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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４０多年经济

结构转型和跨国历史经验，对中国未来的产业结构转型和细分行业的生产率收敛进

行估计，预测２０３０年不同场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率。结果显示，２０３０年中国经济

增长率预计将保持在３．９％—４．５％的 健 康 水 平。随 着 中 国 进 入 后 工 业 化 时 期，劳

动力从工业持续流入服务业，将削弱部门间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较高的

高技能服务业和高技 术 制 造 业 收 敛 速 度 将 成 为 新 增 长 动 能，有 助 于 提 高 经 济 增 长

率。这为中国积极应对当下世界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

供了新的政策视野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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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在４０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取得了巨大的

经济成就。但是，在经过长期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性调整、全球经济

复苏乏力、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以及地缘政治和贸易、科技保护主义急剧上升等内

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中，长期经济增长面临复杂多变的不确定性风险。作为宏观经济

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前提条件，准确估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关系到能否科学确定

实际经济发展目标，尤其是 “十四五”时期国家重大战略规划的制定，并以此制定

恰当的宏观政策。自２０１０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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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上升，相关经济目标和政策制定，也对世界经济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对

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评估具有世界意义。

面对剧烈的外部环境变化和急剧上升的不确定性，本文从中国自身经济结构变

化入手，参照国际经验，探寻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发展趋势。我们观察到，影响

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评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变化。

先是农 业 在 ＧＤＰ中 的 占 比 下 降，从２０世 纪５０年 代 初 的５０％下 降 到１９７８年 的

２８．４％，２０１２年进一步降至１０．１％。① ２０１２年 以 来，中 国 经 济 结 构 又 经 历 了 两 个

主要转变。第一，中国经济向服务业转型。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中国工业的增加值比重

下降约６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上升８个百分点。②第二，工业和服务业内部

出现结构转型。中国工业内部正在从低附加值行业向高附加值行业转型，高技术制

造业的比重从１９８０年的２４％增加到２０１５年的５４％；在服务业内部，高技能服务业

的比重从１９８０年的３６％增加到２０１６年的４６％。③ 从世界范围看，生产力发展结构

变化都呈现产业内变化特征，工业部门内不同行业的生产率存在显著差异，④ 服务

业部门内不同行业也存在相当大的异质性。⑤ 因此，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内部的结构

升级，是研究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现有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尤其是国外的研究，多关注中国整体经济，其作

为世界整体样本中的个例分析，未能明细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变化，这显然是不够

的。一方面，中国经济经历了剧烈的结构变化，不同行业或部门可能具有不同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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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趋势。仅关注整体经济，无法探究行业或部门层面的经济增长动力，也无法指导

制定行业政策。另一方面，在外部环境剧烈变化的时候，面对新时代主要矛盾，从

中国的实际出发，探讨中国未来经济结构变化所推动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助于继

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实现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因此，本文分别运用部门和行业层面的收敛模型，对中国潜在经济增

长率进行预测，试图在研究方法的三个方面提出创意。

第一，在部门层面和行业层面，重新估计劳动生产率的收敛程度。利用不同的

跨国数据样本，分别估计工业和服务业以及二者内部细分行业的收敛系数。结果表

明，工业、服务业及其内部细分行业均存在无条件收敛，且收敛系数存在结构性差

异。工业的收敛系数大于服务业的收敛系数。工业内部高技术制造业收敛系数高于

低技术制造业收敛系数，但高技能服务业和低技能服务业的收敛系数相当。

第二，根据收敛系数估计，预测与收敛系数相对应的不同情景下，中国经济增长

率的发展趋势，考察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间的转型。结果表明，到２０３０年，

中国经济增长率或将收敛于３．９％—４．５％。总劳动生产率分解的结果进一步表明，未

来劳动力从工业部门的流出，将对经济增长造成下行压力，减弱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

出对经济增长的提振作用，最终使经济结构变化对总体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减弱。

第三，以上预测框架同时涵盖了部门内的结构转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

工业和服务业内部的产业升级，特别是较快提升高技能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收

敛速度，将提高未来经济增长率。在服务业内部，高技能和低技能服务业之间的劳

动生产率差异越大，其内部转型对经济增长率的提振作用就越大。

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本文的新进展如下。一是对部门和行业层

面的收敛性进行了重新估计和梳理。现有文献较少从行业层面研究经济的收敛性，

对工业和服务业的收敛性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议。本文利用包含９６个国家的全球样

本和２５个国家的发达经济体样本，估计工业和服务业的收敛性，是对文献中行业层

面收敛性的重要补充。

二是提供基于产业结构转型、数据较全面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预测。本文潜在经

济增长率的预测基于国际比较和无条件收敛，在正常情况下具有一般意义。预测值

介于文献中基于全球均值回归平均经验的预测值，与基于亚洲小样本历史经验的预

测值之间。

三是为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预测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结构性视角，具有政策意

义。本文研究表明，在中国宏观结构转型中，需要平衡后工业化时期劳动生产率的

提升、部门劳动生产率的不同收敛程度以及部门内结构转型的动态变化，政策制定

需要特别重视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提振作用。

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二部分讨论收敛框架的适用

性以及预测思路，构建基于收 敛 的 经 济 增 长 率 预 测 模 型。第 三 部 分 介 绍 数 据 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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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估计数据收敛性。第四部分计算不同部门２０１９—２０３０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并

结合各行业的就业占比及劳动力增长率，预测经济增长率的发展趋势。第五部分考

察部门内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率预测的影响。最后为结论与启示。

一、文献综述

对于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有些学者基于增长的收敛框架，选取不同的样本，

对跨国数据中的收敛进行实证检验或对照，并基于检验和对照的结果，预测中国的潜

在经济增长率。选取样本的不同通常会得到不同的结论。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和Ｓｕｍｍｅｒｓ考察中

国经济增长率的均值回归以及收敛程度，预测中国经济增长率将在２０１３—２０２３年和

２０２３—２０３３年分别降至５．０１％和３．２８％。① Ｂａｒｒｏ假设中国遵从跨国样本中８９个国

家的收敛经验，基于这些国家的有条件收敛估计值，曾经预测中国经济２０１５年的增

长率为３．５％。② 参考亚洲国家的增长和收敛的历史经验，Ｌｉｎ等认为，中国可以实

现７％—８％的经 济 增 长。③ 白 重 恩 和 张 琼 利 用 可 比 经 济 体，预 测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率

２０３０年 和２０５０年 分 别 降 至４．８２％和２．９８％。④ 世 界 银 行 预 测，中 国 经 济 增 长 率

２０３０年降低至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经济增长率２０２４年为５．５％。⑤

另有学者从供给侧具体的生产函数出发，通过增长核算来估计经济增长率。典

型的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Ｙ＝ＡＫα （ｈＬ）１－α。其中Ｙ、Ａ、Ｋ、ｈ和

Ｌ分别为ＧＤＰ、全要素生产率、资 本、人 力 资 本 以 及 劳 动 力。通 过 估 算 人 均ＧＤＰ
增长率及劳动力增长率，得到经济增长率。设ｙ＝Ｙ／ｈＬ以及ｋ＝Ｋ／ｈＬ，则ｇｙ＝ｇ＋

αｇｋ，其中ｇｙ、ｇ、ｇｋ 和α分别为人均ＧＤＰ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资本

增长率以及资本收入占比。ＧＤＰ增长率则为人均ＧＤＰ增速和劳动力增速之和，即

ｇＹ＝ｇｙ＋ｇｈＬ。陆旸和蔡昉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考虑人口变化对劳动力投

入和投资的影响，估计中国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和２０２６—２０３０年潜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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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率分别为６．７％、５．９５％和５．４７％。鉴于不同的生育政策、劳动参与率变化、

