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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 中国国情与发展的基本特点和大致轮廓
是什么？

• 中国经济发展有哪些决定因素和重要影
响因素？

• 存在哪些基本性的限制因素？
• 这些因素与改革开放初期和90年代有什
么相同和不同？



需要探讨的问题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主要资本是什么？

•为什么要使用绿色GDP

•如何判断中国的发展模式

•为什么中国发展模式需要转变

•中国绿色发展战略的目标和内容是什么？

•中国的发展之路是什么？



主要内容

一. 中国国情：四大资本

二.  名义GDP与绿色GDP

三. 中国发展的巨大代价：自然资产损失

四. 中国发展模式转变

五.  中国绿色发展战略

六. 结论



促进中国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战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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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基本国情和发展轨迹

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

• “一个中国、两种制度” ：城乡居民的两种身份制
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和财政
转移制度，以及两种差异甚大的生活方式

• “一个中国、四个世界” ：中国发展不平衡性在各
个地区中的反映，中国是世界上地区发展差距最
大的国家

• “一个中国、四种社会” ：农业社会、工业社会（
包括建筑业） 、服务业社会、知识社会



中国经济发展历史阶段

 经济发展阶段 中国占世界 GDP
总量比重 

中国人均GDP增
长特点 

中国人口增长特

点 
中国占世界贸

易总量比重 
传统农业停滞时

期（1700-1820年） 
居世界首位 人均GDP增长率

为 0.0%，经济趋
异 

人口较高增长率，

0.85% ，高于欧洲
（0.46%） 

 经济

趋异

时代 
传统农业解体时

期（1820-1950年） 
迅速衰落期，由

32.9%下降至为
4.5% 

人均GDP增长率
为 0.0%，经济大
趋异 

高出生率、高死亡

率、低增长率，

0.30% 

比重低且下降 

现代经济增长初

期（1950-1978年） 
占世界比重仍处

在历史最低点，

持平期，变化不

大 

人均GDP增长率
为 2.34%，经济
趋异 

高生育率，高增长

率 2.06% 
比重降至历史

低点，不足 1％ 

经 济起 飞期 1
（1978-2000年） 

迅速上升期，由

5.0%上升为 11%
以上 

人均GDP增长率
为 6.04%，经济
大趋同 

较低生育率，较低

增长率，1.45% 
迅速上升，达到

4％ 

经 济起 飞期 2
（2000-2020年） 

迅速上升期，达

到 20% 
人均GDP增长率
为 4.50%，经济
大趋同 

低生育率，低增长

率，低于 1% 
迅速上升，达到

10％ 

经济

趋同

时代 

经 济 强 盛 期

（2020-2050年） 
居世界首位，且

持续上升期 
稳定增长，继续

趋同 
人口零增长，总人

口居世界第二位 
居世界第二位 

 



五大国综合国力比较

五大国综合国力比较(占世界比重,1980-2000年) 单位：% 

0.03322.51821.90322.13822.02222.485美国

-0.345a2.9253.271

俄罗斯

1.6927.7298.5357.3176.3376.037日本

1.1674.5434.0083.7353.6153.376印度

4.0348.7707.1635.6465.3064.736中国

1980-2000年变化量2000年1995年1990年1985年1980年国家



中、美、日、印、西欧占世界GDP总量比重（%）

17.71310418.42030年

212057122001年

27264351950年

19337391913年

217163331820年

美国西欧印度日本中国年份



发展的四大资本

• 生产性资本（K）：增加有形资本积累和提高
资本回报率，通过经济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

• 人力资本（H）：私人和政府投资人力资本，
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提高教育的潜在效益，
保障穷人充分利用自己的人力资本

