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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有长足的增长。1978 年

中国人均 GDP160 美元，现在达到 10000 美元，

这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入口。与此同时，人

均 GDP 年增长率自 2012 年以后逐渐下滑，现在

是 6% 以上，所以中国经济面临很大的问题。人

均增长速度能不能稳住，人均 GDP 能不能继续往

上走，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宏观挑战。

中国的发展处于历史的关键点。我们做了数

据分析，人均 GDP 走到一万美元左右，走不上去

就落入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的轨迹，走上去

就走上韩国和我国台湾的轨迹。今

天这个点特别关键，今后五年中

国经济的发展决定中国未来五十

年，也会决定世界经济未来十年、

二十年的发展。

增长的过程永远是不容易的。

假设以美国为目标赶超，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很

快，从美国人均 GDP15% 上升到

20%、23% 左右。发生了拉美危

机、亚洲危机后，增长速度下跌，

2000 年开始，经济再一次飞速增

长，后来速度逐渐下降，但是仍

调整产业结构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是中国面临的最关键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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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向高收入阶段的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产业结构的调

整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关键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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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实行赶超，最近达到了美国的 GDP 30% 左右。

而拉美国家 2012 到 2016 年占美国 GDP 的比重和

1962、1966 年占美国 GDP 的比重，50 年前和 50

年后几乎是一样的。这里有无数的教训和故事，

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中国在这个关键点上面临

的挑战，不容轻视。

我们处在关键点的时候，世界发生了深刻的

结构性变化。比如农业的就业和 GDP 占比在下降，

工业先上升再逐渐下降，服务业普遍直线上升，

比重不断提高。这是一个典型的世界发展结构变

化。中国同样是这个趋势，2013 年以后中国的服

务业占 50% 以上，超过了工业，工业的比重逐

渐下降，所以中国在结构转变上和世界的整个结

构转变是完全一致的。

但问题还是有的。我们用工业的劳动生产率

除以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如果得数是 1 的话，说

明两者是一样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2000 年

以后，工业进入了高科技时代，工业劳动生产率

的速率提高很快，今天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服务

业劳动生产率的 120%。在我们不断提高服务业

比重时，服务业比重 1 个百分点的提高将丢掉 0.2

个百分点的劳动生产率，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

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下降。

这不仅是中国，也是全世界在过去 50 年、

80 年的经验。所以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

当前最大的挑战。

我们把服务业分成两类：市场化的服务业和

非市场化的服务业。市场化的服务业如金融业、

酒店业等，大部分的教育、医疗、政府活动都是

非市场化的服务业。我们做了大量的数据分析，

市场化的服务业在 2000 年以后整个劳动生产率

是不断提高的。但非市场化的服务业进展缓慢，

差距非常大。所以提高非市场化的服务业变成了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我们市场化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世界平

均水平，商业、零售和电商，劳动生产率在世界

上是高的，这是因为我们有很好的电商比重，在

电商方面我们走在前面。我们有很好的服务业劳

动生产率，这是好的。但信息和计算机服务业，

我们叫商务服务业，在中国特别不发达，这两块

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特别低。

健康和教育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的世界一

般水平。美国的教育投入很高，但学生的考试

成绩很差，非市场化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还是

很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提高服务业的劳动

生产率要继续改革和开放。去年总书记在博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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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上宣布以后，我们的服务业现在其实是在