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潜在经济增长率将提高１—２个百分点。①

还有学者侧重需求侧构建模型，并从其他宏观指标 （如通货膨胀、失业率和信

贷）中提取信息，通过测算潜在产出缺口，得出潜在产出。模型既可是完整的动态随

机一般均衡模型，也可是符合菲利普斯曲线和奥肯定律的简化模型。以后者为例，产

出缺口与失业率为 （珚Ｙ－Ｙ）／珚Ｙ＝ｃ（ｕ－珔ｕ）。其中，珚Ｙ为潜在ＧＤＰ，Ｙ为实际数据中

的ＧＤＰ，ｕ和珔ｕ为失业率和自然失业率。因产出缺口和自然失业率较难估计，普遍使

用的估计方程多利用产出和失业率的变化，即ΔＹ／Ｙ＝ｋ－ｃΔｕ来估计ｃ，进而估算经

济增长率。部分研究采用一系列方法确保不同模型的稳健性。②

对于产业结构预测，上述三种方法中，基于需求侧的研究主要从宏观数据和模型

出发，不适合结构分析。即使菲利普斯曲线或奥肯定律的简化模型，模型中的关键变

量 “中国的失业率”也存在度量问题。基于增长核算的研究尽管可对分行业生产函数

分别进行假设，通过一定的生产函数方程在行业层面加总，但引入的假设更多，加总

问题也较为突出。而基于收敛的预测方法较为灵活，适用性强，但需要对分行业的收

敛性质及程度进行检验，并考虑样本选择问题。本文采用收敛框架，采用多个数据来

源，构建不同的样本，分别考察工业和服务业收敛的稳健性，以克服样本选择问题。

二、基于收敛的预测模型

（一）经济增长率收敛的理论

经济增长率的收敛通常指不同的经济体初始条件 （人均收入、人均产出）与其

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具有的负相关关系。即初始收入水平较低的经济体，比初始收入

水平高的经济体具有更高的增长速度，导致前者初始条件与后者的差异不断削弱的

过程。收敛通常具有多种形式。按照收敛的条件，可分为无条件收敛和有条件收敛。

如果所有经济体收敛于一个相同的稳态，且收敛过程与国别因素无关，则为无条件

收敛。如果稳态水平因国家条件的不同而不同，经济增长率的收敛将受到该国条件

的影响，即为有条件收敛。按照收敛的形式，又可分为β收敛、σ收敛和俱乐部收

敛。β收敛考察一国经济增长率与收入水平以及其他条件之间的关系。σ收敛主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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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跨国的收入分布。俱乐部收敛认为，某些具有相似条件的国家集团或区域内部存

在有条件收敛，而在这些国家集团或区域之间则不存在收敛。本文关注中国单个国

家的潜在经济水平，主要分析β收敛。

不同的理论经常得出不同的收敛结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通常暗含无条件收

敛。在标准的新古典Ｓｏｌｏｗ－Ｓｗａｎ模型中，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使得一国经济增

长率收敛于某一稳态水平。技术和储蓄率是外生的。劳均资本 （ｋ＝Ｋ／Ｌ）的增长率

为ｇｋ＝ｓｆ（ｋ）／ｋ－δ，其中ｆ（ｋ）为生产方程，δ为折旧率，ｓ为储蓄率。资本的边

际收益递减意味着，ｆ（ｋ）／ｋ随着ｋ增大而减小，ｇｋ 也不断减小，直至达到稳态。

此时，ｇｋ＝０，ｓｆ（ｋ）／ｋ＝δ。长期的经济增长率与经济体的其他初始条件无关。

更一般地，在增长模型中，生产通常被假设为物质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

率的函数，即Ｙ＝ＡＦ （Ｋ，ｈＬ）。其中，Ｙ为产出，Ａ为全要素生产率，Ｋ为物质

资本存量，ｈ为每单位劳动力的人力资本，Ｌ为劳动力。生产方程通常被假设为规

模报酬不变，因此人均产出可表示为ｙ＝ＡＦ （ｋ，ｈ），其中ｙ＝Ｙ／Ｌ，ｋ＝Ｋ／Ｌ。如

果假设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是边际收益递减，且全要素生产率Ａ对所有国家具有

共同的增长率ｇＡ，此时劳均资本ｇｋ＝ｓｆ（ｋ）／ｋ－δ－ｇＡ，与 基 础 的Ｓｏｌｏｗ－Ｓｗａｎ
相同，长期的增长率与一国的初始条件无关。

内生增长模型放弃了技术进步的外生假定。例如，在Ａｇｈｉｏｎ模型①中，技术进步

率Ａ简化为技术进步至前沿的距离以及自身Ｒ＆Ｄ活动的函数，即Ａ＝λφ（Ａ
ｍａｘ－Ａ）。

其中，Ａｍａｘ为技术前沿的生产率水平，λ为Ｒ＆Ｄ活动的生产率水平，φ为Ｒ＆Ｄ强

度。一国的技术进步率取决于与前沿国家的距离 （Ａｍａｘ－Ａ）。令ａ＝Ａ／Ａｍａｘ，劳均

资本ｋ的增速取决于与前沿国家的距离和本国的Ｒ＆Ｄ活动，具体为ｇｋ＝ｓｆ（ｋ）／ｋ－

δ－λφ （ａ
－１－１）。在技术从前沿国家向后发国家扩散的过程中，更强的技术扩散程

度或后发国家效率更高的创新和研发活动，均将提高劳均资本和产出的增长率。收

敛呈现俱乐部收敛特征：对于那些具有相似创新环境的国家，如具有相似的产权保

护制度，将呈现相似的收敛特征。

（二）经济增长率收敛的实证

现有实证文献多使用跨国横截面数据，检验无 （有）条件的β收敛系数。这些

检验利用对数化形式的新古典模型，设定如下基础性检验模型：

　　^ｙｔ＝α＋βｌｎｙｔ－τ＋εｔ （１）

其中，ｙｔ－τ为初始ｔ－τ的人均收入 （或人均产出、劳动生产率）水平，^ｙｔ 为ｔ
期到ｔ－τ期年均增长率，β为无条件收敛速度。若β＜０，则存在无条件收敛。Ｂａｒ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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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Ｍａｎｋｉｗ等拓展了基础性收敛检验，① 加入影响经济增长稳态的变量Ｘ，如物

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速度、人口增长率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变量。② 即有：

　　^ｙｔ＝α＋βｌｎｙｔ－τ＋λ′Ｘ＋εｔ （２）

现有研究表明，对于一个经济整体，收敛的β系数通常每年约为２％。③

本文关注行业层面的收敛性。行业收敛性的研究相对较少，其中影响较大的是

Ｒｏｄｒｉｋ利用ＩＮＤＳＴＡＴ２和ＩＮＤＳＴＡＴ４的调查数据，研究１１８个国家制造业劳动生

产率的收敛性。④ 在他的研究中，分行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可估计为：

　　^ｙｉｊｔ＝βｌｎｙｉｊｔ－τ＋Ｄｉｔ＋Ｄｊ＋εｉｊｔ （３）

其中，^ｙｉｊｔ为行业ｉ国家ｊ在ｔ－τ至ｔ年间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ｙｉｊｔ－τ为该

行业的初始劳动生产率水平，Ｄｉｔ为行业—时期固定效应，Ｄｊ 为国家固定效应。国家

固定效应控制了那些不随时间变化的国家初始条件，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

如法制环境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等。无国家固定效应时，收敛为无条件收敛。Ｒｏｄｒｉｋ的

