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五个

需要深入讨论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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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专栏作家 周天勇）笔者自 2014 年以来的经济问题和学

理研究，主要是做了两项工作：一是想比较客观地说明中国经济增长为什

么持续下行；二是想比较客观地研究中国还有没有各方面的潜能，能不能

找到一个能够中高速稳定增长的思路和方案。假定的两种情形下，笔者不

会对此投入精力：或者中国经济还能高速增长，没有必要由更多的学者去

重复劳动；或者怎么研究，未来经济也会进入低速增长区间，已经根本无

法改变。通过近 5 年时间的观察与思考，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还会有中高速

增长的可能。因此，下面将我的思考和学理探讨进展分享于此，希望与大

家进行讨论。 

导言 

中国经济体系及其运转和增长，既区别于发达市场国家，也与纯粹向

市场经济迈进的发展中国家不一样，还与 5 年左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

经济体制瞬时转轨的国家也不类同。中国是一个从计划体制中生长和发育

市场经济、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并存和二元体制向一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并轨的渐进转轨国家，一是这种二元体制转轨了 40 余年，可能还需

要 10 到 15 年左右的时间，因而是一个特长周期的体制转轨国家；二是在

工业化进程中，既要结构转型，还要体制转轨，是一个双二元转型的国家。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规模第一、经济规模第二和国土面积辽阔的国家，40 余

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实践，应当积累了深入研究中国经济丰富

的学理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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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基于现有发展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的逻辑方法，对中国这样一个二

元体制经济进行解释和分析，可能会有较大的缺陷和不足。对中国经济的

学理性解释和刻画，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有很多突破性的进展。

笔者及笔者率领的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的团队，在此基础上

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也只是沧海一粟。 

经济增长奇迹来源的解释 

（1）1978—1997 年经济中高速增长来源的解释 

从生产增长看，一元计划向二元市场部分的发育使被计划体制长期禁

锢而闲置和低利用的要素，开始得到高效率的配置和利用。工业和农业体

制改革获得全要素生产率，体制长期压抑的居民消费意愿在改革提高其收

入水平中被激发出来，扩大了生产的市场容量，生产力得以释放。这是 20

世纪最后 20 年经济高速增长潜能来源的经济学解释。 

大力度改革周期中，由于体制转轨改善闲置要素的配置，提高低利用

率要素的产出率，使改革形成的 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倒 V 形状，

而据琼斯和菲斯佩观察，在一个特长时间中，广义技术进步 TFP 增长是一

条近乎平行的曲线。这个发现应当是从方法上认识和合理解释中国作为二

元经济体制转轨国家全要素生产率来源的一个关键：假定广义技术进步产

出贡献增长无论是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还是体制转轨国家，都是一条平

缓和平行的曲线；那么，在中国以往体制改革周期时形成的 TFP 增长倒 V

曲线与平缓曲线之间的积分，就应当是体制改革带来要素利用率提高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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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效率改善而获得的 TFP 产出。 

（2）1998—2010 年经济中高速增长来源的解释 

而 2000 年到 2010 年高速经济增长的来源，除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

外，主要潜力是资源、城镇生活资料性和生产资料性的土地房屋市场化和

资产化形成的。在二元体制经济中，土地房屋零价格向市场价格突然上升，

支出方面形成房地产开发者、用房经营者和居民的投资购置需求，分配方

面形成了政府的卖地收入、有关税收和企业的利润及其居民出售二手房的

溢值收入，生产方面必须以物业租金、居民出租收入、居民自己住宅给自

己交房租（虚拟核算）、与建筑物不可分的资本利润折旧（实际是地租）等

来进行平衡。不论统计上用什么样的办法去核算，实践上这种没有价格的

资源、资料性土地房屋的市场化、资产化和货币化，形成了财富溢值型的

GDP。二元体制国家，非交易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的额外 GDP 获得为： 

 

这样，从核算 1978—2010 年经济增长奇迹时，前一阶段为产品和生

产要素市场化改革获得的⊿A2 潜能推动了经济增长，后一阶段则是资源、

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性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财富溢值⊿A3 成为经济中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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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很重要的潜能来源之一。基本模型为： 

 

逻辑思路和范畴 

二元体制并存使要素配置受到计划或行政与市场的双重调节，因此信

号扭曲常态性存在；这种体制扭曲可以被经济主体追求利益的行为所纠正，

但相当多的扭曲具有不可纠正性；而这种体制扭曲与非扭曲相比，在配置

方面造成了“低效率—要素闲置和低利用—体制剩余性要素”及其产出损

失，在需求方面造成了“人口—生产—分配—交易—消费”循环和流量的

扭曲及其消费需求损失，在经济体系的资产供给方面造成了“GDP+资产

—货币—债务”循环和平衡及其稳定抵押信用的缺失。 

体制性扭曲差值和体制扭曲性剩余。而从另一方面看，它们又是经济

稳定增长的体制性生产要素剩余、体制性消费需求剩余和体制性可抵押资

产剩余，均是经济增长投入、增长需求可能性扩张和稳定增加可抵押信用

的潜能。这些体制性扭曲如果不能被不断的市场化改革所纠正，经济增长

会处于自然失速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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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竞争性市场经济的一些参照值标准化，用反事实方法计算

