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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中國經濟新動能的三大亮點 
        

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

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

期”，未來中國經濟更加強調質量，在新形勢下，中國經濟發展“含金

量”將不斷提升。就目前情況看來，新時代中國經濟有著諸多亮點，新

興產業的崛起、更為開放的貿易政策以及不斷升級的消費需求都將成為

中國經濟的新動能。 

 

一、日益升級的消費需求成為經濟增長的第一驅動力 

 

1、內需規模持續擴大 在經濟中占比不斷上升 

 

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

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

矛盾”。“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正是消費升級的一種詮釋，

這說明人民的消費需求正朝著更高質量的方向演化。十九大開幕報告中

指出“要完善促進消費的體制機制，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

在中高端消費、創新引領、綠色低碳、共用經濟、現代供應鏈、人力資

本服務等領域培育新增長點、形成新動能”。隨著收入水準增長，目前

人民在對娛樂、醫療、教育、養老健康等中高端消費需求在急劇提升。 

 

從總量上看，2016 年中國零售業銷售總額已達 4.88 萬億美元，超越

美國（4.82 萬億美元）成為全球最大的零售市場。由於統計局公佈的社會

消費品零售總額僅包括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不包括非實物商品網上零

售額，若將非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加回中國零售業銷售總額，該規模將

更為可觀。作為拉動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國內消費在 GDP 中的比

重不斷上升。過去十年間，國內消費在 GDP 中占比從 45.3%升至 64.6%，

成為經濟增長的第一驅動力。 

 

發展規劃部  經濟研究處研究報告                          

2017年 11月 8日 

                             中銀香港首席經濟學家 鄂志寰博士 

分析員 劉雅瑩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           
  

 

2 

 

 

2、新型消費模式的誕生提高中國內需的質量與效率 

 

中國的內需不僅在總量上有明顯提高，在質量上也不斷提升。 

 

近年電商平臺的快速發展和物流等基礎設施的改善，使中國網上零

售規模繼續保持高增長。前三季度全國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 36826 億元，

增長 29.1%。Emarket 資料顯示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電子商務市場，其銷售

額接近全球零售電子商務規模的一半（47%）。Emarket 預計未來幾年中國

都將保持全球最大零售電子商務市場領袖地位，到 2020 年中國零售電子

商務市場將達到 2.4 萬億美元。 

 

除電子商務之外，各種新型消費模式也不斷出現。在科技進步和人

民消費觀念的轉變下，近年線上付費活動的發展亦十分蓬勃，手機遊戲、

視頻網站以及小說閱讀網站的付費用戶占比越來越高。今年首三季度，

網上非實物商品零售額（如虛擬商品、服務類商品等）為 11961 億元，同

比大幅增長 78.4%。而隨著新零售和配送服務（外賣）的誕生和普及，未

來零售業的方向將是線下線上“虛實結合”的互聯網零售商業模式，即

通過互聯網先進技術對接零售的核心要素（產品、服務、價格）。以阿里

巴巴的盒馬鮮生為例，由於生鮮市場線上流量遭遇瓶頸，盒馬鮮生開始

探索線上線下融合的新路徑，為客戶提供到店購物，或線上下單後 3 公里

內半小時送達多種選擇。盒馬鮮生在線上通過互聯網先進技術（如大數

據、雲計算等）深入有效地挖掘消費者個性化需求，同時在線下不斷創

造新的消費場景來提升客戶體驗，以滿足日益升級的消費需求。未來，

線上和線下的有效融合，將為中國帶來巨大的消費空間和產業規模。基

於技術升級和供應鏈的改善而不斷擴大的中國互聯網零售市場，恰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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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了中國經濟正由傳統經濟向新興經濟轉型。 

 

二、自由貿易港新舉措與“一帶一路”倡議共同打造中國貿易新業

態 

 

1、中國外貿情況有所改善 惟對經濟貢獻有限 

 

在全球經濟溫和復蘇的支持下，今年中國對外貿易相對較為樂觀。

商務部資料顯示，上半年，中國進出口增長 19.6%，創下了 2011 年下半

年以來的半年度同比最高增速。目前，中國已連續 8 年保持全球貨物貿易

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地位，其中，出口國際市場份額由 2009 年

的 9.6%提升至 2016 年的 13.2%。從結構來看，中國進出口結構持續優化。

過去四年以來，反映中國對外貿易自主發展能力的一般貿易占各年進出

口總值的比重均超過 50%且逐年上升。出口主導產業亦從開始從輕工、

紡織等傳統優勢產業轉向裝備製造業等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不過，

受制於西方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和新一輪更加激烈的產業競爭，過去兩

年淨出口對中國經濟的拉動率均為負值。從整體情況來看，未來中國外

貿情況仍有賴于外貿政策的不斷改善和外貿制度環境的持續優化。 

 

2、自由貿易港新舉措提高中國對外開放層次 

 

