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天勇：市场化改革可以扭
转二元体制自然经济增速
放缓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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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阅读】 

周天勇：搞清楚经济奇迹来源对于改革与增长的部署意义极其重大（专

栏之二） 

周天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离不开经济中高速增长（专栏之一）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需要厘清自然经济增长率在不同体制中的区别 

未来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速度会是多少，有什么办法会加快一些？现

代经济学教科书有自然经济增长率、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潜能等

名词。但是，其暗含的一个前提是，观察和分析的客体是市场经济体系。

定义的自然经济增长率，是指客观情况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所生产

产品和劳务总量的最大增长率；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指在不发生严重通

货膨胀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客观资源，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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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体系在其经济萧条时期，由于人们消费欲望递减、货币持有

偏好增强，流动性不足和需求收缩导致社会资源、生产要素和产业能力没

有得到充分利用，造成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达不到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对于

这种状况，可以通过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改善流动性不足，扩大投资和

消费需求，使社会资源、生产要素和生产能力能够得到充分利用，使偏低

的经济增长速度加速到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水平上。因此，市场经济中，将

经济增长潜能，定义为通过宏观经济扩张政策，刺激消费需求，可以使较

低水平经济增长加速到潜在经济增长水平的资源、要素和生产等加速能力。 

 

然而，自然经济增长速度、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潜能，在计

划经济、二元并存和市场经济不同的体制中，有很大的区别。市场经济，

经济增长潜能，前面已述，蕴藏在流动性不足造成的过剩产能之中，利用

和发力的工具是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计划经济，经济增长潜能禁锢在

体制极度扭曲之中，无法释放。高投入、低效率和相对低增长速度，是一

种常态。见上表所示。二元体制转轨经济，改革对体制扭曲的改善，释放

了相当多禁锢的体制扭曲性剩余要素和资产，其生产率提高和价值溢值，

也见上表所示，在要素投入增长幅度降低的情况下，与计划体制时期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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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获得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 

学理逻辑揭示，1978 年以来的实践证明：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无法刺

激出二元体制扭曲禁锢的增长潜能，二元体制的增长潜能来自于改革对体

制扭曲性剩余的释放和利用，没有改革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 

2． 未来体制胶着可能使国民经济低速增长 

未来 15 年中投资和就业劳动力投入可能增长 3%变动到 4%和年平均

负增长 1.1%，如果没有大力度的改革和发展举措，国民经济不可能中速及

其以上增长，低速度水平增长可能是一个概率很大的结果。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用两种方法计算 2035 年之前阶段

的中位自然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2.5%左右。（1）按照中国前 20 年人口

增长影响后 20 年经济增长定律，以 2001—2015 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

作为自变量，代入历史数据回归模型，模拟推演 2021—2035 年的经济增

长速度，则从 2021 年的 3.91%下降到 2035 年的 2.42%，年均增长率为

2.76%。（2）生产函数法计算未来中国二元体制自然经济增长速度为年均

2.41%。其中，投入工作的就业劳动力数量将年均负增长 1.11%，贡献的

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56%；投资增长率从 5%下降到 3%，贡献的 GDP 增

长率部分为 1.97%；假定年均广义技术进步 TFP 年均增长为 1%。 

一些国内外学者，也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在中速水平及其以下。

刘世锦等（2015）指出，虽然广义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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