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细分行业层面，制造业表现出非常强的无条件收敛特征。

关于服务业的收敛性，现有文献尚未达成共识，不同国家的样本得出的结论不

同。Ｂｅｒｎａｒｄ和Ｊｏｎｅｓ曾用ＯＥＣＤ国家样本，发现服务业是一国生产率水平收敛的主要

因素。⑤ 在其他国家的样本研究中，Ｄｅ　Ｖｒｉｅｓ等使用ＧＧＤＣ　１０－Ｓｅｃｔｏｒ数据库发现，

非洲和拉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不断滞后于技术前沿。⑥ Ｐａｒ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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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ｉｃ　Ｇａｉｎｓ，Ｄｙｎａｍｉｃ　Ｌｏｓｓｅ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５１，ｎｏ．６，

２０１５，ｐｐ．６７４－６８８．



Ｓｈｉｎ对亚洲１２个经济体的研究发现，除韩国和泰国外，大部分亚洲国家的服务业

与制造业具有彼此相当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且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服务业劳动

生产率增长率越高。① 在最近的研究中，Ｋｉｎｆｅｍｉｃｈａｅｌ和 Ｍｏｒｓｈｅｄ构建了９５个国家

服务业分行业样本，发现服务业存在无条件收敛。②

（三）预测思路和框架

关于中国的行业收敛，工业和服务业收敛的速度与未来遵循的路径有很大关系，

具体包括两种可能的场景。在第一个场景中，中国收敛速度较低，接近全球样本的

平均收敛速度。由于全球样本 包 含 了 拉 美、非 洲 等 增 长 收 敛 较 慢 或 无 收 敛 的 国 家，

从逻辑上看，全球样本的平均收敛速度，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最低参考

值。在第二个场景，中国的未来分行业劳动生产率也可能快速收敛，逐步跨越中等

收入陷阱，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此时中国的收敛路径将与发达经济体的历史经验接

近，这是上限参考值。两种情况对应不同的收敛参数。③

在应用收敛框架时，本文采用无条件收敛框架对收敛速度进行估计。第一，本

文主要探讨国际比较基础上的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率。无条件收敛可以为中国未来经

济增长提供基于国际比较，且不受国别因素影响的 “潜在”增长率水平，以作为判

断宏观经济增长政策实行效果的一个基准。第二，从技术来说，有条件收敛涉及国

别影响因素的识别及估计，在式 （２）中具体表现为国家固定效应的估计。但国家固

定效应通常难以精确预测。第三，即使可以进行预测，国家固定效应的存在，会削

弱收敛对经济增长率预测的解释力。因为经济增长动力部分来自国家固定效应，而

这包含所有不随时间变化的国别因素影响，无法明确解释其来源。

具体的预测思路如下。根据数据可得性，对不同样本下分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收

敛速度，按照式 （３）分别估计，加入行业固定效应和时期效应，以分别控制不随时

间变化的行业固定特征，以及特定时期的宏观政策。并根据估计出的历史收敛速度，

预测不同情景下中国分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具体预测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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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Ｄ．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Ｋ．Ｓｈｉｎ，“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　Ａｓｉａ：Ｉｓ　Ｉｔ　ａｎ　Ｅｎｇｉｎ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ＡＤＢ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３２２，２０１２．
Ｂ．Ｋｉｎｆｅ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ｎｄ　Ａ．Ｋ．Ｍ．Ｍｏｒｓｈｅｄ，“Ｕ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ｃｔｏｒ，”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５９，２０１９，ｐｐ．２１７－２２９．
现有研究大多认为，跨国间的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巨大，被视为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

之一。参见Ｆ．Ｃａｓｅｌｌｉ，“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０８２８，２００４；Ｄ．Ｒｅｓｔｕｃｃｉａ，Ｄ．Ｔ．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Ｘ．Ｚｈｕ，“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
５５，ｎｏ．２，２００８，ｐｐ．２３４－２５０；Ｄ．Ｇｏｌｌｉｎ，Ｄ．Ｌａｇａｋｏｓ　ａｎｄ　Ｍ．Ｅ．Ｗａｕｇｈ，“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０４，ｎｏ．５，

２０１４，ｐｐ．１６５－１７０．我们缺少足够稳健的证据或文献，以支持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假设。



　　^ｙｆ，中国
ｉｔ ＝^ｙｆ，前沿

ｉｔ ＋β（ｌｎｙ
ｆ，中国
ｉｔ－１ －ｌｎｙｆ，前沿

ｉｔ－１ ）＋ｚ中国
ｉｔ （４）

其中，ｆ为预测值，ｉ仍为行业，最后一项ｚ中国
ｉｔ 汇总固定效应。按照收敛的实证估

计模型，在不包含行业固定效应和时期固定效应的情况下，ｚ中国
ｉｔ ＝Ｄｆ，中国

ｉｔ －Ｄｆ，前沿
ｉｔ ＋

Ｄｆ，中国－Ｄｆ，前沿。其 中，Ｄｆ，中国
ｉｔ －Ｄｆ，前沿

ｉｔ 和 Ｄｆ，中国－Ｄｆ，前沿，分 别 为 中 国 与 前 沿 国 家 行

业—时期固定效应的差值以及国家固定效应的差值。行业—时期固定效应对所有国

家均相同，因此Ｄｆ，中国
ｉｔ －Ｄｆ，前沿

ｉｔ 为零。在无条件收敛下，分行业劳动率增长率的变化

与国家特征无关，国家固定效应的差值为零。行业固定效应和时期效应对所有国家

相同。上述公式最终转化为：

　　^ｙｆ，中国
ｉｔ ＝^ｙｆ，前沿

ｉｔ ＋β（ｌｎｙ
ｆ，中国
ｉｔ－１ －ｌｎｙｆ，前沿

ｉｔ－１ ） （５）

中国行业ｉ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取决于其与前沿国家的距离，以及前沿国家

该行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由式 （６）进行预测：

　　 Ｙ^ｆ，中国
ｔ ＝∑

ｎ

ｉ＝１
ｙ^ｆ，中国
ｉｔ σｆ，中国

ｉｔ ＋^ｌｆ，中国
ｔ （６）

其中，Ｙ^ｆ，中国
ｔ 为中国经济增长率 （ＧＤＰ增长率），σｆ，中国

ｉｔ 为行业ｉ在时间ｔ的就业

占比预测值，^ｌｆ，中国
ｔ 为中国在时间ｔ的劳动力增长率预测值。

三、数据来源和估计

按照前文对收敛框架适用性的讨论以及预测思路和框架，下面分别构建两个样

本———全球样本和发达经济体样本。全球样本基本包含了所有主要国家。① 发达经

济体主要包括西欧经济体、美国和亚洲的韩国和日本。② 这两个样本可分别代表全

球所有主要国家和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收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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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全球国家 样 本 包 括 阿 尔 巴 尼 亚、捷 克、克 罗 地 亚、立 陶 宛、新 西 兰、瑞 典、阿 根 廷、
德国、匈牙利、卢森堡、阿曼、叙利亚、安 提 瓜 和 巴 布 达、丹 麦、印 度 尼 西 亚、拉 脱

维亚、巴基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奥地利、多米尼加、印度、摩洛哥、巴拿马、
泰国、比利时、厄瓜多尔、伊 朗、马 达 加 斯 加、秘 鲁、突 尼 斯、孟 加 拉 国、埃 及、冰

岛、墨西哥、菲律宾、土耳其、巴林、西班牙、以色列、马绍尔群岛、波兰、乌干达、
伯利兹、爱沙尼亚、意大利、马里、葡萄牙、乌拉圭、百慕大、埃塞俄比亚、牙买加、
蒙古、卡塔尔、美国、玻利维亚、芬兰、日本、毛里求斯、俄罗斯、委内瑞拉、不丹、
法国、柬埔寨、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越南、博茨瓦纳、英国、韩国、纳米比亚、塞内