二元体制各类扭曲值，进而求出体制扭曲差值这一二元体制经济最基本的

变量，并用市场机制还原的逻辑，测算改革纠正扭曲形成的新经济增长生

产、需求及其稳定的潜在能力和潜在保证。 

学理上一个重要的突破是：体制性要素扭曲差值成为改革与增长数理

关系研究的内生变量。在讨论未来二元体制经济增长时，在生产侧可以根

据其先求出各类生产要素闲置和低利用的规模，即体制性要素剩余，将这

一变量内生地植入生产函数，再测算其市场化配置改革后释放的潜能，使

改革与增长的关系，有了一个较为靠谱和科学的计算方法。 

基于这样一个二元经济学的逻辑框架及其分析方法，通过建立模型、

模块耦合和编程调参，初步形成计算体系，来模拟各类要素不同部位和力

度的体制改革、调水改土发展战略和开放格局的方案安排，以预判其所带

来的经济增长潜能、需求侧可能性和资产能够保障的债务链和货币币值安

全性，为决策提供学理、模拟和不同结果方面的参考依据。 

土地要素基本没有市场化配置，其不可纠正部分造成了大规模的体制

性剩余土地；并且中国国土的耕地比率，以及其他建设用地比率还较低。

调节水资源配置、新增可利用土地，特别是增加建设用地，可以使土地要

素的投入曲线从垂直状态改为向右倾斜的曲线。 

二元体制经济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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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一个体制既定市场经济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充

分就业和不引起通货膨胀，包括其他各种资源正常充分被利用时，经济增

长所能取得的可持续的最大增速。从经济增长核算看，潜在经济能力在增

速方面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及其报酬率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当流

动性不足而经济衰退时，施以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可以使较低水平的经

济增长速度提高到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水平上。 

在现代经济学中，“自然经济增长率”的准确定义应当是指一个市场

经济体制的国家或者地区中潜在的产出和增长状况。显然，对特长周期转

轨中的国家来说，其二元体制并不符合这一定义暗含的必要条件。那么，

如何计算转轨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率呢？笔者认为，转轨国家的自然经济

增长率（也就是说没有改革，或者说改革不到位场景中），应该用新古典索

洛增长模型来计算。理由在于：首先，新古典产出和增长模型认为体制是

外生给定的，并且假定体制不会发生变化。基于此，我们可以观察体制不

改革或改革没有落实场景中，广义技术进步、劳动投入、资本投入之间的

投入产出关系。其次，新古典产出和增长模型中没有包含土地要素这一变

量，显然，发达国家符合土地已经资产化和国土开发利用成熟这一场景，

转轨国家也符合土地体制改革没有落实、土地资产化进展慢和土地要素不

再增加这一场景，所以土地要素变量也可以在模型中被忽略。最后，通常

来说，索洛模型将 TFP 只定义为广义技术进步，不包括体制改革带来的效

率提高，也不包括大的改革推进技术进步和技术产业化，符合改革没有被

落实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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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上的定义没有错。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核算的模型，暗含的

假定条件是市场竞争性的经济，不存在体制扭曲造成的要素闲置和低利用。

然而，一个从单一计划经济向市场和计划二元并存体制转轨的国家，存在

着体制扭曲。一方面，这种扭曲不可由经济主体纠正时，劳动力、资本和

土地等要素大规模的闲置和低利用，也就是体制扭曲性的要素剩余。另一

方面，推进重大的改革，往往使体制性剩余得到充分利用，表现为劳动和

资本等要素数量投入没有增加情况下的大幅度增长，实质是改革体制扭曲

使经济增长得到了体制剩余被再利用带来的潜能。 

需要强调的是，自然经济增长率，在二元体制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之

间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的增长潜能是体制性要素剩余，后者的增长潜能

是市场景气回落生产能力未能满负荷利用的空间；前者增长潜能得到充分

利用的关键措施是改革体制消除扭曲，后者的关键性措施是实行扩张性的

财政和货币政策，消除流动性不足。也就是说，主要依靠扩张性的财政和

货币政策，无法刺激由于体制扭曲造成的生产要素剩余、消费剩余和资产

剩余；只有体制改革才能挖掘这种类型的潜能，将经济增长率保持在一个

（体制改革型潜在增长率）尽可能高的水平上。 

未来稳定增长潜能基础计算的初步方法 

（1）生产侧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体制改革与广义技术进步各自贡献的分解，在没有更好

的办法之前，现在只能是根据琼斯、菲斯佩奇研究的波动幅度小和平缓增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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