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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1—2035 年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期，是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实施“两步走”战略的关键时期。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且全球化是大势所趋，牵一发而动全身，世界发展环境变革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深远。本文在深刻剖析

世界经济变局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进行合理推论，提出了迈向 2035 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进程中，我国经济发展十大趋势，包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中国制造”质量显著提

升、服务业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全面实现绿色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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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应急项目《“两步走”战略背景下服务业现代化的主要目标与实施路径

研究》 ( 2021CJY03003) 的研究成果。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1—2035 年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期。全球化是大

势所趋，牵一发而动全身，世界发展环境变革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深远。充分研判这一时期世界发展

环境、发展格局和可能的变局，对研判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2021—2035: 变化中的世界

( 一) 世界经济在不确定中增长

1． 全球经济低速增长。综合考虑技术、城镇化、人口、环境等重大基础因素变化，全球经济增

长速度将呈现趋势性下降，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可能会保持较低的增速。2021—2035 年，全球经济增

长平均速度为 3%左右。其中，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将可能进一步放缓，整体增长速度大约在 2%

左右，要低于过去 50 多年的平均增长速度; 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年均增长速度在 5% 左

右。城镇化仍将是部分发展中国家未来增长的潜力所在，到 2035 年，全球的城镇化率将达到 62%。

到 2035 年，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 ( GDP) 规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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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 60%。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将继续从欧美转移到亚洲，亚洲经济体量超过欧美之和。
2． 人口成为拖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亚洲、北美、欧洲等全球主要经济体人口出生率都将低

迷，成为限制经济增速的主要经济因素。非洲、中东等地区有望成为世界人口主要增长点。
3． 中国成为全球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稳定力量。未来中国的经济地位更加重要，将跻身发达国

家行列，并且经济规模超过美国，中美成为全球两个超级大国。未来 15 年，中国作为一个 “巨型国

家”的快速复兴和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的衰落，以及约瑟夫·熊彼特所谓的 “科学技术创新带来

的创造性破坏”等因素相互交织、重叠、渗透，复杂多变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为中国发展增加变数，

中国则为世界发展提供持久稳定力量 ( 陈文玲，2019) 。

( 二) 中美平行发展共同主导世界经济秩序

1． 中美是平行发展的合作伙伴。传统政治理论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

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即修昔底德陷阱。正因为此，2021—2035 年，“中国威胁论” “中

国崩溃论”“中等收入陷阱”“债务陷阱”等诋毁中国的论调仍将此起彼伏，争论的核心将是中美之

争 ( 曾培炎，2021) 。

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中央，是全球大变局的主要内容。但仍需承认，2021—2035 年，尽管美国的整

体竞争优势相对下降，但凭借强大的金融优势、科技优势，其经济增长速度在发达国家中仍将位居前

列。中美在产业和科技等方面各有侧重，中国消费和数字经济崛起，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但高

端制造、核心技术、金融服务、跨境商务服务仍落后于美国。
2． 中美在部分领域成为激烈碰撞的竞争对手。当然，不排除在短期内或部分领域内的中美激烈

碰撞，比如科技和金融领域，两国较多表现出竞争对手的一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产业链和供应链问

题。美国将与盟友合作，打造“去中国化”的技术产业链，建设更强大、更具弹性的自主供应链。

( 三) 欧洲处于稳态，欧盟内外困境较多

1． 欧洲经济发展处于稳态。欧洲长期形成的科技、制造、医疗、教育等全球优势，将在未来十

几年继续保持，而且在全球产业链收缩、国家安全考量加重等背景下，欧洲上述优势可能更加凸显。

但由于在数字经济方面相对于美国和中国没有多少优势，所以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未来十几年，欧

洲经济增长将会受到较大影响 ( 张旭东，2020) 。预测到 2035 年，欧洲经济处于 2%左右增速的稳态，

与通胀率相当。疲弱的经济导致欧盟仍实行负利率，英国也将保持较低利率水平。而且，英国在脱欧

后受全球经济影响进一步下滑。由于劳动力不足和高学历人才较多，2021—2035 年期间欧洲失业率不

高，高端人才不是很缺，但护工等少数工种的中低端人才缺口大。
2． 欧盟内外困境较多。欧盟内部纷争不断，一体化难有大进展。欧盟是一个大集体，也设有一

套官僚机构、司法和行政体系，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问题在于只有将部分国家主权让渡于欧盟才可

以让欧盟更加强大，但欧盟的强大却削弱了国家权力。正因此，法国提出的很多改革出于法国利益，

会遭到德国反对，反之亦然。而法国、德国之外的小国，为了领取欧盟赋予的财政补贴，不得不听命

于两国的安排，但在一些预算和司法问题上也会公然违背欧盟的旨意。需要关注的是，欧盟能够在国

际上行使经济权力的主要领域有两个: 首先是与保护个人资料、版权、消费者权利、食品、健康和环

境有关的全球标准，在这方面，欧盟可以行使所谓的 “规范性权力”; 其次是产业政策，尤其是先进

制造业、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等领域，欧洲可凭借技术、市场和规则优势，打造与中美相抗衡的产业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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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发展中国家分化，部分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1． 亚洲群体性崛起。亚洲是世界经济发展的 “火车头”，近年来亚洲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已超过 50%。毋庸置疑，亚洲将继续是世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源 ( 莫莉，2021) 。值得注意的