• 自然资本（R）：维系自然资本，保持可持续
发展；是指有市场价值的自然与环境（矿藏，
土地，生态体系等）和对环保的支出（私人和
国家支出和税费）

• 知识资本（S）：提供社会生产进步的可能性
• 四大类资本的互补性



自然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

42.7943.26五国合计

15.8215.8515.9516.4216.8118.2919.20美国

6.975.597.57俄罗斯

3.393.543.413.233.343.49日本

6.886.686.596.976.756.686.58印度

9.749.889.629.308.578.658.54中国

2000199719951990198519801975



五大国总人力资本比较

52.249.848.247.247.746.5五国合计

8.609.019.3010.211.610.5美国

4.064.265.055.305.696.57俄罗斯

3.273.553.734.014.364.60日本

12.311.19.989.068.407.27印度

24.021.920.218.717.617.5中国

200019951990198519801975



自然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

42.7943.26五国合计

15.8215.8515.9516.4216.8118.2919.20美国

6.975.597.57俄罗斯

3.393.543.413.233.343.49日本

6.886.686.596.976.756.686.58印度

9.749.889.629.308.578.658.54中国

2000199719951990198519801975



五大国知识技术资源占世界比重（%）

55.4953.86五国总计

35.1934.5934.2632.8032.69美国

1.641.760.080.000.00俄罗斯

14.7015.328.569.178.23日本

1.140.851.232.012.23印度

2.821.341.010.940.79中国

20001995199019851980



中国四大资本变化
• 物质资本：2001年相当于1949年的近100倍，
相当于1978年的8倍；国内投资额占世界总量
的18%

• 总人力资本：2000年相当于1949年的近20倍
，相当于1982年的近2倍，目前已占世界总量
的24%；

• 知识资本：2000年知识资本相当于1980年的
2.1倍；占世界总量的2.8%

• 自然资本：生态赤字持续扩大，成为限制中国
经济发展的最大因素。占世界总量的9.7%



新世纪资源环境国情：现代化的最大制约因素

• 自然资源供给面临的巨大挑战 ：
• 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土地日益增长的需求，使得
耕地面积继续减少，进而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

• 水资源短缺仍然是制约中国北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资源瓶颈

• 能源需求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国民经
济的能源密集化趋势十分显著

• 主要大宗矿产品也将面临长期短缺



更为严峻的生态环境挑战

• 首先是土地资源大规模严重退化
• 水生态环境迅速恶化
• 草原的退化情况相当严重
• 森林赤字扩大
• 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稀有物种迅速减少
• 城市空气质量远远低于国际标准
• 自然灾害的受灾率、成灾率继续上升，自然灾
害经济损失越来越大

• 全球环境问题的国际压力进一步加大



二.  名义GDP与绿色GDP

• 现行的基于名义GDP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仅
没有扣除自然资产损失，而且将其中过度开采
资源和能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按照附加
值统计计算在GDP总量之中。

• 所谓绿色GDP是区别于名义GDP，它是指在名
义GDP中扣除了各种自然资本消耗之后的经过
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净值，也称绿色国内生产
净值（EDP）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GNA）

• 1995年以来，世界银行组织有关专家开始重新
定义和衡量世界及各国的财富，提出了绿色国
民经济核算体系（green national accounts
）来衡量国民财富

• 国家财富包括生产性资源(produced assets)
、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和人力资源
（human resources）



绿色GDP核算的目的

• 在于展示各类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活动
中对自然的需求、消耗、损害，也包括
对保护环境所采取的措施，以反映自然
资本的市场价值和信息。



真实国内储蓄

• 真实国内储蓄（genuine domestic savings）
:扣除了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
枯竭以及环境污染损失之后的一个国家真实的
储蓄率

• 世界银行计算真实国民储蓄率公式：
G=GNP-C-δK-n(R-g)- σ(e-d)+m

• 考虑知识资本的计算公式
G=GNP-C-δK-n(R-g)- σ(e-d)+m+k



绿色GDP帐户的缺陷：
• 没有包括具有市场价值的土地
• 没有包括国家与私人的环保投资
• 没有包括其他生态体系的损失
• 因而利用绿色GDP帐户的估计自然资产损失是
保守的，也是不全面的



三. 中国发展的巨大代价：自然资产损失

•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资产损失最的的国家
•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计算，1981年
我国自然资产损失占GDP比重高达30.4%，
1990年降至15.43%，1995年降至为7.80%，
2000年又降至为5.80%，与此同时真实国内储
蓄率由1985年的11.87%提高至2000年的
26.60%

