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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專欄〈一名經人〉 
避免經濟長期跌 人口產業是關鍵 

 

近期都在談論經濟前景，週期性的哪怕是大衰退亦終會過去，最怕還是長跌長有。

到底有什麼深層原因導致這結構性轉變？其實想法有的，今文找些數據來印證一下。 

 

近代最經典的經濟增長長跌（實質 GDP 計，下同），當非日本莫屬了。觀圖所見，

自 1960 年代後期與自 1980 年代後期起的各十餘廿年，日本連續經歷了兩輪增長長跌，

而每次年增長趨勢皆較前低約半成【圖一】。然而，這情況在此前的一世紀卻未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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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日本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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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想法其實也是大路說法，日本經濟之所以見這兩潮，會否與人口因素有關？

只要對比同期的人口增長，即會見到長跌時期的人口增長顯著向下，以趨勢跌速計算，

約每個長跌期人口增長跌 1%【圖二】。此前，在二戰時日本人口增長曾急插過再急彈，

但因插彈前後未見顯著趨勢之別，故重溫圖一的經濟增長也僅對應地短暫跌過、彈過，

而前後趨勢並無明顯變化。再之前即 1870 至 1930 年代間，日本人口增長在緩慢趨升，

故對應經濟增長趨勢亦略見向上，且以後期較為明顯。看來人口的確扮演一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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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日本人口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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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長跌較明顯，但其實本港也有類似長跌，當然沒那麼明顯，要更細心才見。

從戰後至今的年度實質增長所見，大概認出三個，分別在 1950、1960 與 1980 年代中，

每個不逾十年【圖三】。1970 年代亦疑似有一個，但之前之後的增長趨勢驟看差不多；

至於近幾年也疑似在形成另一個，不過尚待未來增長趨勢確定。現只聚焦於這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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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本港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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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同期本港人口增長，可見頭兩個長跌可由人口因素解釋，增長趨勢確曾大跌；

但在第三個長跌的人口增長卻不跌反升【圖四】。而在 1980 年代初時人口增長也跌過，

但經濟增長卻未見明顯長跌。換言之，在 1980 年代前後人口因素解釋不到經濟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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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本港人口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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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本港GDP產業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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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只要留意這段時期的產業結構，即見在短短的十餘廿年間產業已兩度升級：

由較早期的 1980 代初第二產業佔比大升，到 1980 年代後期第三產業佔比則後來居上。

頭兩個長跌即 1950 年代前後，第二產業的佔比曾急縮，導致第二對第一產業比例跌，

第三對第二則升【圖五】。眾所周知，第二產業以機器生產為主，比以人為本的第一、

第三產業更能拉動增長。故除人口增長，產業由第二升至第三級也會導致增長長跌。 

 

日、港分別有長、短增長長跌，都可由人口或產業結構解釋，那麼泱泱大國花旗，

又有否長跌呢？其實也有，不過真的要落足眼力才隱約見到。美國經濟增長歷史悠久，

可追溯至 18 世紀末。固然，早年經濟還以初級產業為主，天時地利主導，波幅頗大。

然而亦隱約見到三次長跌，一在 18 世紀末，另兩則分別於 20 與 21 世紀初【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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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美國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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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對比同期美國人口，雖見這三個增長長跌期內均跌，但卻不屬於很持續那種；

反而在 1850 至 1910 年代即南北戰爭與一戰期間，六十年間人口持續跌了 2%【圖七】。

重溫圖六，為什麼這六十年間應有的增長長跌消失了呢？是否輪到產業出場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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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美國人口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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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我們沒有當時的 GDP 產業劃分數據（事實上當時根本未有 GDP 這概念，

現有的 GDP 數據只是近代所推算的），無法肯定答「是」。不過，當時正值工業革命，

有理由相信產業升級至以第二產業為主，某程度上抵銷了長跌。若以十年移動平均將

GDP 平滑化，則見產業升級雖某程度上見效，但增長長跌仍難免隱約重現【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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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美國經濟增長，十年移動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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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升級難以預測，甚至第四級產業是什麼仍言人人殊；不過人口卻是頗可測的。

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兼預測，我們大抵應預料到未來有哪些地方將會呈增長長跌。 

 

要避免此況，終還靠人口、產業兩環。產業要從服務重返製造，似乎是倒退表現，

不會很多人願走此回頭路。至於人口增長，生育率雖非一蹴即就，在大餅在縮的同時，

要有相對高的人口增長便唯有靠「搶」──吸引外來人才。避免長跌，還要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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