是，很多亚洲国家出台了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新举措，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

化治理以及国际数字合作等多个方面，数字经济在推进复工复产、稳定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望成为推动亚洲经济未来增长的新动力。

东盟经济发展持续向好，在亚洲率先崛起。由于东盟政局稳定、人口红利显著、一体化程度提高

和区位优势等原因，未来 15 年东盟将会进一步维持中高速增长。其中，越南有望承接中国制造的产

业转移，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而且越南这几年在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了企业劳动生产

率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 夏杰长、姚战琪、徐紫嫣，2021) 。当然，相比中国，越南一个突出的问题

是市场规模较小、劳动力人口基数较低、教育和高技能人才短缺，因此其发展潜力不能高估。

印度将成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年轻劳动力比重高，政府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印度经济将会

持续中高增长。从截至 2020 年的数据来看，印度经济发展具有几大优势: 一是航运业。全球 170 万名

船员中，超过 20 万人来自印度，许多人更是担任了高级船员及需要重要技能的职务。二是仿制药。

印度是全球最大仿制药供应国，美国所有处方药中有 90% 是仿制药，其中 1 /3 由印度生产 ( 朱萍，

2019) 。三是仅次于中国的服装鞋帽出口国。四是欧美财经行业的后勤支持。印度是全球最大信息业

务外包承揽国，是欧美许多大银行及会计公司的人才和后台服务的主要供应国。当然，鉴于印度的制

造业能力、政府管理水平、社会结构和基础设施太差，增长潜力不宜高估，到 2035 年其与中国差距

将进一步拉大而非缩小。例如，2021 年 4 月印度的新冠肺炎疫情非常严重，大量从中国等地进口医疗

防护物资，而且印度各行业大量外资订单被取消并迁入中国企业生产，这暴露出印度制造业生产能力

严重不足和政府管理水平低下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制造业水平不足，除其无力应对大流行病

等外生冲击之外，还与该国营商环境薄弱有关。据世界银行发布的 《2020 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统

计，印度依然是全球难做生意的国家之一 ( 宋林霖、张培敏，2021) 。从总体上来看，印度靠自己的

能力是无法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但如果在美国和欧盟的推动下，持续将产业链迁出中国，

通过“印度 + 一众中型国家”的方式，还是有可能危及到中国的 “世界工厂”地位的，有望接替中

国成为最大发展中经济体。

2． 部分金砖失色。21 世纪的前 10 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成就是极为辉煌的，成为推

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然而，金砖国家经济增长虽高于欧美国家，但目前总体处于下滑通道 ( 邱

涛，2021) 。2021—2035 年，中国、印度经济增速趋缓，由中高速转向中速，增长率约在 5% 左右;

俄罗斯、巴西、南非三个金砖国家则处于 3%左右的低速增长态势，个别年份还将出现严重的经济危

机和负增长。其中，俄罗斯的发展问题更加严峻。到 2035 年，随着新能源革命以及能源在全球经济

格局中分量的下滑，俄罗斯经济实体有可能进一步萎缩。
3．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未达到中等收入阶段，有些国家则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预测到 2035 年，

除中国外的金砖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要么达不到中等收入阶段，要么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①

只有中国能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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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独特性，一些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往往会面临一些特殊的困难和挑战，甚至出

现了国民收入长期停滞、不再继续增长的情况，被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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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全球科技分化且标准提升

1． 中美引领全球科技分化。中美两国都在强化全球科技主导力量，不仅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

研究等具有公共科学技术知识领域，而且在包括企业开发试验研究、共性技术和公共技术研究领域都

将加强安全防范措施。2021 年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一项供应链审查方面的行政命令列出了 4 种产品和

6 大领域，或将成为未来中美科技分化的主要产品和领域，具体包括: 半导体芯片、电动车电池、稀

土和药物四种产品，以及国防、公共卫生、通信技术、运输、能源和食品生产六大领域。中美两国政

府和相互竞争的公司之间多年来进行着控制数字经济标准和技术的斗争，贸易战使这一斗争大幅升

级，这场斗争的战线从建立市场主导地位，延伸到制定行业标准，再到监管体系。美国政府如果拒绝

接受中国在国际秩序中扮演 “建设性角色”的做法，可能会促使中国支持一个有着截然不同规则的平

行或独立体系。如果中美两国均试图组建排他的技术阵营，或将使全球企业进入一个分化的市场，这

对国际市场和经贸结构的影响有时是致命的。预计 2021—2035 年，中美产业脱钩继续向技术脱钩纵

深发展。
2． 科技伦理等标准成形。科技标准不仅限于技术本身，逐步向法律和伦理道德延伸。2021 年 4

月 21 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人工智能监管草案，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进行了风险评定。根据这份草