加尔、瓦努阿图、瑞士、格鲁吉亚、科威特、尼日尔、新加坡、也门、智利、希腊、圣卢

西亚、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南非、哥斯达黎加、圭亚那、斯里兰卡、荷兰、塞尔维亚、
赞比亚、塞浦路斯、洪都拉斯、莱索托、挪威、斯洛文尼亚、津巴布韦。
发达经济体国家样本包括澳大利亚、法国、波兰、比利时、英国、葡萄牙、塞浦路斯、
希腊、斯洛伐克、捷克、爱尔兰、瑞典、德国、意大利、美国、丹麦、立陶宛、韩国、
西班牙、匈牙利、日本、爱沙尼亚、卢森堡、芬兰、荷兰。



关于具体数据来源，本文使用来自国际权威机构的数据库，以保证论证及计算

结 果 的 稳 健 性。全 球 样 本 使 用 的 资 料 来 自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ＵＮＳＤ）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ＬＯ），它们分别提供全球两百多个

国家的分行业增加值和就业数据，行业分类主要基于国际行业标准分类ＩＳＩＣ，分类

细致，适合估计分行业收敛性。发达经济体样本使用 Ｗｏｒｌｄ　ＫＬＥＭＳ数据库，主要

包含欧盟国家、美国和亚洲的日本和韩国等，数据库行业标准一致，时间连贯。①

关于数据处理，本文在国家—行业—年份层面匹配ＵＮＳＤ和ＩＬＯ数据库。对ＩＬＯ
数据的使用，保留分类较细的ＩＳＩＣ　Ｒｅｖ．３和ＩＳＩＣ　Ｒｅｖ．４行业标准，并将ＩＳＩＣ　Ｒｅｖ．４
统一转换成ＩＳＩＣ　Ｒｅｖ．３．１分类。对于ＵＮＳＤ数据中存在的多个国民账户分类标准以

及货币单位并存问题，保留最新的国民账户分类标准数据，其定义与ＩＳＩＣ　Ｒｅｖ．３和

ＩＳＩＣ　Ｒｅｖ．４更为接近。我们将实际增加值的基准年份统一为２０００年，并使用 ＷＤＩ的

名义汇率数据，将国内价格转换为美元计价。最终的全球样本包含９６个国家、１０个

服务业的面板数据。并选取每个国家最近１０年的可得数据，构建全球样本横截面数

据，样本时间为１９９３—２０１２年。该全球样本缺少细分制造业的数据，对于全球样本下

的制造业收敛，本文参考已有文献中被广泛使用的Ｒｏｄｒｉｋ估计值。

对于发达经济体样本，本文计算分行业以本币计价的实际劳动生产率，并将其

换算成以购买力平价计价的国际美元价格。以购买力平价计价的国际美元价格来自

ＷＤＩ。由于ＫＬＥＭＳ的国家数量较少，为了扩大样本量，本文分别构建１９７５—１９８５
年、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以及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的样本。最终样本为２５个国

家４个时间段、１３个服务行业和１３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②

按照式 （３），现分别对样本国家工业和服务业的收敛性进行估计 （见表１）。首

先，全球样本和发达经济体样本中，服务业的无条件收敛均成立。限于数据可得性，

制造业仅估计发达经济样本中的收敛速度。结果与Ｒｏｄｒｉｋ估计值一致，制造业的无条

件收敛成立。其次，与预期一致，全球样本的收敛速度低于发达经济体样本的收敛速

度。全球样本中的服务业无条件收敛的系数为－２．６％ （表１第１列）。在发达经济体

样本中，服务业无条件收敛系数约为－３．０％ （表１第５列），制造业收敛系数稳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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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主要数据具体来源为：全球样本 增 加 值、全 球 样 本 价 格 指 数 取 自 ＵＮＳＤ；全 球 样 本 就

业取自ＩＬＯ；名义汇率、实际国内价格和以ＰＰＰ计的价格指数的比值、中国各部门增

加值和就业取自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发达经济体样本增加值、发达经济体

样本 就 业 取 自 Ｗｏｒｌｄ　ＫＬＥＭ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前 沿 国 家 经 济 增 长 率 预 测 值 取 自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前 沿 国 家 就 业 预 测 值 取 自 Ｕ．Ｓ．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人口预测取自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中国细分工业增加值、中国细分工业就业、
中国细分工业价格指数取自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细分服务业增加值、中国细分服务

业就业、中国细分服务业价格指数取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和笔者计算。
由于不是每个国家的每个行业在四个时间段均有数据，样本最终总量为８０９个。



－４．２％左右。由于早期服务业贸易性程度较低，一国内部环境无法加速技术从前沿

向落 后 经 济 体 扩 散，导 致 早 期 服 务 业 的 收 敛 系 数 偏 低。除 全 球 样 本 的 早 期 样 本

（１９８５—２００５）外，加入国家固定效应后，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系数普遍有所提高。①

表１　不同样本的行业收敛情况②

部门 服务业 工业

样本

ＵＮＳＤ
ａｎｄ　ＩＬＯ

ＵＮＳＤ
ａｎｄ　ＩＬＯ

ＵＮＳＤ
ａｎｄ　ＩＬＯ

ＵＮＳＤ
ａｎｄ　ＩＬＯ

ＫＬＥＭＳ　 ＫＬＥＭＳ　 ＫＬＥＭＳ　 ＫＬＥＭ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对数化初始

劳动生产率
－０．０２６２＊＊＊

（０．００３１１）
－０．０５４８＊＊＊

（０．００６０６）
－０．０２２７＊＊＊

（０．００２９５）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０６４９）
－０．０２９５＊＊＊

（０．００４４３）
－０．０３５９＊＊＊

（０．００６６６）
－０．０４１８＊＊＊

（０．００６６１）
－０．０４３３＊＊＊

（０．００９３７）

常数项
０．２０７＊＊＊

（０．０６８６）
０．５０５＊＊＊

（０．０８１９）
０．３０７＊＊＊

（０．０４８９）
０．２４６＊＊＊

（０．０７３４）
０．３１６＊＊＊

（０．０４８４）
０．３８５＊＊＊

（０．０６８８）
０．４７４＊＊＊

（０．０７１４）
０．４８８＊＊＊

（０．１００）

国家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期×行业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段
１９９３—
２０１２

１９９３—
２０１２

１９８５—
２００５

１９８５—
２００５

１９７５—
２０１５

１９７５—
２０１５

１９７５—
２０１５

１９７５—
２０１５

国家数量 ９６　 ９６　 ７０　 ７０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观测值数量 ４０９　 ４０９　 １９６　 １９６　 ８０９　 ８０９　 ８００　 ８００

Ａｄｊ．Ｒ２　 ０．２０５　 ０．４０６　 ０．３３８　 ０．６１４　 ０．３７２　 ０．３９５　 ０．５１４　 ０．５５４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水平。③

表２和表３给出了细分 行 业 的 估 计 结 果。无 条 件 收 敛 在 细 分 行 业 层 面 普 遍 成

立，表明上述结果并非由某 些 特 定 行 业 所 致。全 球 样 本 中 除 其 他 服 务 业 之 外，技

能度较高的交通运输通信 行 业 和 金 融 业，具 有 较 高 的 无 条 件 收 敛 系 数。高 技 能 服

务业的收敛系数稍低于低技能服务业 （见表２）。教 育 和 房 地 产 及 商 务 服 务 业 可 能

是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在发 达 经 济 体 样 本 中，市 场 化 程 度 较 高 的 服 务 业 同 样 具

有较高的系数，金融、交通运 输 和 商 务 服 务 的 系 数 位 列 收 敛 的 第 一、第 二 和 第 四

·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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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国家固定效应控制了不随时间变化的国家特征。行业固定效应控制了影响各行业劳动

