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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就自己 2018 到 2022 四年半二元体制与经济增长和稳定关系的

研究，集中整理写了一些学术论文，本着为今年推进市场化改革安排提供

一些学理参考的想法，今天专门在公众号撰文，介绍仿真估算中国未来采

取重大体制改革和重大发展战略可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数理逻辑分析方

法。为《二元体制经济学》专栏之十。 

 

较为准确预测未来长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一般来说是很困难的。在专

栏之十“简单用现代经济学有关模型可能解释不清中国经济奇迹”一文中，

笔者描述了解释中国过去增长奇迹的核算型数理模型。温故而知新，这给

了我们可以借鉴的启示。其实，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也是可以判断的。

比如在专栏之九“深化改革可以避免二元体制自然经济低速增长”中，用

20 年前人口增长影响 20 年后经济增长的回归模型和索洛模型，可以模拟

2035 年前的自然经济增长速度。顺其自然的增长速度大体可以预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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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未来就业劳动力的增长趋势基本可以确定，而资本存量增长则与人口

收入和消费的变量密切相关，在 TFP 年均增长率常数性为 1%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重大的改革和发展举措，经济低速度增长在一个波幅不大的上下

范围里，也可以基本确定。 

寻找能不能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尽可能摆脱人口增长放缓和老龄化加

剧的压力，尽可能使其加快一些，是笔者这几年研究中国体制改革与经济

增长数理关系的一个兴趣和动机。符合中国二元体制经济运行实际，并推

演证明如果采取针对性的改革和发展举措，推动继续深化转轨，会在顺其

自然低速增长之上找到支撑住经济中高速度增长的潜能，并推演出会实现

中高速增长的大概率结果，是中国发展实践迫切需要经济学界研究的重大

课题。笔者做了这样一些工作。 

首先，专栏前面的一些文中已经论述了中国特长周期二元体制经济体

特征，体制改革的三个阶段，改革内容的先后，二元体制扭曲，扭曲可纠

正和不可纠正，可纠正成本和不可纠正造成体制性闲置浪费等剩余等范畴

和逻辑分析框架体系。据此计算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的规

模，并计算农村体制性剩余住宅和城乡体制性剩余土地的资产规模。扭曲

会形成造成闲置浪费，纠正体制扭曲会使这些体制性的剩余（闲置浪费）

成为可以释放和利用的增长潜能。这就是二元体制经济学的核心要义，而

体制扭曲差值使改革与增长数理化的内生分析成为可能。 

其次，明确供给侧的索洛模型暗含的资源配置场景是竞争性的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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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其中没有表达改革的变量，因而无法用来推演改革与增长间内在的数

理因果变动。即使将中国未来的一些要素投入预测数据代入演算，得到的

结果与一些文献提出的改革对策之间，其针对性没有内在的因果证明。而

且，这些没有针对性的对策无法数量化、结构化和部位精准化。 

再次，然而因为索洛模型假定体制既定，则可以代入预测的要素投入

变量来仿真估算假设没有继续改革增长速度。因为体制转轨停止，市场化

和行政化配置资源的边界不动，二元体制市场领域部分不变，二元体制被

固化和既定。 

第四，在计算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能多大时，需要将索洛“余值+劳

动+资本”要素两结构增长模型，根据下一步中国体制改革的实际，改变为

“农村体制性剩余住宅资产化溢值+城乡体制性剩余土地资产化溢值+体

制性剩余劳动要素+体制性资本要素+（体制性剩余土地要素+调水改土增

加的土地要素）”多余值项、大规模土地从零价升值和三要素结构增长模

型。实际是将要素方面不包含土地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因要考虑体制性剩

余土地市场化配置改革后贴入的需要，将其重新回归包含土地要素的古典

增长模型。另外，模型还考虑这样两个因素：一是二元体制土地房屋资深

化改革资产零到市场价溢值的特殊性，二是由于国土利用率还较低通过调

水改土增加土地要素。这样，形成的经济增长潜能模型见算式（2）。当然，

要将索洛模型（3）中劳动力与资本间的两要素相互替代，调整为劳动力、

资本和土地三要素的替代，重新调整系数在三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包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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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比例替代变化。 

 

第五，假定中国长期未来的广义技术进步 TFP 增长率是个平缓和稳定

的常数 1%，并将预测未来的劳动力就业增长和资本存量增长代入（3）式，

并估计 2035 年前劳动和资本相互替代参数，仿真未来顺其自然的经济增

长速度。 

第六，顺其自然的经济增长速度与采取重大体制改革和调水改土等重

大发展举措的增长潜能相加，即模型（2）+（3），就是未来中国最大可能

从生产力方面的增长速度仿真推算。 

第七，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只计算了生产方面增长的可能性。如果需

求方面生产增长的能性边界收缩，模型（2）设想改革发展获得的增长潜能

目标，也会程度不同地得不到实现。因此笔者在其他文献中也提出了增加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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