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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模式的
轉變及其挑戰

謝念億／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大陸經濟）研究所　分析師

當前中國大陸正處於新舊動能轉換的重要時刻，這標誌著從高速成長階段轉向高品

質發展的過程，新質生產力成為產業布局的核心，代表著從傳統生產力向新質生產力的

轉變。然而，這種轉變也帶來了一系列挑戰。面對挑戰，中國大陸正在探索一條新舊動

能轉換的新路，機會與挑戰也蘊藏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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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前，中國大陸正面臨一場內外部同時發

生的深度經濟結構調整。一方面，當經

濟發展達到一定階段後，資本驅動模式將難

以繼續支撐經濟的高速成長。大量的資本投

入，必然會面臨資本報酬率回落、邊際產出

下降、產能過剩等問題，使得同樣規模的資

本投入對經濟成長的拉動作用逐漸削弱。另

一方面，地緣政治局勢變化，從美中兩強的

貿易戰、科技戰，乃至於烏俄戰爭、以哈衝

突等，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正在重塑全球產

業鏈結構和商業規則。

當前中國大陸處於新舊動能轉換的

重要時刻

2023年中以來，中國大陸物價水準持續

低位運行，全年消費者物價指數僅增 0.2%，

為 2009年來最低，遠遜於官方原本設定的全

年 3%左右的目標，這引發了市場對於其經

濟陷入通縮的擔憂。不過，回顧歷史可見，

1998年至 2000年中國大陸也出現過類似的總

體環境，當時通縮背後是中國大陸正經歷從

勞動密集型產業到資本密集型產業的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