案，欧盟将全面禁止大规模监控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信用体系，同时对特定领域的 “高风险”

应用进行严格限制 ( 程莹、崔赫，2021) 。

( 六) 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加速发展

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领域，是全球经济的主要增长点。第一，5G 和 6G

技术、云计算与关键设备。技术、计算能力和设备是产业链稳健发展的最底层的支撑力量，成为各国

数字经济投资合作的重中之重。第二，工业互联网。数字技术正逐渐渗透到制造业领域，并推动工业

技术进步。到 2035 年，全球工业互联网基本普及，工业企业基于平台进行研发、设计和生产，工业

平台成为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大型制造企业争夺的焦点，就像现在争夺电商市场一样。工业互联

网可以被看作是数据、硬件、软件和智能的流通与互动。工业互联网的机器学习能力，强调人的智慧

与机器的智能之间的互动和辅助关系，而非替代性。第三，芯片生产。芯片是制约各国数字经济发展

的共同问题。2020 年底，德国、法国以及其他 11 个欧洲国家宣布签署一项 “欧洲电子芯片和半导体

产业联盟计划”，以打破美国对芯片领域的主导，计划到 2030 年，欧洲生产的尖端、可持续半导体

( 包括处理器) 至少占全球总产值的 20%，并在 5 年内制造出首台量子计算机。① 预计到 2035 年，中

美欧成为芯片主要研发和生产国家或地区; 其中，中国生产的芯片仍处于相对低端的位置，但总量可

以满足国内基本需求。

( 七) 全球碳达峰、欧美逐渐走向碳中和

1． 碳达峰国家数量持续增多。2015 年，国际社会达成了气候变化 《巴黎协定》，确立了全球温

控长期目标，即在 21 世纪末将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工业革命前的 2℃以内，并努力控制在 1. 5℃以内。

众多研究表明，国际社会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 21 世纪下半叶甚至 21 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 ( 王

真、邓梁春，2016)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的数据，截至 2020 年底，全球已经有 5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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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书玉: 《1. 5 万亿芯片巨头出手斥资 1300 亿建厂，热钱涌入半导体板块“缺芯潮”将持续多久?》，东方财富网，2021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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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碳排放实现达峰，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 40%。1990 年、2000 年、2010 年和 2020 年碳排放达峰

国家的数量分别为 18、31、50 和 54 个，其中大部分属于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占当时全球碳排放量的

比例分别为 21%、18%、36% 和 40%。2020 年，排名前 15 位的碳排放国家中，美国、俄罗斯、日

本、巴西、印度尼西亚、德国、加拿大、韩国、英国和法国已经实现碳排放达峰。中国、马绍尔群

岛、墨西哥、新加坡等国家承诺在 2030 年以前实现达峰。届时全球将有 58 个国家实现碳排放达峰，

占全球碳排放量的 60% ( 苏小环，2021) 。
2． 欧美引领碳中和之路。美国和欧盟一向重视气候变化议题，这也是欧美的优先事项，二者都

计划 2050 年实现气候中立 ( 或者说净零排放、碳中和) ，即企业、团体或个人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

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实现

二氧化碳的“零排放”。乐观预测结果是，欧美可以如期达成相应计划。为实现碳中和，2021 年欧盟

27 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同意到 2030 年，其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将从此前设立的目标———比 1990 年的水平

减排 40%，提升到至少 55%。与此同时，欧盟加快新能源汽车及配套装置建设。欧盟计划到 2030 年，

欧盟电动车市场占有率达 35%～ 40% ( 周武英，2021) 。此外，还制定了更加严格的排放标准，鼓励

汽车制造商将资源转向清洁汽车，希望到 2030 年零排放汽车数量达到 3000 万辆。欧盟要实现电动汽

车梦想需要大量投资，仅充电桩一项就需投资约 800 亿欧元，需新建约 300 万个充电桩 ( 驻欧盟使团

经商参处，2020) 。
3. 2035 年前后全球碳达峰。2030—2035 年，中国逐渐步入碳中和之路，欧美碳中和路径则走得

更加深入，同时有更多国家碳达峰，在这些积极力量的作用下，全球走向碳达峰。这将深刻改变全球

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格局，并对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冲击最大的是俄罗斯、中东、非洲

等依靠化石能源的国家和地区，它们在国际政治格局的地位将有所下降。

( 八) 产业链重构更加频繁

1． 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调整。由于技术进步加快、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不确定增加，各国和地区

基于安全考虑加速重构产业链。而且，不同国家和地区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促使产业链重构。过去 20

年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调整主要是基于生产成本的 “雁阵式”转移，即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大大降低了

国际贸易的成本，技术进步大大提高了制造品的可贸易性，使得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进行

梯度转移 ( 纪玉俊、尹晓婧，2020) 。由于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对传统劳动力的大规模替代，高