生产率增长的固定效应。时期固定效应主要控制了不同时期的宏观变量。时期×行业

固定效应控制了各时期不同的固定产业政策。
全球样本是最近十年期截面数据，与发达经济体的面板数据不同。由于数据可得性，全球

样本可得的更早期十年期数据观测值总数为１６，观测值过少，无法构建与发达经济体样

本具有比较意义的面板 数 据。因 此 在 第 （３）— （４）列，我 们 使 用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 以 及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两个时期的面板数据，以增加结果的稳健性，结果支持了服务业的收敛性。
由于ＫＬＥＭＳ数据部分国家缺失的细分行业不同，工业的总观测值与服务业总观测值

数量不一致。



位 （其他服务业除外）。在同一样本中，高技能服务业的收敛系数稍高于低技能服

务业 （见表２）。

表２　细分服务业行业的跨国收敛情况

ＵＮＳＤ　ａｎｄ　ＩＬＯ样本 ＫＬＥＭＳ样本

行业 系数 国家数量 行业 系数 国家数量

批发零售 －０．００９５６＊＊ ４３ 批发零售 －０．０２００＊＊＊ ２５

交通运输通信 －０．０２０３＊＊＊ ５０ 交通运输 －０．０４２１＊＊＊ ２５

住宿餐饮 －０．０１４０＊ ４１ 住宿餐饮 －０．０２００＊＊＊ ２５

信息技术 －０．０２７２＊＊＊ ２５

金融 －０．０１７０＊＊ ４４ 金融 －０．０４２５＊＊＊ ２５

房地产和商务服务 －０．０１４６　 ４２
房地产 －０．０２１１＊＊＊ ２５

商务服务 －０．０３６８＊＊＊ ２５

公共管理 －０．０１９１＊＊ ４８ 公共管理 －０．０１７３＊＊＊ ２５

教育 －０．０１２５＊＊ ３７ 教育 －０．０１４６＊＊＊ ２５

医疗卫生 －０．０１１３＊ ３８ 医疗卫生 －０．０３２４＊＊＊ ２５

文化娱乐 －０．０４００＊＊＊ ２５

其他服务业 －０．０３３４＊＊＊ ３８ 其他服务业 －０．０６４５＊＊＊ ２５

高技能服务业 －０．０２０５＊＊＊ 高技能服务业 －０．０３３２＊＊＊

低技能服务业 －０．０２８９＊＊＊ 低技能服务业 －０．０２７９＊＊＊

　　　注：＊、＊＊、＊＊＊分别代表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水平。ＫＬＥＭＳ样本每个行业的观测值数量为６３。其中高技

能服务业和低技能服务业的定义见附录。

对 于 制 造 业，高 技 术 制 造 业 如 机 械 设 备、电 气 和 光 学 设 备 以 及 交 通 运 输 设

备，具 有 较 高 的 收 敛 系 数，低 技 术 制 造 业 中 的 橡 胶 和 塑 料 制 品 以 及 基 本 金 属 和

金 属 制 品 具 有 较 高 的 收 敛 系 数。平 均 来 说，高 技 术 制 造 业 具 有 更 高 的 收 敛 速 度

（见 表３）。

表３　细分制造业行业的跨国收敛情况

ＫＬＥＭＳ样本

行业 系数 国家数量

食品饮料和烟草 －０．０３４５＊＊＊ ２５

纺织皮革等 －０．０１８７＊＊＊ ２５

木材和纸制品和印刷 －０．０４３１＊＊＊ ２５

焦炭及石油炼制品 －０．０４１５＊＊＊ ２５

化学药品和化工产品 －０．０２９７＊＊＊ ２５

橡胶和塑料制品 －０．０４８４＊＊＊ ２５

基本金属和金属制品 －０．０４３８＊＊＊ ２５

电气和光学设备 －０．０３７９＊＊＊ ２５

机械设备 －０．０４１５＊＊＊ ２５

交通运输设备 －０．０４２６＊＊＊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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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ＫＬＥＭＳ样本

行业 系数 国家数量

其他制造业 －０．０４４４＊＊＊ ２５

高技术制造业 －０．０４４３＊＊＊

低技术制造业 －０．０４０８＊＊＊

　　　注：＊、＊＊、＊＊＊分别代表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水平。ＫＬＥＭＳ样本每个行业的观测值数量为６３。高技术制

造业和低技术制造业的定义见附录。

四、部门间结构转型的经济增长率预测

下面利用估计收敛系数，计算２０１９—２０３０年各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并结合

各行业的就业占比以及劳动力增长率，预测经济增长率。

（一）预测劳动生产率

我们利用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的收敛速度估计值，预测中国分行业的劳动生产

率，并分别考虑四种可能的未来情景。

情景１：低速收敛，低速转型。尽管在过去十年中，中国收入水平快速收敛，但

未来全球贸易和技术一体化趋势的潜在逆转，可能对中国进一步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在此情况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较低，趋向于全球平均水平。按照前文的

估计和文献研究，工业部门将按照－２．９％降幅收敛，服务业按－２．６％降幅收敛。

２０１５年中国开始实施的制造强国战略，强调工业在实体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在

此情景下，未来经济结构转型的速度将降低。这里参考ＩＬＯ对中国各部门就业占比

的预测值。ＩＬＯ考虑人口、经济结构、收入水平以及经济周期等信息，基于联合国

的总人口预测值，① 估计和预测中国各部门就业比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联

合国对中国总就业人口预测值的降低，均将减缓经济结构的转型。根据ＩＬＯ预测，

２０１９—２０２３年中国农业和工业的就业占比，将分别按照每年０．８％和１．２％的速度

下降，经济转型的速度较慢；如果延续这一趋势，到２０３０年，中国服务业的就业占

比为５１％，仅较２０１８年增加６．４个百分点。

情景２：低速收敛，高速转型。现假设与情景１相同的收敛速度，但具有更高的

转型速度。中国过去经济快速转型的历史经验，以及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结构，为中国

未来高速转型提供了参考。在高速转型下，假设农业部门就业占比的降低速度与历史

经验相当，到２０３０年 中 国 的 服 务 业 发 展 基 本 达 到 发 达 经 济 体 水 平。因 此，我 们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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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Ｗｏｒ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２０１９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ＵＮ，２０１９．



２０１８年后农业就业占比降速校准为－０．０３８，这将使２０３０年的农业就业占比较２０１８
年降低１０％，与２０１８年前十年的降幅相同；工业的就业占比降速为－０．０２，使得服

务业就业占比在２０３０年达到６０％，基本达到发达经济体服务业的就业比重。

情景３和情景４：高速收敛，但转型速度不同。中国正在实行的一系列改革举

措，可能促进未来经济增长的收敛。国有企业改革和服务业开放，将有助于保持中

国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向技术前沿收敛。近年来，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产权制度

保护，中国的行业竞争力和技术创新水平不断增强，促进生产率向前沿收敛。按照

前文的估计，中国工业部门将按照－４．２％降幅收敛，而服务业将按照－３．０％降幅

收敛。在结构转型方面，分别考虑了低速和高速两种转型的可能性。① 在以上四种

情景中，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的平均增速。

（二）预测技术前沿分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按照文献通行的做法，技术前沿国家为美国。美国分行业劳动生产率通过以下步

骤预测。首先，估算美国总劳动生产率增速，即美国经济增长率减去劳动力增长率。

美国经济增长率数据来自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ｆ　Ｏｕｔｌｏｏｋ（ＷＥＯ），劳动力增长率数据来

自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ＢＬＳ）。对缺少预测值的年份，参考 ＷＥＯ和ＢＬＳ给出的

最后预测值。其次，估算美国分行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结构性差异。ＢＬＳ公布了

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２６年分行业增加值和就业数据。根据该数据，２０１６—２０２６年，美国工业

部门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比非工业部门高０．６％。最后，考虑前沿国家分行业的劳动

生产率结构性差异和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估算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三）预测经济增长率

