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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住了来自国外的风险挑战和国内多重

因素交织叠加带来的下行压力，经济运行呈现一系列积极变化，

消费重新成为经济增长的“领头羊”，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

增长贡献率达到 83.2%，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升到 113%，

有效对冲了外需收缩的压力；创新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增强，高

技术产业投资较快增长，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 “新

三样”增势强劲，工业企业效益逐步修复，产能利用率提高，民

间投资止跌回稳。前三季度 GDP 同比增长 5.2%。近日，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调高 0.4 个百分点至 5.4%，

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预期的积极变化。 

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恢复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期，经济运行



仍面临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仍然不足，一些企业经营面

临困难，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这既

有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冲突频发等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

也是国内疫情滞后影响等周期性因素和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的结

构性问题相互作用的结果。随着前期出台的政策效应逐步显现，

市场信心加快修复，国内需求将持续复苏，企业效益有望改善。

房地产市场将延续调整态势，并在适应新的住房需求中枢水平和

业务模式中寻求新的均衡点，随着供需两端综合施策和市场的自

身修复，房地产有望筑底回稳，对经济金融体系的外溢效应总体

可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集中体现在融资平台的隐性债务，资金

主要投向准公益性基础设施，但项目收益与市场化融资不匹配导

致风险积累。有关部门正在采取措施，通过展期、借新还旧、置

换等方式，分类施策支持地方政府化解债务风险，同时加快融资

平台改革与转型，剥离政府融资功能，转型为不依赖政府信用、

自主经营的市场化企业。 

展望 2024 年，面对外部需求走弱、国内经济转型升级面临

的挑战，要将政策发力和改革加力结合起来。政策发力重在为经

济加快恢复注入动力和信心。从国际比较看，我国中央政府债务



负担较轻，加大政策调节力度空间较大。今年 10 月，全国人大

常委会批准增发 1 万亿特别国债，2023 年赤字率调增至 3.8%左

右，体现出财政政策力度明显加大。预期明年财政政策仍将保持

相应力度，加大对重大工程、实体经济和民生改善支持，激活企

业和市场信心。货币政策将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

长，合理把握利率水平，推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改革

加力重在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通过深化结构性改革解决发展

中面临的问题，激发市场活力和创新动能。 

从更长期看，中国经济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主要依靠低成

本要素高强度投入驱动增长，也不可能依靠低水平制造业大规模

扩张推动发展，必须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轨道。 

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和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科

技创新成为大国博弈竞争的制高点。过去在技术追赶阶段，中国

科技进步的主要路径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创新以终端产品的

集成创新为主，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较为薄弱。面向未来，

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必须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

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带动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在更多领



域跻身国际领先行列。香港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优势明显，

在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在国家科技创新中

能发挥独特作用。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园等平台，把香港的基础研

究和大湾区创新科技产业化优势结合起来，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路径。香港高校可在园内设立研发机构，

并与深圳高技术企业合作，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培育形成一批

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香港还可利用人员往来便利的优势，

吸引海外高端科技人才短期或长期居留工作。 

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实现 “双

碳”目标，中国要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

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实现

“双碳”目标的关键。近年来，中国以风电、光伏发电为代表的

新能源发展成效显著，装机规模稳居全球首位，发电量占比稳步

提升，成本快速下降，已基本进入平价无补贴发展的新阶段。同

时，在强化市场激励机制、发展碳交易市场、发展绿色金融方面

仍有很大发展空间。香港可以发挥金融业发达和专业人才聚集的

优势，在加强环境信息披露、完善绿色金融工具、发展碳交易市

场方面与内地加强合作，既助力内地的绿色转型，又拓展香港的



绿色金融发展空间。 

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当前，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美西方国家推动所谓 “去风险”，推进

“友岸外包”、 “近岸外包”，本质上是要推进供应链 “去中国化”。

面对外部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以

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聚焦投资、贸易、金融、创新等重点领域深

化改革，加强与国际通行规则、标准的对接和互认，以高水平开

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航空航运

中心，具有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在扩大金融业开放、促进跨境

投资、培育数字贸易新业态、以及数据跨境流动等方面，都能为

内地对接国际规则和标准发挥桥梁和示范作用。 

风雨之后见彩虹。回望过去，中国经济每上一个台阶，都是

在有效应对危机之后。同样，在经历了三年疫情冲击的洗礼后，

中国经济也必将在应对挑战中迈上新的更高台阶。只要将经济恢

复过程转化为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过

程，就一定能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开启新一轮增长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