效的通用软件平台对专用性重资产的大规模替代，第四次工业革命也使得传统的生产要素对产业区位

的影响力下降，无人化、智能化工厂的快速发展有可能促进制造业，特别是高新技术制造业在发达工

业国家的本地化生产，甚至有可能随着新型生产制造范式效率的提高，出现传统制造业向发达工业国

家回溯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由于发达市场经济体拥有更高收入的群体和更加挑剔的领先用户等市场

需求侧的优势，也会遏制甚至反转全球产业 “雁阵式”梯度转移趋势。
2． 供应链安全问题促使产业链变动。各国政府和依赖国际供应的企业均认识到外部供应链中断

带来的安全风险，供应链安全将成为各国政府和企业考虑全球供应链布局的重要因素。安全因素将引

起产业链和供应链朝着三个方向发展。一是更加自给自足的供应。各国政府和企业均可能将供应链更

多地集中于一个国家或地区。二是更加多元化的供应。对于无法自给自足的供应，各国政府和企业可

能有意识地寻求可代替的多个供应来源地，防范单个供应来源中断带来的风险。三是更加伙伴化的供

应。部分国家质检可能组成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合作伙伴，建立相对稳定的经济关系，为国际化的供

应链提供更好的政治安全保障。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 ＲCEP) 等新的区域贸易投资协定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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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协定，有利于在区域或者双边层面发展跨国供应链。上述三个发展方向表明，考虑安全因素后，

全球供应链中会有一部分向国家内部集中，但不会所有的全球供应链均成为国内供应链。全球供应链

会因多元化和伙伴化供应关系的建立，继续在国际上扩张。越是紧张的国际环境，全球价值链越可能

朝着自给自足的方向发展; 越是宽松缓和的国际环境，全球价值链越可能朝着多元化和伙伴化的方向

发展。

( 九) 数字货币冲击美元霸权

1． 美元仍是最主要国际货币。到 2035 年，全球的货币金融系统仍将严重依赖美元的国际流动

性。由于美元的霸权地位，目前通行的国际结算系统环球银行电信协会 ( SWIFT) 成了美国的 “一杆

枪”。美国制裁谁，SWIFT 就跟着制裁谁，否则美国就冻结美元交易，并对 SWIFT 董事会成员进行制

裁。这些措施包括冻结个人资产和对他们发布美国旅行禁令，以及限制相关银行在美国开展业务等。
2． 其他货币和支付系统难成气候。其他支付体系只限国家或地区间的特定商品或服务的交易活

动。2019 年起，欧洲方面已开始探索创建独立于美国的全球支付系统，英国、法国和德国创建了一个

新的支付系统“支持贸易往来工具” ( INSTEX) ，允许欧洲企业在不违反美国制裁的情况下与伊朗开

展贸易，可以用来保持欧洲企业与伊朗之间的一些贸易线路畅通，挽救伊核协议。然而，该支付系统

只具有象征意义，实际仅用于食品、药品和必需消费品等人道主义物资供应。预测到 2035 年，该支

付系统仍将存在并可能扩大到欧洲与伊朗之外的其他国家，但仍限于被美国制裁的特定地区的特定商

品或服务。而且，到 2035 年中俄等国家之间也可能建立一套支付系统，也将限于石油等特定商品或

服务。
3． 能挑战美元霸权地位的很可能是数字货币。数字货币，也称加密货币，不依托任何实物，是

使用复杂的密码算法与计算机技术创建、分发和维持的一种货币。数字货币对全球治理的挑战主要体

现在如下几点: 一是削弱一国的“货币主权”，影响货币政策效果。数字货币发行者通常是科技公司，

货币被创造于银行体系之外，这将削弱货币政策传导和执行的有效性。二是加剧金融系统波动风险。

数字货币发行量主要取决于发行者的意愿，将使货币供应量不稳定，造成无政府主义的混乱。数字货

币本身的价值亦具有较大波动性，可能引发以数字货币定价和交易的股票、债券等其他金融资产的价

格动荡。三是可能被用于洗钱、资助恐怖分子等犯罪活动，国际社会对此仍存在担忧。由于数字货币

的第一个特性，也即可在无国界的条件下削弱主权，故很可能成为制约美元霸权的利器。

( 十) 全球经贸呈现区域化发展趋势

1． 全球化可能被逆转，走向本地化和区域化。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运输成本下降、技术

进步为贸易铺平道路，这是促使自由贸易的客观规律。但是，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对产业安全性、

稳定性要求提升，导致了产业链倾向于本土化和区域化，一些跨国公司将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转向本

国或本地区 ( 盛朝迅，2021) 。
2021—2035 年，一个合乎情理的推断是，未来国际交流将不会消亡，但它很可能变得更加区域化

和虚拟化，贸易增速不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超过全球产出增速，而是与全球产出增速大致保持一致。