根据式 （５），我们预测中国分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随后根据式 （６）预测

经济增长率。其中，分行业就业占比的变化由各情景下的经济转型速度决定，劳动

力增长 率 的 预 测 值 来 自 联 合 国。② 本 文 预 测 的 劳 动 力 增 长 率 在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以及２０２６—２０３０年的平均增速为０．１９％、０．０８％以及－０．０１％。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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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产业结构的变化为 多 种 因 素 作 用 的 结 果。这 些 影 响 因 素 包 括 分 行 业 的 生 产 率 增 长 率、
跨行业间的要素配置扭曲程度、偏好以及一国收入水平等。本文假设的不同结构转型

速度包含了上述各 因 素 的 影 响，但 具 体 区 分 每 个 影 响 因 素 的 作 用 需 构 建 结 构 化 模 型，
将在以后的研究中展开。
联 合 国 公 布 每 隔 五 年 的 劳 动 人 口 预 测。参 见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Ｗｏｒ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２０１９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该文中的总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 （１－失

业率）。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我们分别 计 算 了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０—２０２５年 以 及

２０２５—２０３０年的平均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当年劳动年龄人口＝上一年劳动年龄人口×
（１＋所处时间 段 的 平 均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增 长 率）。劳 动 参 与 率 和 失 业 率 的 预 测 来 自 Ｗ．
Ｍａｌｉｓｚｅｗｓｋｉ　ａｎｄ　Ｌ．Ｚｈ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ｏｗｔｈ：Ｃａｎ　Ｇｏｌｄｉｌｏｃｋｓ　Ｏｕｔｇｒｏｗ　Ｂｅａｒｓ？”



预测值与白重恩和张琼计算的基准劳动力增长率预测值接近。①

图１展示不同情景下预测的中国经济增长率。第一，中国经济增长率呈现典型

的收敛特 征。２０１９年 的 预 测 经 济 增 长 率 在５．５％—７％之 间，与 实 际 经 济 增 长 率

６．１％接近。估计２０３０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在３．９％—４．５％之间。第二，结构

转型的速度影响经济增长率。当结构转型较快时，更多的农业人口转出将首先提高

经济增长率。但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收敛，结构转型的经济增长率贡献逐渐降低。到

２０３０年，两种转型情景下的经济增长率十分接近。

图１　四种情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率预测

　　　资料来源：笔者据测算结果绘制。

相比已有研究，本文预测的中国２０３０年的经济增长率处于中间水平。四种情景

下的预测平均值为４．０％，高于其他学者的预测，如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和Ｓｕｍｍｅｒｓ② 利用全

球跨国样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但低于使用亚洲样本的预测值。中国２０３０年

的经济增长率的预测，缘于中国与技术前沿国家在收入水平上的较大差距。２０１５年，

中国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占美国的３５％和３０％。即使在经济增长率高速收

敛的情况下，到２０３０年该比例也仅增加到５５％和４３％。较大差距意味着较高的经济

增长率，在无条件收敛下，此差距将促使经济以平均３．５％的增长率增长。

（四）对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的讨论

部门间的结构转型即劳动力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转移，影响总劳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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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白重恩、张琼：《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预测：兼顾跨国生产率收敛与中国劳动力特征

的供给侧分析》，《经济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Ｌ．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　ａｎｄ　Ｌ．Ｈ．Ｓｕｍｍｅｒｓ，“Ａｓｉａｐｈｏｒｉａ　Ｍｅｅｔ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ａｎ．”



产率。为进一步研究结构转型对总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本文按照 ＭｃＭｉｌｌａｎ等的方

法，将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分解为组间效应和组内效应。① 组间效应指经济结构变

化带来的总生产率变化，可进一步分为静态组间效应和动态组间效应。前者假设各

行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零，后者同时包含就业占比以及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化。

组内效应指经济结构不变时，由分行业劳动生产率变化带来的总生产率变化。故总

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为：

　　Δｙｔ＝∑Ｎ
ｉ＝１σｉｔ－τΔｙｉｔ＋∑Ｎ

ｉ＝１Δσｉｔｙｉｔ－τ＋∑Ｎ
ｉ＝１ΔσｉｔΔｙｉｔ （７）

其中，Δｙｔ 为时间ｔ－τ到ｔ的劳动生产率变化，σｉｔ为就业占比，Δσｉｔ为就业占比

的变化。表４列 出 中 国 历 史 数 据 和 预 测 总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分 解。与 历 史 数 据 相 比，

２０１８—２０３０年，组间效应的贡献率降低，其原因主要如下。第一，劳动力从工业部

门转出，降低静态组间效应的贡献率。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于工业。以２０１１
年国际 美 元 标 价 计 算，２０１８年 服 务 业 的 劳 动 生 产 率 为３４９７３美 元，工 业 部 门 为

４２４９０美元，劳动力从工业部门转出到服务业，降低了总劳动生产率。② 第二，劳动

力从农 业 部 门 和 工 业 部 门 的 转 出，降 低 动 态 组 间 效 应。预 测 估 计，高 速 收 敛 时，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年工业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５．２％，农业部门为９．１７％，分

别比服务业部门平均高出１．１％和５．２４％。因此，劳动力从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转

入服务业，也降低了动态组间效应的贡献率。

表４　中国组内和组间效应对总劳动生产率变化的贡献 （单位：％）

组内效应 组间效应 静态组间效应 动态组间效应

历史数据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 ７７．８１　 ２２．１９　 １１．４０　 １０．８０

农业 １１．８８ －４．５１ －２．７９ －１．７２

工业 ３９．００　 ７．３１　 ３．６５　 ３．６６

服务业 ２６．９３　 １９．４０　 １０．５４　 ８．８６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 ７２．４１　 ２７．５９　 １５．２１　 １２．３８

农业 １３．１１ －６．８４ －２．８５ －３．９９

工业 ３５．５７　 １２．４２　 ５．８２　 ６．６１

服务业 ２３．７２　 ２２．０１　 １２．２５　 ９．７６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 ７８．６１　 ２１．３９　 １６．０３　 ５．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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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Ｍ．Ｍｃｍｉｌｌａｎ，Ｄ．Ｒｏｄｒｉｋ　ａｎｄ　Ｉ．Ｖｅｒｄｕｚｃｏ－Ｇａｌｌｏ，“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ｗｉｔｈ　ａｎ　Ｕｐｄａｔｅ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ｏｌ．６３，

ｎｏ．ｃ，２０１４，ｐｐ．１１－３２．
中国服务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高于农业部门，以２０１１年国际美元标价计算，２０１８
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为８０３４美元，农业部门劳动力的持续转出提高了总劳动生产率，
因此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至服务业部门时，式 （７）中第二项静态组间效应为负，降

低了总劳动生产率。



续表４

组内效应 组间效应 静态组间效应 动态组间效应

历史数据

农业 １０．２０ －６．５２ －４．５１ －２．０１

工业 ２５．０４　 ３．２２　 ２．６４　 ０．５８

服务业 ４３．３６　 ２４．６９　 １７．９０　 ６．７９

预测２０１８—２０３０年

（低速，低速） ９９．１２　 ０．８８　 ２．１０ －１．２３
农业 ２４．９６ －３．３８ －１．１５ －２．２３
工业 ３３．５２ －１３．４２ －８．５３ －４．８９

