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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谁主沉浮？
——从 2018 年地方经济看中国未来
文 | 恒大研究院

图 1 各区经济增速比较

中国各地区呈大国雁阵式发展，各地文化、体制、经济

活力、发展水平、创新能力等差异很大。2018 年中国人均

GDP 达 9700 美元，逐渐接近人均 GDP 约 13000 美元的高

收入经济体门槛，正处于大国崛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

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

摘要：18 年地方经济：22 省 GDP 增速下滑，东部出口

拖累经济，中西部高投资消费支撑高增长，东北持续低迷。

⑴ 2018 年有 22 省经济增速下滑，4 省保持不变，仅有

5 省有所上升。随着政绩考核导向转向高质量发展、统计执法

趋严以及地区生产总值核算改革等，地方 GDP 合计与全国

GDP 的差距明显缩小，2018 年增速差距降至 0.3 个百分点。

图 2  东部出口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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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央部署，2019 年底将实施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

⑵东部地区经济增速从 2017 年的 7.2% 下滑至 2018

年的 6.7%，其中海南、山东下滑超过 1 个百分点，天津持续

低迷。受中美贸易摩擦压制中国高端制造影响，东部出口明

显下滑拖累经济增长。2018 年东部地区出口同比 5.8%，较

2017 年下滑 4 个百分点，下滑幅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⑶中部地区 2018 年 GDP 增长 7.8%，位居四大地区之

首，除山西外 GDP 增速均高于 7.5%。在投资方面，中部地

区 2018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逆势上升至 10%，明显高于东

部的 5.7%、西部的 4.7%、东北的 0.3%，且并非依赖地产

投资拉动。在消费方面，中部地区 2018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同比高达 10.4%，明显高于东部的 8.2%、西部的 9.3%、

东北的 6.1%。

⑷西部地区 2018 年 GDP 增长 7.4%，但 12 省明显分

化，既有包揽全国经济增速前三甲的藏黔云，也有蒙疆渝甘 4

省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8 年西部地区投资增长 4.7%，

较 2017 年的 8.5% 下滑 3.8 个百分点，下滑幅度居四大地区

之首；房地产开发投资从 3.5% 升至 8.9%，意味着非地产投

资下滑幅度更大。与中部地区一样，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依赖

投资驱动明显，2018 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固定资产投

资与 GDP 的比例分别为 58%、93%、94%、52%，但西部

较中部更依赖地产。

⑸东北三省 2018 年 GDP 增长 5.5%、持续低迷，工业

增长乏力、投资低位徘徊。东北地区房地产投资从 2017 年

的 1% 升至 2018 年的 17.5%，但仍无法阻挡其投资增速从

2017 年的 2.8% 下滑至 2018 年的 0.3%。京沪津苏浙闽粤

图 3 中部投资图 图 4  东北投资

图 5 万亿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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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省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东北三省或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⒈中国内地 2018 年人均 GDP 已接近 1 万美元，有望

在未来 3 ～ 5 年整体跨入高收入经济体，但离发达经济体门

槛仍远、复兴仍在路上。根据世界银行标准，2017 年高收入

经济体门槛为人均国民总收入 (GNI)12055 美元，有 81 个

经济体；高收入经济体加权人均 GDP 超过 4 万美元，人均

GDP 中位数为 2.9 万美元，在中位数之上有 31 个经济体。

⒉京沪津苏浙闽粤 7 省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东北三

省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内地有京

沪津苏浙闽粤 7 省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其他 24 省均处于中等

偏上收入经济体行列。

根据现实情况，我们将中国内地 31 省分为三类：

一是京沪津苏浙闽粤 7 省为高收入地区，人均 GDP 超

过 13000 美元，基本实现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研发经费

投入强度达 2.9%，明显超过全国平均的 2.1%，超过 OECD

平均的 2.5%。

二是鲁蒙鄂渝陕 5 省为准高收入地区，人均 GDP 在

9500 ～ 12000 美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 2.1%，但投资依

赖度偏高、达85%，未来几年有望陆续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三是宁湘琼豫新等 13 省为追赶地区，人均 GDP 在

5500 ～ 8500 美元，主要指标均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四

是已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东北三省，近年经济持续低迷，创

新能力弱，当前人均 GDP 在 6500 ～ 9000 美元。五是藏青

甘 3 省生态功能区，生态环略境保护优先于经济发展，人均

GDP 均在 7500 美元以下。

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五大建议：一是进一步消除要素

流动障碍，促进城乡区域间人、地、钱等要素自由流动，在

集聚中推进高质量发展、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二是进一步完

善区域合作互助机制、区际利益补偿机制等，先富带后富。

三是建立高质量发展的考核体系，鼓励地方试点，调动地方

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积极性。四是深化产权改革，大力度、

大规模地放活服务业，切实解决民企与国企公平竞争问题。

五是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最大的改革就是开放。

2019 年地方两会释放哪些信号？

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24 省下调 2019 年经济增长预期

目标。与 2018 年目标相比，中国内地 31 个省（市、区）上

调、不变、下调的省份分别为 2、5、24 个。在下调省份中，

18 省下调幅度在 0.5 个百分点之内，4 省为 1 个百分点之内，

还有 2 省超过 1 个百分点。重庆将经济增长目标从 2018 年

的 8.5% 左右下调至 6%，新疆从 7% 左右下调至 5.5% 左右。

此外，2019 年有 14 个省以更具弹性的区间值作为经济增长

预期目标，而 2018 年仅有 1 个省使用区间值，大部分以“左

右”设定目标。在上调省份中，海南、湖北均从 2018 年的 7%

左右上调为 2019 年的 7% ～ 7.5%。湖北省 2018 年 GDP

增长 7.8%，高于预期发展目标 0.3 个百分点，抑制了连续 7

年单边下滑的态势。

⑵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财政收入目标基本全线下

图 6 万亿俱乐部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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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根据财政部数据，2018 年中国减税减费约 1.3 万亿元。

2018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

降费。2019 年 1 月 9 日国务院常委会议决定，对小微企业推

出一批新的普惠性减税措施，实施期限暂定三年，预计每年

可再为小微企业减负约 2000 亿元。并规定，为弥补因大规模

减税降费形成的地方财力缺口，中央财政将加大对地方一般

性转移支付。

在经济下行和加大力度减税降费背景下，2019 年地方财

政收入目标基本全线下调。在 25 个可比较财政收入目标的省

份中，2019 年上调、不变、下调的省份分别为 0、2、23 个。

而在 2018 年 26 个公布目标的省份中，上调、不变、下调的

省份分别为 12、6、8 个。与 2018 年实际情况相比，去除未

公布财政收入增长目标或上年未公布导致无法比较的地区外，

2019 年分别上调、不变、下调财政收入增速预期目标的省份

分别有 4、0、22 个。而在 2018 年，上调、不变、下调分别

为 8、0、18 个。

⑶投资目标大多向下，但投资增速或企稳。在 17 个可比

较投资目标的省份中，2019 年下调、不变、上调的省份分别

为 12、3、2 个。而在 2018 年 21 省中，下调、不变、上调

的省份分别为 18、3、0 个。下滑幅度最大的是新疆，2017

年目标为 50% 以上，2018 年为 15% 左右，2019 年下调至 5%

左右。与 2018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相比，去除未公布投资增

长目标的地区外，2019 年下调、上调的省份分别为 8、10 个；

在 2018 年，下调、上调的省份分别为 15、7 个。

图 7 各省经济增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