与此同时，自由贸易将在更多国家和地区遭遇更多人群的抵制，国家和地区之间签署的区域性贸易协

定大幅减少，结束了之前数十年的不断上升趋势。
2． 全球贸易模式转变，更加有利于发达经济体。2021—2035 年，全球化将经历意义深远的结构

性转变，使竞争环境向有利于发达经济体的方向倾斜。这是因为: 第一，服务贸易比重提高。尽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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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贸易已趋平稳，但服务和跨境数据流动已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领域。总体而言，发达经济体的服务

业贸易处于顺差，并持续扩大，它们处于有利地位，能够抓住娱乐、媒体、云计算、远程医疗和教育

等领域的未来增长 ( 刘典，2021) 。第二，所有的产业价值链更加依赖于研发和创新。大多数人对全

球化的看法停留在离岸外包、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经济体的工厂倒闭这些方面。但如今，

劳动力套利游戏似乎即将结束，全球在品牌、软件和运营流程等无形资产上的支出相对于营收将持续

扩大，这对拥有高技能劳动力和强大知识产权保护的欧洲、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来说是利好的。

二、2021—2035: 中国经济展望

本文在深刻剖析世界经济变局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进行合理推论，提出了 2035

年中国经济十大趋势。这一长期视角的研判，对充分认识短期、中期经济问题，合理设计经济政策，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 一)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国家

1． 未来仍需保持较高经济增速。当前，中国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不再是经济

发展所追求的唯一目标。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规模的较快增长与人均 GDP 水平的不断提升是一个国

家持续发展以及迈向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因此，在 2021—2035 年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

键时期，必须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2． 党中央对经济增速提出了明确要求。党中央对 2035 年中国发展提出了较高战略目标。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 ( 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 ，设定了 2035 年远景目标，明确提出到 2035 年人均 GDP 达

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习近平总书记在做关于 “十四五规划”说明时表示，

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 2035 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

可能的。因此，可以将 2021—2035 年经济增长目标归结为三条: 一是到 2035 年 GDP 比 2020 年翻番;

二是人均 GDP 比 2020 年翻番; 三是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 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标准约为 2. 3 万美元) 。要达到这三个目标，按低、中、高三个方案测算，2021—2035 年我国平

均经济增速分别至少达到 4. 6%、4. 8%和 5. 5%。不论实现哪个增速，可以肯定的是，到 2035 年中国

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
3． 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上述三个目标中，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

要求最高，实现难度也最大。2021—2035 年，只要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平均保持在 5%～ 6% 的区间，

到 2035 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 35 万亿美元。届时，中国总人口大约 15 亿人，人均 GDP 将达到 2. 3

万美元左右，基本达到目前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

( 二) 产业链实力增强，“中国制造”质量显著提升

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持续增长并跻身发达国家的同时，发展模式也从赶超模式转变为高质量

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产业链向高端化发展，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强劲。
1． 工业体系更加完备和高端化。到 2035 年，我国维持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上中下游的产业

链，在亚洲区域产业分工中的核心地位更加牢固，并呈现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良好态势，制造

业比重维持在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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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点产业“缺芯少核”状况未发生根本改变，产业链关键核心环节有向外迁移风险。2021—
2035 年，全球保护主义盛行，不断改变全球产业链分工逻辑和地区布局，很多国家把医疗器械等关键

产业链的本土化视做核心利益，通过立法、补贴等多种方式，推动关键产业链回流。一些国家开始鼓

励本国企业分散化的布局，并提出供应链“去中国化”战略。从国内发展的条件变化看，中国制造业

向外转移有加速的趋势。保障产业链安全，预防全产业链外迁和高端产业外迁所导致的产业 “空心

化”问题需要提高警惕和预防。
3． 中国产业链在全球地位提升，但仍有欠缺。总体判断，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支撑力还停留

在“规模发展”，仍然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 肖宇、夏杰长、倪红福，2019) ，而发达国家大多是以

品质效益、结构优化、持续发展作为优势竞争力。到 2035 年，我国产业链更加完备，价值链从中低

端转向中高端，5G、云计算和高铁等继续领先，芯片、操作系统等领域攻克难关，但高端产业链仍不

完备，一些软硬件关键技术和设备仍然受制于人，比如电池技术、发动机技术等。数字基建成为主

流，高铁等传统基建转向非洲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总量世界第一，但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

业仍弱于美欧，美国在金融和美元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不变，美国科技强于欧洲，欧洲科技绿色制造和

先进制造领先中国。
4． 困扰中国制造最大的难题是劳动力不足、未富先老和过早去工业化。随着制造业工厂的智能

化、自动化设备日益完善，企业对知识型、技术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尤其是缺乏一线熟练工人和

高级技工。但是，中国的学历教育没有办法解决工厂的燃眉之急。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学毕业生都想当

白领;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学教育和现实需要脱节，实用型岗位人才奇缺。这些年，中国一直强调要

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但是制造业比例下降、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以及部分外资撤离等因