服务业 ４０．６４　 １７．６７　 １１．７８　 ５．８９
（低速，高速） ９１．０２　 ８．９８　 １０．６２ －１．６４

农业 ２２．９２ －１２．３６ －４．２１ －８．１５
工业 ３０．７８ －１９．２０ －１２．２０ －６．９９

服务业 ３７．３２　 ４０．５４　 ２７．０３　 １３．５１
（高速，低速） ９９．９０　 ０．１０　 １．８１ －１．７０

农业 ２１．４３ －２．９０ －０．９９ －１．９１
工业 ３８．６４ －１２．８８ －７．３２ －５．５６

服务业 ３９．８２　 １５．８９　 １０．１２　 ５．７７
（高速，高速） ９２．５４　 ７．４６　 ９．２０ －１．７３

农业 １９．８５ －１０．７１ －３．６５ －７．０６
工业 ３５．７９ －１８．５９ －１０．５７ －８．０２

服务业 ３６．８９　 ３６．７６　 ２３．４１　 １３．３７

　　　注：按照分解式 （７），组内效应中的行业分解为σｉｔ－τΔｙｉｔ，静态组间效应的行业分解为Δσｉｔｙｉｔ－τ，动 态 组

间效应的行业分解为ΔσｉｔΔｙｉｔ，其中ｉ分别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表中 “（低速，低速）”分别对应收敛速度

和结构转型速度，其他类推。

五、基于部门内结构转型的经济增长率预测

从农业和工业向服务业转型 （见图２和图３），削弱了结构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

贡献。在部门间转型的同时，工业和服务业内部也经历了结构转变 （见图４和图５）。

　图２　中国三大产业名义增加值占比　　　　　　　　　图３　中国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占比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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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　中国工业内部增加值占比　　　　　　　　　　　图５　中国服务业内部增加值占比

　　　资料来源：分行业数据构建方法参见附录。主要数据来 源 包 括 国 家 统 计 局 工 业 统 计 司 编 的 历 年 《中 国 工

业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国家统计局编的历年 《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

版社）。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能服务业的具体行业分类参见附表１和附表２。

为了考察部门内 经 济 结 构，本 文 按 照 ＯＥＣＤ　ＩＳＩＣ　Ｒｅｖ．３中 的 技 术 强 度 定 义，

将工业划分为高技术和低 技 术 两 大 类 行 业。前 者 主 要 包 含 光 学 设 备、制 造 设 备 生

产等行业，对应于ＯＥＣＤ定义 中 的 高 技 术 和 中 高 技 术 行 业；后 者 包 含 纺 织 业、金

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对 应 于 ＯＥＣＤ定 义 中 的 低 技 术 和 中 低 技 术 行 业。并 按 照

Ｂｕｅｒａ和Ｋａｂｏｓｋｉ的分类，将服务业 划 分 为 高 技 能 服 务 业 和 低 技 能 服 务 业。① 技能

水平的考量，来自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如果一个行业中具有大专及以上

学位的就业人 员 比 例 在 中 位 数 以 上，则 为 高 技 能 服 务 业 （具 体 数 据 构 建 过 程 见 附

录）。总体上，中国工业结构不断向高技术制造业转型，服务业结构也在向高技能行

业转型。

考虑部门内结构转型，现重新预测经济增长率，具体过程如下：

　　Ｙ^ｆ，中国
ｔ ＝∑

ｎ

ｉ＝１
∑
ｍ

ｋ＝１
ｙ^ｆ，中国
ｉ，ｋｔ ｓｆ，中国

ｋｔ σｆ，中国
ｉｔ ＋^ｌｆ，中国

ｔ （８）

其中，ｉ为三大产 业，ｋ为 工 业 和 服 务 业 内 部 细 分 行 业。对 于 工 业，ｋ为 高 技

术或低技术制造业；对于服务业，ｋ为高技能或低技能服务业。Ｙ^ｆ，中 国
ｔ 为经济增长

率预测值，^ｙｆ，中 国
ｉ，ｋｔ 为部门ｉ行 业ｋ的 劳 动 生 产 率 增 长 率 预 测 值。σｆ，中 国

ｉｔ 为 部 门ｉ就 业

占比预测值。ｓｆ，中 国
ｋｔ 为部 门ｉ内 部 行 业ｋ的 就 业 占 部 门ｉ总 就 业 的 比 重。^ｌｆ，中 国

ｔ 为 中

国劳动力增长率预测值。我们 关 心 中 国 经 济 未 来 如 何 实 现 可 持 续 增 长，因 此 主 要

考虑高速收敛时部门内各行 业 的 影 响。依 据 上 述 表２和 表３最 后 两 行 的 收 敛 系 数

估计值，估计部门 内 行 业 的 劳 动 生 产 率 增 长 率。部 门 内 各 行 业 的 就 业 比 例 变 化，

依照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 的 历 史 平 均 增 长 速 度 变 化 计 算。按 照 这 个 趋 势，在 一 般 情 况

下，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将增加２．５％，高技能服务 业 将 增 加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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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部 门 内 结 构 变 化 不 大，２０１９—２０３０年 部 门 内 结 构 的 经 济 增 长 率，与 仅 考 虑 部

门 间 经 济 结 构 差 异 的 经 济 增 长 率 相 近。

为进一步说明部门内经济结构变动的影响，现考察部门内经济结构变动更大和

高技能服务业收敛速度更快两种情景。由表５可知，高技能服务业收敛速度增加到

４．４３％ （见表５备选分析１），经济增长率将在基准分析基础上增加０．１—０．２个百

分点。部门内结构变化也会影响经济增长率。由于高技能和低技能服务业的劳动生

产率差异更大，① 服务业内部的结构转型，比工业内部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率的提

振作用更 大。当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 高 技 术 制 造 业 和 高 技 能 服 务 业 的 就 业 占 比 各 增 加

１０％ （见表５备选分析２和备选分析３），经济增长率将在备选分析１的基础上，每

年平均额外增加约０．０５—０．０８个百分点和０．３—０．４个百分点。可见，增加高技能

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更大。

表５　考虑部门内结构的经济增长率预测 （单位：％）

年份

仅考虑

部门间

结构

考虑

部门内

结构的

基准分析

备选分析１：
高技能服务业

收敛速度＝
高技术制造业

收敛速度

备选分析２：
高技术制造业就业

占比增加１０％，
高技能服务业收敛速度＝

高技术制造业收敛速度

备选分析３：
高技能服务业

就业占比增加１０％，
高技能服务业收敛速度＝

高技术制造业收敛速度

２０１９—２０２４年

（高速，低速） ５．２７　 ５．２５　 ５．４３　 ５．４９　 ５．７８

（高速，高速） ５．７５　 ５．６９　 ５．９０　 ５．９５　 ６．２９

２０２５—２０３０年

（高速，低速） ４．３７　 ４．４５　 ４．５６　 ４．６４　 ４．８５

（高速，高速） ４．４８　 ４．５０　 ４．６５　 ４．７２　 ５．０１

　　　注：“高速，低速”和 “高速，高速”分别对应工业和服务业整体的收敛速度和宏观结构转型速度。基准

分析中，高技能服务业收敛系数为－０．０３３２，高 技 术 制 造 业 收 敛 系 数 为－０．０４４３，低 技 能 服 务 业 收 敛 系 数 为

－０．０２７９，低技术制造业收敛系数 为－０．０４０８。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高 技 术 制 造 业 的 就 业 占 比 增 加２．５％，高 技

能服务业就业占比增加１．０％。经济增长率预测为各时间段的平均增长速度。

表６进一步列示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能服务业，分别对工业劳动生产率和服务

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在２０１９—２０３０年的基准分析中，高技术制造业的贡献率将

增长约５．６％，高技能服务业的贡献率则下降约０．４％。现在假设快速的部门内经济

转型和高技能服务业更高的收敛速度，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能服务业的贡献率将分

别增加１０．６％和８．２％ （见表６备选分析２和备选分析３）。与基准分析相比，高技

能服务业的贡献率增加更多，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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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技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低技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约２倍，高技术制造业的劳动