大规模地开放。

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有些开放，

设计、审计、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正在开放，

电力、民航、铁路、石油、天然气等等公用的服

务业都在开放。

市场化的改革和开放毫无疑问是提高服务业

劳动生产率特别重要的因素。这是我们现在在做

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从世界的经验来看，今天仅有改革开

放还不够，还要加上科技的力量。因为当劳动

生产率差距如此之大时，我们需要科技的力量

来赶上制造业的水平，维持经济增长的速度和

稳定。人工智能在这里会起很大的作用。人工

智能正在颠覆未来，它几乎改变了所有的制造

业和服务业。它改变军事，改变物质和财富的

生产分配等等。财富的分配最早起源于农民和

工人，工人的差别是蓝领和白领。今天我们面

对的是所有人和科技创新业的差别，是有专利

和没有专利的差别，这个收入分配就比较困难

了。因为从农民到工人，蓝领到白领，是通过

教育、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专利不完全是通

过教育和努力能获得的。所以财富的分配是一

个很大的问题，将改变整个的社会组织架构，

人工智能在其中起很大的作用。

我在给深圳市政府做深圳的人工智能发展

战略，学了很多东西。人工智能现在应用的领

域很多：计算机视觉、语音感知和处理、图像

生成最后导航的无人机等等，技术已经很成熟，

只是一个应用、系统化和平台的问题。工业中

比如产量优化、维护、预防性的体检检测，用

得也很多了。

在深圳我发现制造业进入三个维度的数字化

过程：第一，垂直维度是第一次能够把制造业从

生产车间产生的数据，汇总到财务、战略和云。

每一分钟都在产生无数的数据，这是我们第一次

有海量的实际生产线的数据并能够应用，这改变

了整个的生产过程。

第二，供应链的管理。供应链的管理效率和

迭代改变了整个产品质量，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变

化。现在 300 多家供应链的企业都在深圳一个小

时的车程之内，他们可以每周一次会议，通过人

工智能网络不断迭代，不断创新出新产品。

第三，产品在开始生产时，就会出现一个

虚拟的产品过程。在实体产品的生产过程中，

虚拟产品根据两维信息不断更新和设计自己，

生产的过程就是新产品的设计过程，整个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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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变化了。制造业的三维变化是一个巨大的

发展空间。富士康、海尔运用三维空间的管理

已经很明显。

全世界每一万个工人中机器人占比最高的是

韩国，有 530 个，中国很低，只有 22 个。机器

人和自动化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中国制造业是全

世界最大的，2004 年中国制造业还只是和德国相

等，今年中国的制造业是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总

和。把这些都加起来，制造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未

来的空间是巨大的，与此同时也给服务业创造了

更大的压力，所以服务业还要猛追。

现在物流从生产地到客户，整个过程的自动

化程度非常高，我们可以看到完全自动化的仓库、

库存。现在看到的外卖小哥、快递小哥那么多，

他们也只是整体物流产业链的 7%。物流是一个

12 万亿人民币、占 GDP15% 的市场。

2000 年我在 UBS 的美国交易大厅看到一千

个人在进行 24 小时的全球交易，当时我非常震

惊。但 2015 年以后，UBS 的美国交易大厅已经

人去楼空，都被机器取代了。人工智能不仅是

第三方支付，它也在执行理财、交易、配送任

务。金融科技对金融业存款、贷款、支付、融资、

投资管理的改变是巨大的。人工智能对保险业

的颠覆也正在到来。

医疗这个领域我们的开放还很不够。我把中

国做医疗的人工智能进行分类，有六类业务内容。

远程的护理、诊断、支持风险评估、研发管理、

营销，人工智能应用得非常广泛。现在做医疗方

案的很多，研发也很多，而针对医院运营的优化

和营销反而很少，我想唯一能解释的是医院现在

还不完全是市场化的运作，所以它的技术化和现

代化比较落后。

人工智能加总分析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

是很大的，到 2035 年，中国人均 GDP 年增长率

可以从 6.3% 提高到 7.0% 左右。这对中国跨越

鸿沟，从关键点往前走特别重要。我把中国主

要的人工智能企业分成十类，金融、安防、无

人机、无人驾驶、机器人等等十个主要的行业。

我们的强项还是在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方面，

云计算正在赶上，以阿里为首，阿里占一半左右，

中国的互联网三大巨头在世界上还是有竞争力

的。我们的强项在应用，而且逐渐在技术层面

有所突破，这是一件很好的事，中国最大的强

项是需求端好，供给端不平衡，视觉与图像现

在开始领先。

在这个基础上技术可以往前推动，人工智

能最大的特点是规模会推动技术，这又是一个

很新的办法，给了我们创新和赶超的新途径。

当中国的电商整个商务比重超过美国后，规模

带来效率，现在阿里巴巴每秒的支付处理速度

是美国最快速度的 3 到 4 倍。这就是规模带来

的技术，有这个路径我们对未来就很有信心，

可以继续发展。

国务院发了几个文，强调人工智能的战略

目标，2020 年同步，2025 年领先，2030 年成

为世界的中心。重大的人工智能战略在支持改

革和开放，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回到赶超，

我们把很多国家放在一起的话，波兰有一个反

弹，智利也有赶超，韩国已经是美国人均 GDP

的 65%，中国正沿着韩国的路往前走。这是关

键的五年，是关键的供给侧改革的五年，是关

键的市场化开放和科技化未来发展的五年。中

国正在迈入高收入阶段，关键是经济结构转型

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迎接挑战，我们需要继

续改革开放；迎接挑战，我们需要加快科技的

发展，这是最大的助力。

未来五年，世界一定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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