 i为经济体 i在
1980年的人均GDP，表示各经济体初始的人均收入水平；OPEN80 i经济体 i在1980年实施的贸易或金融

开放政策，1 表示开放，0 表示封闭。Trade Open_1980 表示经济体 1980 年实施的贸易政策，CA Open_

1980表示经济体1980年实施的金融开放政策。交互项OPEN80 i × GDPPC80 i衡量了开放经济体的增长

收敛性；Xi表示影响长期经济平均增长的其他控制变量，如初始的中小学入学率、以政府消费占GDP比

例衡量的政府规模、以资本品价格与各国平均水平的偏差表示的价格扭曲程度、以政治稳定性表示的制

度环境等。其中人均GDP、人均GDP增长率、中小学入学率、政府消费占GDP比例来自世界银行WDI

数据库，贸易开放政策来自Sachs和Warner，金融开放政策来自Chinn-Ito的KAOPEN指数［21］，政治稳定

性来自世界银行政府治理数据库。

表4报告了增长收敛模型的基本回归结果。前三列分别引入了初始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初始

贸易开放状态以及初始人均实际GDP和初始贸易开放状态的交互项。第（3）列结果显示，初始贸易开放

状态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采取贸易开放政策的经济体，随后30年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要显著

高于采取贸易封闭政策的经济体；初始人均实际GDP和初始贸易开放状态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

负，说明开放经济体表现出增长收敛的特征，即初始的人均GDP越低，随后的人均GDP增长率越高。第

（4）列加入了初始的资本项目开放状态及其与初始人均实际GDP的交互项，以考察金融开放是否会显著

影响经济体的增长绩效和增长收敛。结果显示，这两项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

 
图2 19个高收入经济体开放经济体的收敛规律

 

图3 中美人均GDP（取对数），1950-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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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响中国“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长绩效的重要因素
已有研究已经识别了一些经济从贫穷向富裕收敛的相关因素。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存

量的增加和城市化率的提高会显著提升追随经济体吸收来自领先经济体的知识溢出、接受技术转移从

而提升自身自主创新的能力。少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估计参数显著为负，说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

情况下，这两个比例上升会降低追随经济体吸收和掌握来自领先经济体知识和技术的能力。

除了人口结构，人力资本和城市化进程是人们讨论最多的两个因素。尽管人力资本和城市化之间

是相关的，但是二者之间有明确的不同含义。人力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衡量的是经济体中劳动力

的质量，如劳动力的知识储备、生产技能和管理经验等，而城市化进程衡量的是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

移的过程中信息和知识的聚集效应。

人力资本通常用相应的受教育年限来衡量［22］（P32-52）。对于追赶经济体而言，人力资本越多，接受

表4 增长收敛回归: 开放对增长绩效重要性

变量

GDPPC80

Trade Open_1980

Trade Open_1980×GDPPC80

CA Open_1980

CA Open_1980×GDPPC80

小学入学率（1980年）

中学入学率（1980年）

政府规模

资本品价格偏差

政府稳定性

观测值

R2

与贸易封闭经济体相比，贸易开放经济体的经济绩效

GR8010

（1）

-0.936***
（0.339）

0.009
（0.010）

0.034***
（0.010）

-0.059
（0.047）

-0.582**
（0.225）

0.904***
（0.222）

67

0.374

-

（2）

-1.062***
（0.283）

1.623***
（0.491）

0.011
（0.010）

0.024***
（0.009）

-0.071
（0.045）

-0.399**
（0.196）

0.564***
（0.204）

67

0.474

1.623***

（3）

-0.378
（0.375）

16.242***
（3.987）

-1.611***
（0.436）

-0.005
（0.010）

0.031***
（0.007）

-0.077**
（0.033）

-0.299*
（0.178）

0.444**
（0.191）

67

0.593

2.207***

（4）

-0.387
（0.466）

16.065***
（3.913）

-1.590***
（0.427）

0.692
（4.019）

-0.072
（0.460）

-0.005
（0.012）

0.032***
（0.008）

-0.076**
（0.034）

-0.277
（0.191）

0.416*
（0.236）

66

0.590

2.213***

注：被解释变量: 67个经济体1980-2010年间平均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控制变量：GDPPC80（取对数的初始人均实际GDP）；Trade Open_

1980（初始的贸易开放状态），开放为1，封闭为0；CA Open_1980（初始的资本项目开放状态），开放为1，封闭为0；反映初始人力资本水平的小学入

学率和中学入学率；政府规模；反映价格扭曲程度的资本品价格偏差；反映制度环境的政府稳定性。“***”“**”“*”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

上显著。

以上实证分析表明，相对于金融开放，贸易开放是经济体增长绩效和增长收敛更为显著的影响因

素。以第（4）列为例，与贸易封闭经济体相比，贸易开放使得开放经济体的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比采

取封闭政策的经济体平均高出2.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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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移所需要的交流能力就越强，吸收适宜技术进而研发创新所需要的知识存量就越多。经验表明，