生产率比低技术制造业高８％。



表６　部门内结构对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贡献 （单位：％）

年份

考虑部门内

结构的

基准分析

备选分析１：
高技能服务业

收敛速度＝
高技术制造业

收敛速度

备选分析２：
高技术制造业

就业占比增加１０％，
高技能服务业收敛速度＝

高技术制造业收敛速度

备选分析３：
高技能服务业

就业占比增加１０％，
高技能服务业收敛速度＝

高技术制造业收敛速度

高技术

制造业

高技能

服务业
高技能服务业 高技术制造业 高技能服务业

２０１９—２０２４年

平均贡献 ４６．９２　 ４８．８８　 ５０．２５　 ４９．９９　 ５５．１０

贡献变化 ３．０５ －０．７３　 ０．０９　 ５．５３　 ４．１４

２０２５—２０３０年

平均贡献 ５０．２６　 ４８．６４　 ５０．７６　 ５６．４１　 ６０．０２

贡献变化 ２．５２　 ０．３０　 ０．７６　 ５．１８　 ４．０７

　　　注：按照分解式 （８），高 技 术 制 造 业 的 贡 献 为
ｙ^ｆ，中国
ｉ，高技术ｔｓｆ，中国

高技术ｔ

∑
ｍ

ｋ＝１
ｙ^ｆ，中国
ｉ，ｋｔ ｓｆ，中国

ｋｔ

。其 中，ｉ为 工 业，ｋ为 高 技 术 制造业或低技

术制造业，ｓｆ，中国
ｋｔ 为部门ｉ内部行业ｋ的就业占部门ｉ总就业的比重。高技能服务业的贡献定义类似。

结论与启示

基于收敛框架，本文构建了全球样本和发达经济体样本，分别考察部门间和部

门内结构转型的不同场景，预测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的经济增长率。我们分别估计了

工业、服务业以及工业和服务业内部不同细分行业的收敛系数。结果表明，工 业、

服务业及其内部细分行业均存在无条件收敛，包含全球服务样本的无条件收敛系数

为－２．６％，包含发达经济体服务业样本的无条件收敛系数为－３．０％，包含发达经

济体制造业样本的无条件收敛系数为－４．２％。根据估计的收敛系数以及历史数据中

显示的趋势，本文分别预测了未来不同情景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该预测框架同时

考虑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之间及其部门内的经济转型。结果表明，２０３０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收敛于３．９％－４．５％的健康水平。对总劳动生产率分解的结果

进一步表明，劳动力继续从工业部门流出，将对经济增长造成下行压力，但部门间

的结构转型尤其是服务业内部的结构转型，会对经济增长的提振起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文主要有三项政策性启示。首先，在技术追赶前沿经济体的过程中，中国经

济增长率将逐渐向前沿国家收敛，后发优势逐渐减小。为了保持经济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要求政策关注能提供额外经济增长动力的力量。这对于塑造中国经济劳动

生产率的长期增长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进一步明确，必须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实现关键核心技术

重大突破。在当今的外部环境下，政策尤其需要支持能够形成未来技术前沿的自主

·８６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０年第１１期



创新，加强技术吸收程度的创新。其次，国家需要认真考虑中国产业结构在进一步

向服务业调整过程中，继续提 振 高 科 技 工 业 和 工 业 整 体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政 策。最 后，

随着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服务业将是

未来吸纳就业最多的部门，并逐步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引擎。有必要更多关注提

高服务业生产率的措施，包括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市场竞争，加强信息科技在服务业

中的应用，扩大服务业的规模经济等。

本文的预测是基于历史趋势进行的。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严重破坏了

世界经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使全球陷入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

经济危机。全球贸易、投资和科技领域的保护主义不断升级，对跨国技术扩散可能

带来长期的不利影响。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也为经济预测带

来了极大的困难。但是，中国经济仍处于发展的上升阶段和战略机遇期，４０余年的

改革开放为中国打下了继续发展的坚实基础，中长期仍有较高的增长潜力。确保经

济健康持续发展，对于中国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至关重要。党中央

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以及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抉择，为科学应对百

年未遇国际大变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启了以落实 “十四五”时期

重大发展战略任务为牵引、以谋划我国未来中长期发展为主旋律的新征程。作为参

照，本文从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技术升级作出的预测，关注产业间和产业内的结

构转变，推动经济继续向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能服务业转型，促进传统行业的转型

升级，以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主动应对当前世界经济风险以及中国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政策视角。

附录：分行业数据构建

（一）工业数据

２００８年前的数据基于陈诗一的研究，① 并将数据集扩展到２０１５年。我们对行业标准进行了

调整，２０１１年后的数据使用ＧＢ／Ｔ４７５４　２０１１，将行业标准从ＧＢ／Ｔ　４７５４　１９９４统一调整为ＧＢ／

Ｔ４７５４　２０１１。主要涉及的行业包括开采辅助活动、橡胶和塑料制品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

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工业分行业数据见历年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１９９８年后，该年鉴仅公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数据。我们使用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３年的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将１９９８年后规模以上企业数

据，调整为全行业数据，最终得到３８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为了便于国际比较，将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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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陈诗一：《中国工业分行业统计数据估算：１９８０—２００８》，《经济学 （季刊）》２０１１
年第３期。



３８个工业行业涉及的２８个制造业，按照ＫＬＥＭＳ的１１个行业标准合并 （详见附表１）。

附表１　ＫＬＥＭＳ和国家统计局工业行业分类对照

行业大类 ＫＬＥＭＳ原工业行业 国家统计局工业行业

低技术制造业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Ｂｅｖｅｒ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Ｔｅｘｔｉｌｅｓ，Ｗｅａｒｉｎｇ　Ａｐｐａｒｅｌ，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ｋｅ　ａｎｄ　Ｒｅｆｉｎｅｄ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Ｒｕｂｂｅｒ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Ｎｏｎ－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ｔａｌｓ　ａｎｄ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Ｍｅ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ｅｘｃｅｐｔ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农副食品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饮料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纺织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木材加工业

家具制造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橡胶制品业

塑料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高技术制造业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运输设备制造业

（二）服务业数据

服务业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类企业类型的名义增加值和就业数据 （主要来自国

家统计局编的历年 《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由于国家统计局在２００３年改变了服务业分类

标准，为保持一致性，我们将２００３年以前的数据也按ＧＢ／Ｔ４７５４　２００３标准分类。我们还对各类

单位的数据进行汇总，并计算出服务业各行业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使用各行业的占比乘以国家

统计局公布的服务业总名义增加值和就业总数，得出各行业的增加值和就业。

我们使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分行业增加值指数，计算价格指数。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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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行业的增加值指数，其余行业均划入 “其他服务业”。对于数据缺失的行业，使用相关的消

费者价格指数和工资指数作为替代指标。对于公共管理和环境管理业，使用工资指数；对于科

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业，因缺乏相关的价格信息，使用平均服务价格指数；对于其他行业，使用

消费者价格指数的相关组成部分。为方便国际比较，我们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１４个服务业行业

数据，转换为ＫＬＥＭＳ分类中的１１个服务业行业数据 （详见附表２）。

附表２　ＫＬＥＭＳ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行业分类对照

行业大类 ＫＬＥＭＳ原服务业行业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行业

低技能服务业

Ｗｈｏｌｅｓａｌｅ　ａｎｄ　Ｒｅｔａｉｌ　Ｔｒａｄ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ｔｈ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卫生和社会工作

房地产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高技能服务业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教育

〔责任编辑：许建康　张天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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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Ｚｈｕ　Ｍｉｎ，Ｚｈａｎｇ　Ｌｏｎｇｍｅｉ　ａｎｄ　Ｐｅｎｇ　Ｄａｏｊｕ·１４９·

Ｗｉｔｈ　ａ　ｖｉｅｗ　ｔｏ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ｂ－ｓｅ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４０－ｙｅａ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ｆｏｒ　２０３０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ｒｅｍａｉｎ
ａｔ　ａ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３．９ｐｅｒｃｅｎｔ　ｔｏ　４．５ｐｅｒｃｅｎｔ　ｂｙ　２０３０．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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