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天勇：体制扭曲性要素
剩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
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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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一、引 言 

2012 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 8%以上跌到 8%以下后，一直放缓。就

未来经济增长趋势看，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最终还是会收敛到世

界经济增长的历史路径，而且增长率可能很快从 8%回落到 3%—4%。刘

世锦等指出，虽然广义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但是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经出现下滑趋势。白重恩和张琼、李

雪松等均指出，在没有明显广义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的情况下，人口结构

的变化使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放缓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我们的研究估计是：2019 年中国人均 GDP 达到 10276 美元后，未

来十五年劳动力要素投入负增长 1%已成定局，年平均影响GDP负增长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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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资本投入增长率未来有可能从开始5%到结束时2%的趋势变动，

而且边际产出率会持续下降；从欧美日韩澳加的数据观察，它们经济进入

低速增长后，广义技术进步贡献在 GDP 中的比例加大，但是并没有新技术

革命性应用强劲加速经济增长的经验数据。如果中国未来十五年没有大的

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举措，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在中速以下的 2%到 3%之

间。最迟在 2035 年时进入高收入门槛的年平均刚性增长速度，最低也不

应当少于 3.5%。如果找不到新的增长潜能，在 21 世纪 30 年代中期实现

不了初步现代化，可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那么，未来通过稳定和支撑中国经济，有没有可能实现一个中高速的

增长呢？一方面，现有文献大多基于“生产率贡献+劳动投入贡献+资本投

入贡献”三分法的模型，来推算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由于劳动要素变量

的投入趋势基本能够判定，而资本变量增长趋势实际也决定于劳动收入形

成消费需求的波动，因此，这种传统的增长核算框架自然将未来支撑经济

增长速度的红利，寄希望于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这

些测算均没有考虑经济增长的“改革红利”，Cai and Lu 在包含生产率、

资本、劳动与人力资本的传统索洛增长核算框架下定量测算了减税、促进

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改革红利”可以达到 1%—2%的增长率。 

中国这样一个体制转轨的发展中大国，其经济增长潜能主要来自广义

的技术进步、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还是来自体制转型？这可能在研究计

算前，需要有一个方向性判断。因为对增长潜能主要来自哪里判定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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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前提、逻辑和方法就可能会有所差异，最终导致政策和发展战略的

巨大差别。我们沿着这样的思路，形成了一个分析的逻辑：（1）中国是一

个要素配置从一元计划到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存，再从二元并存转型到

一元市场的体制转轨国家。（2）虽然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也有着推动

作用，但转轨时期经济增长的新潜能主要来自二元体制的转型。（3）20 世

纪 70 年代时索洛投入产出模型还包含土地要素投入，后来因土地供给数量

固定和投入边际产出微弱而被舍弃，而土地要素及其制度改革在中国经济

增长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有关文

件中提出了要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特别是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

用地市场，以及把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放在了各项要素市场化

改革的首位。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土地使用的城乡功能在不断

地发生二元转移，作为体制转轨国家土地没有市场化和资产化以及国土利

用率还有待提高等因素，我们提出将土地要素变量重新归入新古典增长模

型。（4）以往学界关于改革对经济增长有推动红利大多是定性推断，但是

没有将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测算，周天勇和许文立从要素市场化改革

角度构建了可以计量的逻辑和方法。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转轨国家的一个经济现象：资源和要素存

在体制性剩余。未曾想到的是，其成了我们转轨经济分析的基础经济学范

畴。这里的体制剩余中的剩余，与经济学中另一概念消费者剩余中的剩余

不同。它与发展经济学中的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中的剩余类似，但两者又

有区别。转轨经济体制中的资源和要素剩余，是指由于体制扭曲和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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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制 因 素 使 得 资 源 和 要 素 的 数 量 、 价 格 不 能 完 全 调 整