十九大報告提出，“要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探索

建設自由貿易港。”近年，中國通過培育貿易新模式，努力消除貿易障

礙以提升貿易水平。今年 3 月底，國務院印發第三批 7 個自由貿易試驗

區（遼寧、浙江、河南、湖北、重慶、四川、陝西）總體方案，將中國

自貿區正式擴至 11 個，形成了“1+3+7”的“雁陣式”開放格局。十九

大提出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將意味著在自由貿易區基礎上更全面和更

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不少省市將受益於該項新舉措。 

 

以河南為例，在成為自貿區後，鄭州黨委還決定將賦予自由貿易試

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這使得河南進一步發揮其

綜合交通樞紐的優勢，成為中部地區國際郵件中轉的主要區域之一。今

年前三季度，鄭州海關監管國際郵件 2299.6 萬件，增長 99.4%。未來自

貿港或將在稅收優惠政策、自貿區帳戶制度、外匯管理體制方面有所突

破，以對接國際貿易投資新規則。 

 

3、“一帶一路”戰略的持續推進為中國及沿線地區帶來新機遇 

 

自由貿易港不僅是自貿區的升級版，也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助推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           
  

 

4 

器。由於自貿港在金融、服務等領域開放層次更高、力度更大，故有助

資源的進一步優化配置。“一帶一路”的持續推進亦能為中國外貿發展

注入新活力。商務部資料顯示，2016 年，在中國外貿下降 0.9%的情況下，

中國與沿線國家貿易呈現逆勢增長 0.6%的向好態勢。今年前三季度，中

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增長 20.1%，高於同期中國外貿整體增

速 3.5個百分點。 

 

同時，一帶一路的建設亦能為沿線地區帶來新機遇。十九大報告提

出，“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遵循

共商共建共用原則，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

可見，“一帶一路”戰略將是沿線各國彼此開放、平等參與、充分協商

的一項新型開放經濟戰略。這在保護主義抬頭，多邊貿易體制受到衝擊

的今天顯得尤為重要。“一帶一路”倡議能通過打通各種生產要素如資

本、信息、人員、技術的全球流通渠道，以互聯互通和產能合作推動更

均衡、健康和普惠的全球化。目前，“一帶一路”建設吸引了 100 多個

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30 多個沿線國家同中方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

合作協定，20 多個國家同中方開展國際產能合作。通過“一帶一路”倡

議，中國正在將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本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沿線參與

國，如越南、印尼、孟加拉、塔吉克斯坦等，為弱勢群體和欠發達地區

提供加入世界經濟分工的機會。正是這種更均衡、健康和普惠的全球化，

才使“一帶一路”倡議具有持續推進的可能性，進而有利中國推進產業

跨境轉移和結構升級。 

 

三、新興產業成為經濟發展和結構優化的新動能 

 

1、產業結構持續升級 經濟增長格局優化 

 

在當前供給側改革和環保限產政策不斷淘汰落後產能的背景下，中

國產業結構持續升級。資料顯示，今年首三季度，內地新經濟領域表現

十分可觀。高技術製造業和裝備製造業增加值同比分別增長 13.4%和

11.6%，分別快於規模以上工業 6.7 和 4.9 個百分點。其中，計算機、

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增加值增長 13.9%，汽車製造業同比增長

13.2%，電氣機械和器材製造業增長 10.7%。 

 

部分省市加大在高端製造業方面投入力度，如 2017 年 10 月貴州省

印發了《智能貴州發展規劃(2017-2020 年)》，重點發展包括大數據在內

的電子信息製造業。今年首三季度，貴州省電子信息產業的增速達到了

91%，而重慶和四川也在電子信息產業上分別錄得 26.1%和 22.7%的高增

速。產業結構的升級不僅有利提高中國的產業創新能力和競爭力，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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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優化內地的經濟增長格局。目前，第三產業對中國內地 GDP 增長

的貢獻率已從 2000 年的 36.2%大幅升至 2017 年的 59.1%，其中高新技術

產業在 2017年前三季度的平均同比增速為同期 GDP增速的近三倍。 

 

2、對互聯網、大數據等新興產業培育力度將加大 

 

十九大報告在建設現代經濟體系中提及“要推動互聯網、大數據、

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

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級先進製造業集群”，可見，發展新興產業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國務院常務會在 10 月 30 日通過了《深化“互聯網+先進製

造業”發展工業互聯網的指導意見》，著力於推動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國

家發改委此前曾指出，“到 2020 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

總值比重將達到 15%，形成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製造、生物經濟、綠色

低碳、數字創意等五個 10 萬億元級規模的新支柱，平均每年帶動新增就

業 100 萬人以上。”今年首三季度， 新興產業發展迅猛，民用無人機、

工業機器人、鋰離子電池產量分別增長 102.8%、69.4%和 36.5%，遠高於

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6.7%的同比增速。相信新興產業的快速增長，

將成為新時代的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引擎，為穩增長、調結構、促轉型發

揮重要作用。 

 

總之，在中國經濟新時代，新消費模式、新貿易方式、新產業將成

為中國經濟的新引擎，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模式將與傳統領域加速

融合，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新舊動能轉換進一步加快，從而提升中國經濟

增長的質量，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