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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底，笔者就自己 2019 到 2021 三年二元体制与经济增长和稳

定关系的研究，集中整理写了数篇论文。今天摘编《从转轨到并轨：超大

规模二元体制经济学的内在体系》第四节第三部分、《体制剩余：转轨经济

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二元体制转轨数理逻辑与未来经济增长仿真展望》、

《仿真推演：经济体制改革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第四部分，并增补一些文

字，作为《二元体制经济学》专栏之六。 

 

1．    数量分析的逻辑前提和二元体制思路 

前面我们讨论了中国长周期二元体制大国、经济体制改革三大逻辑、

扭曲可纠正和不可纠正等经济学特征和范畴。说明了这样一些前提：（1）

中国是一个特殊的经济分析客体，不能简单地套用一般成熟市场经济体和

经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分析方法讨论中国特殊的经济运行和增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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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完成，从过程上看到了二元体制向一元市场经济体

制并轨的阶段；从内容上看，产品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资本和劳动力要

素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但还有许多短板，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只是扭曲地

进行了一部分，土地和农村房屋资产化改革才刚刚起步。（3）因计划体制

在一些领域还较强势，并且行政管制纷繁多杂，资源配置与市场调节之间

的扭曲是国民经济宏微观运行的常态。 

我们能够计算体制扭曲造成的产出损失，并仿真未来如果有针对性地

进行体制改革所获得的经济增长潜能吗？用学术语言讲，能不能揭示中国

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内在的数理关系，并且可量化解释过去增长

奇迹来源和仿真推演改革推动增长的未来？ 

经济发展理论，就是用二元结构分析法，定义了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

门，前者效率低下而后者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前者有很多的剩余劳动力

和后者扩张需要劳动力就业，前者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后者流动转移，促

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二元结构分析给讨论二元体制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计划体系低效率

而市场体系有着较高的效率，计划体系中禁锢了大量的资源—实际是体制

性剩余，市场化改革解除禁锢就会提高整个资源配置的效率，获得改革释

放的生产潜能。那么，如何建立起二元体制与生产和增长间内在的数理关

系？ 

2．    市场竞争标准值和二元体制扭曲值及体制性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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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繁多的经济事物，有各种各样的指标。我们将市场经济国家、市

场化发展中国家、转轨后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市场竞争领域的有关重要指

标，定义为市场竞争标准值；将中国受计划和行政管制影响的有关重要指

标，定义为二元体制扭曲值。 

接着我们可以通过国际和国内比较找到 2021 年各类改革与增长关系

有关变量的市场竞争标准值：市场经济国家曾经与我们同样人均 GDP 发展

水平时的人口城市化水平 77%，农业就业劳动力占总就业劳动力比例 11%；

中国完全市场化竞争的民营企业权益资产利润率 5%左右，中国招拍挂土地

价格 200 万元/亩左右（工商住宅等用地平均出让价，然而土地垄断拍卖），

城镇住宅价格 9874 元/建筑平方米等。 

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中国二元体制扭曲值：如人口迁移管制等约束下中

国的常住和户籍人口城市化水平分别为 64.72%和 46%、农业劳动力占总

就业劳动力比例 22.87%，国有企业权益资本利润率 1.5%，禁止交易的城

乡土地价格为零，农村住宅不能市场化交易价格为零。 

体制扭曲差值。如果我们将市场竞争状态下的人口流动、要素价格、

市场状况、收入和消费水平、资产是否交易等数值和状况看成是标准值，

而将二元体制经济体有关的数值和情况看成是扭曲值，则标准值和扭曲值

相比较，就是体制扭曲差值。这是一个在分析二元体制扭曲中最为关键和

核心的变量，其意义在于，通过它可以内在地度量扭曲的数量程度。长期

以来，学界在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数理关系的经济学分析没有得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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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虽然随处可见却忽视了对市场竞争标准值和二元体制扭曲值这两

个数值，这致使体制扭曲差值这一二元体制最为主要的一个内生变量没有

得到学理方面的重视。 

3．    体制性剩余和产出损失及增长潜能 

体制扭曲差值是一个在分析二元体制扭曲中最为关键和核心的变量，

其重要学理和实践意义在于，通过它可以度量体制扭曲的数量和程度，建

立起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内在的数理因果关系，使推进体制改革部位、重

点和力度变化与经济增长速度的方案得以制定，并就不同的方案进行仿真

试错和比较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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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着体制性剩余。未曾想到的是，体制剩余成了我们二元体制经济分析的

基础经济学范畴。这里体制剩余中的剩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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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二者又有区别。二元经济体制中的资源和要素剩余，指由于体制扭曲和

摩擦——体制因素使得资源和要素的数量、价格不能完全调整

（incomplete adjustm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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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天勇，2021） 

首先，求出体制性剩余。可以以标准值和扭曲值的差值，估算出二元

体制经济中由于户籍管制等造成的农村和农业领域中体制性剩余劳动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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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35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