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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准确研判和把握今年中国经济形势，近期，《中国经济时报》围绕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增长
动力以及当前面临的挑战等问题，采访了目前活跃在一线、有影响力的百余名经济学者。共回收有效问卷120份。

对于今年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调查结果显示，六成多受访者预测今年我国经济增速有望保持
在6.5%~7.0%。持谨慎乐观态度者占绝大多数，高达九成，经济信心增强。六成多受访者认为，我国经济将
在1~3年改变下行趋势转向增速趋稳。受访者最为担忧“金融风险加大”和“地方债务风险”对我国经济增
长的挑战。对于今年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学者们比较看好“新兴信息产业”和“智能制造业”等领域。

“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被认为是今年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被认为是高
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于为保障高质量发展我国最应推进的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与

“国企改革”被寄予厚望。“减税降费”和“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等被认为是振兴我国实体经济最有效的
措施。

哪些行业最看好？
过半受访者选新兴信息产业

学者们对今年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的看法较
为分散。超过一半受访者认同的选项仅有“新兴
信息产业”一项，选择率为66.1%；接近或超过
三成受访者看好的选项有“智能制造业”
（38.8%）、“高端装备制造业”（34.7%）和“健
康养老产业”（29.8%）。

此外，节能环保产业（20.7%）、新能源产
业（18.2%）、生产性服务业（17.4%）、电子商
务（14.0%）、新能源汽车（11.6%）等选项也被
学者们看好。

相比前两年的调查结果，“新兴信息产业”
连续三年均以超六成的选择率 （2016 年 为
74.0%，2017 年为 68.4%） 被列为当年我国经济
新增长点的第一名，被学者们普遍看好。相比去
年，“智能制造业”的选择率虽然有所下降
（2017年为57.0%），但排名超越“高端装备制造
业”跃居第二，成为后起之秀。

综合调查结果来看，受访者普遍认为，
2018年，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
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特别
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高端装备制造等
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
带动作用强的产业将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

作此判断的学者们表示，中国正在进入知识
信息社会，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
的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不断改变着社会经济运行的方式和格局，极大提
升资源配置效率，成为重构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
要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被越来越多的学者
寄予厚望，认为人工智能将作为一项“赋能技
术”在各个产业和经济社会领域得到普遍应用，
推动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智能城市、智能医
疗、智能家居、智能金融、智能农业、智能政府
等一系列领域的创新与发展，构建起面向未来智
能社会需求的智能经济雏形，打造出新的经济增
长点和发展新空间。

对于培育新动能，学者建议，要把握好以信
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等重
要战略机遇，处理好前沿技术创新和传统产业升
级、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市场作用和政府
作用等三个方面的关系，同时建立一整套真正能
够激励、引导、保护创新的体制机制。

受访者普遍认为，旅游、文化、养老、健康
等“幸福产业”的发展十分迅猛。

建议推进在医疗、养老、环保等民生关注度
较高领域的改革进程，促进民生质量全面提高，
让大家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住有所居。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
政府公共资金使用的社会效益。增加教育、医疗
卫生和养老等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提高公共品
的供给质量和效率。

关于环保，2018年预计环保督察将进入一
个阶段性收尾，重点应当是水污染治理，前两
年大量生产型小企业被关停，整体的污染排放
情况已经得到有效控制，雾霾的情况得到明显
好转。但“一刀切”的方式不可持续，新的环
保治理模式仍在探索之中，2018年我们预计在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设置方
面会有所突破，这会对中国的环境治理模式产
生深远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好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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