素，都让这个目标充满不确定性。美国、德国、日本这些国家都是在人均 GDP 分别达到 1. 7 万、1. 9

万和 2 万美元的高收入水准时，制造业比重才开始下降。而中国呢? 在 2006 年，中国人均 GDP 是

3069 美元时，制造业比重就开始出现下降。中国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在 2006 年时是 32. 5%，到了

2020 年时已经下降到 26. 2%左右，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这个下降速度过快过早，值得警惕，需

要采取切实措施扭转这个现象。

( 三) 服务业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1． 服务业发展是产业结构演进的必然趋势。20 世纪 70、80 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进入工业化

后期，世界经济逐步向服务业转型，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服务业呈现出快速发展

态势，形成了“四个 70%”的标准。①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生产方式以及居民生活范式的转

变，服务业比重将继续提高，且将朝着网络化、平台化和智能化方向演进 ( 夏杰长、肖宇、孙盼盼，

2020) 。
2． 服务业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建成。2021—2035 年，中国服务业比重仍将缓慢上升，更重要的是，

服务业技术水平和发展质量显著提高，服务业现代化体系基本建成。从比重来看，消费性服务业向精

细化、品质化发展，比重有所降低，占 GDP 比重约为 10% ; 生产性服务业实现高端化、专业化发展，

比重不断增加，占 GDP 比重约为 45% ; 服务业总体占 GDP 比重约为 60%。从增长动力和生产效率来

看，服务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 ( 夏杰长，2020) 。社会各界在谈及 “高质量”“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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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概念时，往往直接与高端制造业挂钩。但实际上，当我们讨论高端制造业时，很大程度上是在讨论

高端服务业，比如知识产权、研发、数字经济等。从产品价值链上看，服务部分所占比重愈来愈大，

商品最终价格中服务环节 “加价”增加，甚至超过“制造环节”或“农业生产环节”。
3． 进入高标准服务经济时代。2021—2035 年，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在

中国经济服务化过程中，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生产率差距将趋于收敛，服务业成为稳增长、调结构和稳

就业的重要抓手，中国将进入高标准的“服务经济时代” ( 夏杰长、徐紫嫣，2021) 。

( 四) 国内大市场潜力逐渐释放

中国社会的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能力会得到进一步提升，中国迅速变成 “世界超

市”，变成其他国家和地区各类商品最大的销售市场。
1． 内需总量和全球占比提高。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扩大内需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当人均 GDP 达到 2 万美元时，发达经济体国内市场出现阶段性转换，

均表现出了国内需求为主体的显著特征。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最终消费率基本维持在 75% 以上，日本韩

国等亚洲发达经济体最终消费率基本维持在 65% 左右。据此推测，2035 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有望突

破 200 万亿元。2035 年中国消费市场总量将超过欧美总量之和，成为全球消费主力。与此同时，预测

中国国内市场规模占世界比重持续攀升，北上广深以及成都、哈尔滨、青岛等国际、国内和地区消费

中心遍地开花。
2． 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明显。一是网络消费成为主流。网络技术突飞猛进，网络制度不断完善，

未来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相连的新一代互联网将形成，这为中国网络消费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与基

础。未来网络消费将不仅局限于网络购物，而且将向网络服务、虚拟消费、智能消费等更加广阔的领

域延伸 ( 张颖熙、徐紫嫣，2021) 。二是绿色消费诉求日益强化。中长期内，住行在中国仍将作为主

导消费领域，绿色住宅、新能源汽车将成为居民未来住行升级的主要方向; 消费者健康意识提高，环

保知识增长，空气净化器、环保家具、节能冰箱等绿色概念的家电、家具等产品消费逐步被认可并受

到青睐; 绿色发展观更加鲜明，绿色、健康、有机的食品、饮用水、空气等越来越受到居民的重视

( 刘慧、夏杰长，2021) 。三是农村消费市场空间扩大。农村消费将沿袭城市消费升级发展路径，进入

消费发展新阶段。四是养老消费占据主导。伴随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银色经济时代即将来临，部分

耐用消费品增长趋于饱和，消费重心向以中老年为主导的领域转移，高层次、高质量、个性化、多元

化的养老消费、银发产品与服务消费将逐步占据消费市场。
3． 国内市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区域市场割据和壁垒基本消除。中国牢牢把握扩大内需战略基

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市场主体平稳

运转，市场需求逐步改善，市场环境日趋完善。出台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推动要素市场化

配置改革取得积极进展，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有关部门多措并举，全方位减税降费，为市场主

体回暖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环境，市场活力不断提升。2035 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国有望跻身前十

位，营商环境成为中国新名片。

( 五) 服务贸易引领对外开放

1． 服务贸易和投资体量大幅攀升。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和贸易方式变革，服务贸易地位将不断攀

升，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将成为推动对外开放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 王晓红，2021) 。到 2035 年，中国服

务贸易总额将超过货物进出口总额; 信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服务、环境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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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及治理服务等高技术服务业吸引外资能力较高，占服务业 FDI 比重将超过 50%。
2． 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和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