• 减少自然资本等于减少绿色GDP



中国自然资产损失占GDP比重

Natural Capital Cost (% of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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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表明随着自然资产损失的大幅度下降，真实
国民福利明显提高。实行绿色GDP是实行绿色
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它意味着从传统的大量
消耗资源排放污染的名义GDP核算单位转向扣
除自然与环境成本的绿色GDP。

• 增加自然资本等于增加绿色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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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了过去20年中国确实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大
弯路，即“先破坏、后保护；先污染、后治理
；先耗竭、后节约；先砍林、后种树”，为此
无论是国家、还是公民都付出了沉重代价，其
真实国民财富因各种自然资源的损失而大打折
扣。

• 增加人类资本和知识资本等于增加国民财富



世界发展之路：
增长模式的变迁：历史回顾

–50年代到70年代：莫斯科共识（1957年）
–80年代到90年代：华盛顿共识（1990年
–21世纪初期：后华盛顿共识，综合发展观
，国际社会”千年发展目标“（2000年）



四. 中国发展模式转变：从黑色发展
到绿色发展
中国增长模式：

–第一代增长模式：赶英超美、四个现代化

–第二代增长模式：三步构想

–第三代发展模式：科学发展观:从传统工业
化到新兴工业化，从黑色发展到绿色发展



21世纪的新发展观
• 21世纪世界发展的核心是人类发展，人类发展
的主题是绿色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要从传统的“黑色发展”转向“绿色发展”；从生态
开发（Ecological Exploitation）到生态建设（
Ecological Construction）；从生态赤字（
Ecological Deficit）到生态盈余（Ecological 
Surplus）。

• 黑色发展是指高消费、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
放；低附加值、低使用价值，低资源生产率的
发展

• 中国的特点：高投入，高增长，低效益



如何理解绿色发展

• 黑色发展是经济与环境的零和博弈
• 绿色发展是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博弈
• 黑色发展是政府与企业的零和博弈
• 绿色发展是政府与企业的双赢博弈
• 黑色发展是排污者与受害者的零和博弈
• 绿色发展是排污者与受害者的双赢博弈



如何理解绿色发展

• 大幅度提高资源生产率（resource productivity
）：

• 从中国实践来看，2001年GDP是1978年的7.9
倍，能源消耗量则是2.3倍，23年间单位能耗
产出提高了2.4倍

• 2000年货运总量是1978年的5.46倍，单位资
源消耗产出提高了45%



绿色经济的特点

• 大幅度减少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量
• 提高就业率
• 是一种服务和流通经济，更好的保护和服务于
赖于生存的生态系统。改变了商品生产者和购
买者的关系。不一定购买，可能是租借；提供
可长期使用的、可升级换代的耐用品服务；产
品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

• 材料使用的最小化，产品耐用性的最大化，产
品保养的方便化，顾客不是购买商品而是购买
服务

• 增加对自然资本的投资，支持人类社会和所有
生命支持系统



绿色经济的内容
• 绿色生产
• 绿色能源
• 绿色食物：无污染的安全、优质、营养类食物，
• 绿色消费：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绿色生活； 环
保选购；重复使用，多次使用；分类回收，循环再
生；保护自然，万物共存

• 绿色市场
• 绿色服务
• 绿色农业
• 绿色技术与绿色技术标准（ISO14000）
• 绿色教育



从可持续发展到绿色发展

• 持续发展的定义：“今天的人类不会以牺牲今
后几代人的幸福而满足需要”(1987年，世界环
境与发展委员会)

• 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但又包
含了更为广泛的新含义。前者是主动型发展观
，后者是被动型发展观；前者是适应型，而后
者是滞后型



绿色发展战略:中国的必选之路
• 中国各类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同程度低于世界人
均水平，但却是世界上自然资产损失最大的国
家之一

• 世界耗水量第一大国（占世界用水总量的
15.4%）

• 污水排放量居世界第一（相当于美国的3倍）

• 能源消耗和CO2排放居世界第二位，到2020年有
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



环境破坏的损失

二氧化碳排放 (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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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破坏的损失