城市是信息和知识的交流中心以及技术资金的流入中心。除了国内劳动力转移的其他障碍之外（如我

国的户口制度），需要必要的人力资本积累才能使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长期稳定下来。

因此，城市人口的集中和劳动力的质量，对于采取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实现顺利追赶具有重要意

义。然而，现实情况下，大部分人口或就业通常分布在农村地区，而农业又属于低技术部门，大量人口从

事农业生产阻碍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之初，82%的人口聚集在农村，当时我国的

人力资本仅为美国的49.3%、日本的55%。发展中国家采取对外开放政策后，城市就逐渐成为吸引外商

直接投资和外部先进知识和技术的中心。在此过程中，教育体系的改善将有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

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图4和图5分别用113个经济体的数据展示了城市化与取对数的人均GDP，以

及人力资本与取对数的人均GDP的关系。这两幅图表明，高收入经济体均具有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和

城市化率，然而低收入经济体则相反，面临较低的人力资本和城市化率。201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和人

力资本在样本数据中处于中等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我国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政策下，未来实现高

质量增长的潜力仍然较大。

图4 2018年城镇化与人均GDP（取对数）的关系

注：数据来源于麦迪逊数据库（Maddison 2020）、Penn World Table（PWT 9.0）、WDI；本图由作者绘制。

图5 人力资本与人均GDP（2018年）

注：数据来源于麦迪逊数据库（Maddison 2020）、Penn World Table（PWT 9.0）；本图由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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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估计方法是利用开放经济体的增长收敛理论估计我国“十四五”时期人均GDP增长率，并结

合根据我国人口结构特征预测的人口增长数据，测算这一时期我国的GDP潜在增长率。根据模型预测，

高情形下，我国潜在GDP增长率将从6.2%逐渐下降至5.3%；中情形下，潜在GDP增长率将从5.8%逐渐

下降至5.1%；低情形下，潜在GDP增长率将从5.3%逐渐下降为4.6%。

本文阐述了对外开放对发展中国家实现成功追赶的重要意义。增长的理论和经验均表明，对外开

放是发展中国家成功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前提条件。开放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和开

展对外合作交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接触领先经济体先进知识、技术转移和溢出的机会，并有利于提

升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这些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至关重要。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也应加

强自身知识产权保护，积极营造有利于鼓励创新和技术转移的制度环境。此外，城市化进程、人力资本

的积累对于提高追随经济体赶超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我们认为，本文的分析和结果，特别是对于中国和

其他采取开放政策的转型经济体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

首先，进一步开放和改革国内市场，对于未来几十年中国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顺利步入高

收入经济体行列至关重要。由于中国的市场结构和制度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别，中国在进

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和对外开展业务的过程中，更应利用和遵守国际市场规则和实践。在对外开放过程

中，更要加强知识产权和私有产权保护，积极营造有利于鼓励创新和技术转移的制度环境。

第二，人口老龄化将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增长的挑战和制约因素，应积极采取措施应对

老龄化冲击。中国的老龄化人口已经开始增长。联合国的预测数据显示，在中等生育率情形下，中国总

人口将从2030年开始下降。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中国的养老体系和社保体系的压力和负担将不断增

加，同时，也会阻碍人力资源的积累。考虑到当前下降的总和生育率和较低的生育意愿，应适时考虑全

面取消生育控制政策，并结合实际研究给予二孩以及以上家庭适当补贴。

第三，城市化和人力资本可成为推进高质量对外开放进程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双引擎”。建议以

“都市圈”发展为突破口加快城市化进程，充分发挥“都市圈”作为信息和知识汇集中心的引领作用和新

时期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作用。“十四五”时期应注重释放核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形成核心城市带动、周边

小城市和小城镇联动的良性都市圈发展局面。人力资本的增长和聚集，离不开城市化进程中教育水平

的提高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在加大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投入、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中国也应注

重消除人口转移和流动的成本与障碍，促进教育及其他资源的合理流动以及跨地区的配置效率，为提升

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动力提供智力支持与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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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Convergence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China's
Economy in the 14th FYP

Huang Yiping，Wang Xun，Hu Ju（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rade frictions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China’s economy in the context of aging popu‐

lation are important issues of major concerns among the academia and policy maker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trade openness and financial openness on growth convergence, and investigates

the growth prospects of Chinese economy in the 14th FYP period by employing a catch up model with technol‐

ogy spillovers. Projections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show that during 2021-2025 per capita GDP growth of

China will drop gradually from 5.5% to 5.0%, and potential GDP growth will gradually decrease from 5.8%

to 5.0% due to the aging population which leads to a negativ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Moreover, we find that

trade openness, rather than financial openness is a precondition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have a successful

convergence of high-income economies. While aging population is becoming a major challenge, accumula‐

tion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urbanization will promote the ability of economic conver‐

gence for China. China will further open and reform internal markets, take active 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aging population, and make good use of urbanization and human capital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conomy.

Key words Chinese economy；trade openness；financial openness；growth conv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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