示范区建设为代表的各类先行先试对外开放试验区域，在关税税率、通关效率和出入境限制等方面，

逐步达到发达经济体自由开放的水平 ( 刘诚，2021) 。

( 六) 全面实现绿色发展

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告，中国 “二氧化

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宣布努力于 2060 年前实现

碳中和，不仅与《巴黎协定》提出的温升控制目标相一致，并且与中国在 21 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和美丽中国的目标相契合。
1． 非化石能源将从配角转变为主角，化石能源最大限度被淘汰。2016 年 12 月 29 日，国家发展

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的 《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 ( 2016—2030 ) 》提出，到 2030 年和

2050 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分别要达到 20% 和 50%，新增能源需求主要依靠清

洁能源满足。可再生能源价格优势初现端倪，未来价格优势将更加明显。
2． 电气化进程加快，终端部门电气化是关键所在。2020 年 5 月 1 日，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

《中国电气化发展报告 2019》，从电力供应、电力消费、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 15 项指标评价电气化进

程，发现中国电气化仍处于中期中级阶段，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存在明显差距。因此，为逐步

实现碳达峰及碳中和目标，预计 2021—2035 年，中国势必加快工业、交通、建筑等能源消费终端部

门的电气化进程。
3． 工业结构呈现绿色化发展趋势，低碳新工业体系基本形成。未来，中国重化工业仍将存在，

但是“高碳”重化工业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随着中国工业结构绿色化发展和工业用能清洁低碳化发

展，工业生产过程碳减排重要性凸显，低碳新工业体系逐渐建立。
4． 加快普及绿色智能交通，交通运输模式创新展示巨大发展潜力。未来，电动汽车、智能交通、

共享交通、自动驾驶等交通方式在碳中和愿景下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而且这期间伴随着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的快速推进，尤其是建设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快速发展，客观上助推了交通运输方式的革

命。预计 2021—2035 年，中国部分地区将采取试点征收拥堵税、大排量税、燃油税，禁售燃油车等

举措。

( 七) 中国科技创新综合实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历史经验表明，追赶国家必须依靠自主创新实现赶超。美德在 20 世纪初对英国的超越，日韩在

二战后跻身发达国家行列，都是依靠技术创新提升钢铁、飞机、汽车、电子等当时前沿行业生产率。

中国当前面临数字革命机遇的同时，也遭遇前所未有的疫情冲击、科技封锁等外部挑战，“以市场换

技术”模式难以为继，故需更加强调内循环和自主创新 ( 林垚，2021) 。可预见到 2035 年，中国的科

研投入将位居世界第一，科学技术创新成果会居于世界前列，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技术创新大国。

( 八) 共同富裕之路迈上新台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使命。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旗帜鲜明地走共同富裕发展

道路。当然，共同富裕有先有后，全国整齐划一进入共同富裕暂时还难以实现。以社会主义先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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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区为代表的地区率先进入社会主义中级或高级阶段，有条件的地区逐渐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带动全国逐渐向共同富裕迈进是大势所趋。到 2035 年，中国有望实现高水平共同富裕 ( 刘诚、夏杰

长，2021) 。

( 九) 人口峰值回落，人民生活水平提升

1． 中国人口数量在 2026 年至 2030 年之间达到一个 “转折点”，将趋于稳定，甚至出现下降。
2021 年 5 月公布的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过去十年中国人口增长了 5. 38%，达到 14. 1 亿，这是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最慢的人口增长率。近年来，由于生活成本的上升和社会习俗的改变，生育率有

所下降 ( 陈卫、刘金菊，2021) 。并且由于年轻人和工作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预计在 2025 年之后人

口数量趋稳，甚至有可能稳中有降。
2． 劳动力受人工智能冲击严重。麦肯锡对中国 2030 年劳动技能和职业进行了预测，到 2030 年多

达 2. 2 名亿中国工人可能需要在职业之间转换 ( 下岗和再就业) ，约占劳动力总数的 30%，其中对体

力、基本认知技能的劳动需求将分别下降 18%和 11% ( Woetzel 等，2021) 。
3． 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生活更加美好。到 2035 年，中国将形成与发达国家总人口规模不相

上下的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指导

下获得重大进展，中国社会在现代性意义上的稳定性将进一步增强。

( 十) 人工智能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1． 制造业将是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最为丰富、最具潜力的领域。2021—2035 年，对人工智能的应

用需求贯穿制造业全生命周期，成为未来人工智能融合应用的关键领域。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

合将在制造业更多环节、更多层面得到推广和深化。
2． 各大科技企业扎根场景深挖落地应用，使得人工智能产品真正 “有用”。新零售、无人驾驶、

医疗和教育等易落地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将更加受到资本关注。预计 2021—2035 年，围绕算法、数

据和计算力等人工智能新基建的 “三驾马车”，人工智能产业链建设力度将继续增大。
3． 各地政府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热度持续。地方扶持政策、举措等也将变得更加务实和具备