污水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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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温室气体和气溶胶等的年排放量

指标

名称
二氧化
碳

(百万吨)

甲烷
(百万吨
CO2当
量)

氧化亚氮
(百万吨
CO2当量

)

沙尘
(百万
吨)

黑碳
(百万吨

)

二氧化
硫(百万
吨)

中国
(1999)

3051 959 538 800 1.19 
(1996)

19.95
(2002)

世界总量 23172 6340 3570 3000 6.63 105

占世界总
量比重
（%）

13.2 15.1 15.1 26.7 17.9 19.0

中国位次 2 1 1 1 1 1



• 中国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历史
上最多的人口，担负着历史上最空前的资源消
耗和经济活动，面临着历史上最为突出的生态
环境挑战

• 中国必须摆脱和抛弃黑色发展之路，既不能沿
袭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苏联式的
重工业化模式，也不能模仿和采用高消费、高
消耗、高排放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



中国应当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非传统模式
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其核心思想就是

• 实行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体系；
• 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
• 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经济体系
；

• 保证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社会体系；
• 不断创新，充分吸收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使用
技术体系；

• 促进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的，更加开放的贸易与非贸
易的国际经济体系；

• 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中国
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1989）



中国有可能实行跨越式的绿色发展

• 所谓绿色发展之路就是强调经济发展与
保护环境的统一与协调，即更加积极的
、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有
可能不需要经过许多西方国家曾经经历
的高消耗资源、高污染排放的“黑色发展”
过程，直接进入“绿色发展”阶段；也不必
要等到达到较高收入时再来实施“绿色发
展”战略。



五.  中国绿色发展战略
• 绿色改革：建立促进绿色发展的激励机制
• 绿色贸易：建立促进绿色贸易的激励机制
• 绿色产出：绿色消费增长，绿色资产增长，绿
色福利扩大

• 绿色效率：单位GDP资源消耗量下降，单位
GDP污染排放量下降，单位GDP能耗下降

• 绿色竞争力：只有克服西方国家设置的技术壁
垒和环保壁垒，才能够扩大贸易市场份额

• 环保已经是21 世纪最重要的国家竞争力的重
要因素



绿色税收制度

• 环境税：1995年17个OECD国家与环境
有关的税收占总税收收入比重的3.8-
11.3%，占GDP比重的1-4.5%

• 中国：税收：自然资源税、消费税、土
地使用税、城市建设维护税、车船使用
税、投资调节税；非税收：排污费（
1981）



绿色发展战略概述

推进一系列以“绿色改革”为目标的战略与政策主要措施

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建立政府和社会间的合作关

系和互动机制；发展绿色工业和绿色消费；广泛利用清洁生产技术，发展循环经济
主要方针

人口增长

人口迁移与城市化

不平等和贫困造成环境退化，环境退化反过来助长了贫困和不平等
不利条件

经济结构调整；市场化改革；城市化发展；技术发展；经济全球化，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

两个市场；改善治理结构，提高环境治理能力
有利条件

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有效的控制人口增长；促进收入分配平等，减少贫困人口；提高用水效率，有效控制水污

染，恢复水生态环境；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煤炭消费比例；促进二氧化碳减排

，有效控制城市空气污染；有效保护森林和草地，提高水土流失治理率

战略目标

中国在步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其他矛盾始终是一个

较为核心的问题
迫切性

21世纪世界发展的核心是人类发展，人类发展的主题是绿色发展。

中国有可能不需要经过许多西方国家曾经经历的高消耗资源、高污染排放的过程，直接进

入“绿色发展”阶段
背景

绿色发展战略



六. 结论：绿色发展是中国的必选之路
• 从老猫论到新猫论
• 中国改革初期邓小平的“猫论”：“不管白猫

还是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 手段是重要的，目的更重要
• 增长是发展的手段，发展是为了人，而不是为

了物。
• 新“猫论”：猫的颜色是重要的，也是事关重

大的
• 我们需要一只“绿猫”而不是黑猫，实行绿色

发展而不是黑色发展，需要绿色GDP而不是黑
色GD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