（incompleteadjustment），造成了资源和要素的闲置、浪费和低效率利

用，是体制性的剩余；而发展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剩余，是结构性的剩余。 

计划体制，或者一元计划与二元“计划—市场”体制中的扭曲和摩擦，

往往造成要素利用的（闲置和浪费）剩余，结果是要素利用的低效率（如

图 1 所示）。中国体制从一元到二元，再从二元到一元的渐进改革，实际上

就是通过二元体制转型使得资源和要素的体制性剩余得到利用并提高利用

率，使改革形成新潜能，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过程。二元体制扭曲，通

过改革不断的变通进行纠正；而最后实在纠正不了的，甚至二元扭曲体制

形成了新的体制性剩余，则需要二元更进一步向一元并轨改革来加以再利

用和效益再提高，持续推动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图 1 体制扭曲与体制剩余 

在一个经济体中，当一种要素实行市场配置而对另一种要素实行计划

分配，或者对一种要素的一部分实行计划分配而对另一部分实行市场化配

置时，如果要素投入产出的产品为市场化交易，则经济主体对利益最大化

的追求，可以纠正和弥补体制扭曲的产出损失，也使这种体制性剩余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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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组合投入得到了利用，并实现了其对产出的贡献。 

二、资本要素配置体制及其扭曲的纠正 

首先，我们来看理性经济主体对资本配置体制扭曲产出损失的纠正和

弥补。从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大要素看，资本的变现性和流动性最强。

比如，现金可作为流通中金属、纸质货币和转账货币，以及信息网络时代

的电子和数字货币，有着最强的流动性；而流动资产中的原料、库存和在

途商品等等次之；即使厂房等固定资产，也可以通过企业资产抵押和上市

募资，作为贷款资金和股票证券流通。因此，资本要素配置体制扭曲，被

理性经济主体通过利益最大化行为所纠正的难度较小。 

比如，从中国资本配置体制演变的历史看，计划经济时期，将企业看

成是财政的一部分，企业资金配置和收支由企业主管和财政部门决定。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对其改革。先是实行企业资金有偿使用，后是进行了

拨款改贷款，企业流动资金需求由其向银行借贷获得，固定资金需求向建

设银行借贷获得。当然，借贷银行的专业和领域化，实际上也是一种计划

经济思维的产物。后来均改革为商业银行，各专业和各领域的贷款业务任

何银行都可以从事。当然，除了银行机制外，资本市场上的债券和股权股

票融资也成为了企业的资本要素。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时间最早，市场

化配置程度也最高。 

如果从经济主体看，国有企业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程度要

比民营企业低一些；而国有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再配置资本要素时，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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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和数量上却向国有经济倾斜。这就发生了资本要素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

济中的错配，形成资本配置的体制性扭曲。然而，这种资本配置体制扭曲

所可能形成的产出损失，也可以被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和其他理性经济

主体所纠正。 

实际上，在微观市场结构中，国有企业有家电和纺织等产品完全市场

化销售的竞争性企业，也有燃油、天然气、电网等产品垄断性销售竞争程

度低的企业。在竞争性的国有企业中，如果对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和道

德风险转嫁有较好的考核和监督，并且存在其他企业销售的市场竞争，那

么就会对其生存和发展形成压力机制。 

资本无论是在竞争性国有企业，还是垄断性国有企业中的错配损失，

通过非扭曲体制和行为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纠正。比如，国有企业的财务和

财务公司，从银行中贷到低利息率的贷款后，再转贷给民营企业，使资本

的投入产出效率得到提高；比如，一些国有企业自己投资的建筑安装工程

项目，或者国有建筑企业承揽交通水利工程项目后，将工程发包和资金划

转给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完成；比如，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大量地使用

劳务公司派遣工作效率高和劳动成本低的农民工；比如，国有企业用自己

的资金购买效率较高民营企业的股权进行分红等等。 

因此，资本要素的体制性剩余程度较低和规模较小。 

三、劳动力配置体制扭曲纠正及其新的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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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流动，一般来说新转移到城市和工业

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要比他们在农村和农业就业的工资水平高，而城市市民

正式单位就业的工资水平要比新转移进入城市和现代工业部门农民工的工

资水平高。随着农业现代化，农村农业劳动力收入水平接近于农村进城新

市民工资水平，而农村进城新市民工资水平接近城市原住市民单位就业工

资水平。此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趋零，农村农业和城市工业之间劳动生产

率水平也相互接近，结构转型完毕，工业化基本完成。动态来看，新进城

市农民工工资水平线与城市市民单位就业工资水平线之间，如图 2 形成一

个尖向右上方的倒 V 型，就是经典刘易斯二元结构转型工资模型。 

 

图 2 刘易斯二元结构转型中的工资变动趋势 

然而，中国目前劳动力要素配置的体制存在着扭曲，并且对它的纠正

比资本要素配置扭曲的纠正，难度要大一些。结果就是中国城乡体制性剩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29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