可操作性，应用将成为政府关注和紧抓的重要内容。国内更多城市 ( 群) 将聚焦智能芯片、智能无人

机、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等优势产业，面向医疗健康、金融、供应链交通、制造、家居、轨道

交通等重点应用领域，积极构建符合本地优势和发展特点的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场景。预计到 2035 年

数字税将成为中国重要税种之一。
4． 到 2035 年中国人工智能仍落后于美国。伴随人工智能发展对算力需求的不断迭代升级，到

2035 年中国人工智能芯片企业仍大量依赖高通、英伟达、AMD 等国际巨头提供符合要求的芯片产品，

国内产业链龙头企业的发展与国际巨头相比属于仍在探索期。而且，到 2035 年中国在数字经济细分

应用领域的专业人才缺口仍较大，这在当前少儿计算机教育数据中可见一斑。2020 年，少儿编程教育

在美国的渗透率达到 44. 8%，在中国仅为 0. 96%，差距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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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conomic Globalization Enters 3． 0 New Era
Li Luoli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an inevitabl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rend that has appear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zed mass
production to a certain stage． Today，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of version 2． 0 is changing to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of version
3． 0． There are five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version 3． 0: First，emerging econom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will become the dominant force i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3． 0． Second，economic globalization 3． 0 will surely form a new
game regulation; third，a new global industrial layout is taking shape; fourth，the global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is being
reconstructed; fifth，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s accelerating the birth of a variety of new industrial form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3． 0．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ill not only be weakened by the COVID-19 and the“farce”of Western politicians，on
the contrary，it will develop more rapidly and enter a new era under the objective general trend of today’s world development．

( 5) The Ｒoad ofWorld Economic Ｒecovery is Full of Thorns
Gu Yuanyang

The repeated shocks of the COVID-19 and the downturn of the economic cycle have plunged the world economy into a deep
recession in 2020． In 2021，the COVID-19 will worsen and the delay will be longer，the“post-epidemic era”has not yet arrived，
and the epidemic is still a key variable affecting the world economy． The supply chain bottlenecks，energy shortages，soaring
prices，rising inflation，and the coexistence of global supply and demand mismatches，labor shortages and high unemployment，
superimposed on the potential risks of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ies，they have slowed the pace of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and variou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ve successively lowered their expectations
for world economic growth． The world economy has both“immediate worries”and“long-term worries”． The actual growth of the
global economy in 2021 has not returned to the growth level of 2019． In 2022，the world economy will still be difficult and the road
to recovery will be bumpy．

( 6) Towards 2035: Changes in the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China’s Economic Outlook
Xia Jiechang ，Liu Cheng

2021-2035 is a period of profound adjustment of the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it is the first stage for China to
build a prosperous，democratic，civilized，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and it is a critical period for China to
implement the“two-step”strategy．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and globalization is the general trend that
affects the whole body，the changes in the world’s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will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a profound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in the world economy，this article makes reasonable inferences based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ituation at domestic and abroad，and puts forward the ten major trends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moving toward a socialist modernized power in 2035，which including cross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and entering the ranks of developed countries，the quality of“Made in China”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the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has basically been formed，and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 7) International Ｒules of Digital Trade: Trends and Construction Paths
Zhang Qi ，Chen Hongna ，Luo Yuz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mot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 digital trade，triggering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and trade
pattern and profound adjustments to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globalization”，policy adjustments of various countries have superimposed the reshaping of the global order，and digital trade rules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restructuring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and the game of all partie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involves more and more extensive areas of rules，some rules are explicit issues directly related to digital trade，and
some are hidden issues that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digital governance environment，and the scope of the issues continues to
expand and is complex and overlapping． The negotiations on digital trade rules that have been carried out mainly focus on seven
themes of trade facilitation，market access，tariffs and digital taxes，cross-border data flow，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a
reliable Internet environment，and a digital business environment．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rule system for digital trade，encourage the adoption of a more flexible negotiation framework，and encourage the exploration of new
issues of coope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les and supervis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sharing; multilateral，regional，bilateral，
plurilateral and other platform paths must be coordinated to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the formulation of digital trade rul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China needs to match new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rules，actively promote
domestic market opening and regulatory innovation，and build a safe and efficient risk prevention mechanism．

( 8 ) The Thinking of Promoting the Building of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TheHigh-quality Co-construction of“The Belt and Ｒoad”in the New Era

Xu Zhanchen
Building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s a major proposition with strategic height，overall importance，and practical

urgency in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t present，the world is undergoing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and the pandemic situation of the century has been superimposed，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building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nd the high-quality co-construction of“the
Belt and Ｒoad”have become an inevitable era． Therefore，it must comprehensively and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building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nd grasp its realistic responsiveness，historical inheritance，idea-leading nature，
value supremacy，and practical feasibility，clarify the specific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on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the Belt and Ｒoad”; Advancing the consultation，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has become a common basic principle for jointly building“the Belt and Ｒoad”and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adhere
to the priority position of the right to survival and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embodied behind the two achievements． In 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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