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天勇：进一步推进改革开

放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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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财经》记者 孙颖妮 实习生 张静伦   

 

采访和编者导语 

1978 年以来，党和国家在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征程上，肩负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的

艰巨任务，中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在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周天勇看来，如果没有改革

开放后的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城镇住宅和出让农村土地资产化改革，

就不可能有 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奇迹。 

党的二十大报告描绘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蓝图，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国，经济发展在 2035 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提出

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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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 

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

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

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明确提出要“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壮大”，“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

界一流企业”，“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要“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

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当下的中国面临着更为宏伟的目标：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此外，中国还要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和

实现共同富裕。对此，周天勇表示，中国要实现这些目标必然还需要较高

的经济增长速度来支撑，而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

“只要改革开放就能实现国家的基本现代化。” 

“中国作为二元体制经济的国家，如果没有改革释放生产力，未来必

然是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周天勇表示，不同于已经完全确立市场经济

体制的“一元体制”国家，中国依旧是计划与市场长期并存的二元体制国

家。由于体制扭曲造成产出损失，也形成体制扭曲性的资源、资产和能力

等剩余和闲置，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有继续进行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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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体制扭曲才能被纠正，体制性扭曲所禁锢的经济潜能才能得到

释放，从而利用潜能来促进经济增长。 

周天勇认为，当前中国未来面临着经济陷入低增长区间的风险，经过

实验室计算，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改革措施扭转，2026 年及其以后的 GDP

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 3%以下，进入偏低速度增长区间。 

当下的中国面临着诸多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大、

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总需求不足等问题长期存在；短期来看，经济

下行压力加大、市场主体预期转弱、民营企业家信心不足．．．．．．在周天勇

看来，这些问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二元体制扭曲造成的，解决这些问题

也只有通过改革。 

接下来中国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改革将激发中国哪些经济增长潜能？

如何通过创新提高发展质量？周天勇教授 10 月 18 日接受了《财经》记者

的专访，近期发表前又对采访稿进行了补充。 

二元体制经济需要继续改革才能避免自然低速增长 

《财经》：近两年，您在诸多场合以及文章中多次呼吁中国要继续发力

改革，为何改革对当下的中国如此重要？ 

周天勇：当前，中国依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居民尤其是农村农民

的收入消费水平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离富裕国家居民生活水平还有较

大差距。同时，中国还要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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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些目标的实现都需要较高的经济增速来

支撑。然而，当前中国已经开始面临经济陷入低增长区间的风险，我们实

验室仿真计算，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改革措施扭转，2026 年及其以后的 GDP

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 3%以下，进入中偏低速度增长区间。 

我们需要警惕，如果 GDP 增长速度不能稳住而继续下行，可能会引发

系列严峻风险。例如，经济增长速度越低，养老金缺口会越大。由于我国

计划生育时间过长和力度过大，当前人口结构老龄化速度太快，养老金缺

口会越来越大，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用新增的 GDP 加以补充和

平衡。 

根据相关团队的研究和日本老龄化数据，2021 年至 2025 年，中国养

老保障金缺口达 4.77 万亿元，2026 年至 2030 年缺口达 10.58 万亿元，

2031 年至 2035 年缺口已经达到 22.23 万亿元。想想这是什么概念？这意

味着如果我国实际 GDP 增长速度过低，养老就会陷入无米之炊境地。 

所以，考虑就业需要、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公共服务提供、养老需要

国情、政权运转保障、国防实力和共同富裕来源，中国经济未来必须保持

较高的经济增速。根据我们计算，2035 年的年平均 GDP 增长速度需要保

持在 5%-6%区间内，至少不应当低于 5%。 

对于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其自然经济增长速度是繁荣和萧条决

定的，对于计划和市场并存的二元体制国家来说，自然经济增长速度则由

体制不变动而形成，其最大可能的经济增长潜能被禁锢在体制扭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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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不变就是较低自然经济增长速度。 

《财经》：如何理解二元体制国家只能通过改革摆脱低增长？中国二元

体制经济增长与“一元体制”国家相比有何不同？ 

周天勇：不同于已经完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一元体制”国家，中

国市场化改革还并没有完成，依旧是计划与市场长期并存的二元体制国家。

二元体制下，过去实行了计划生育，现在还存在着土地计划配置、资金借

贷对民企歧视、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得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城乡劳动力工资

和社保存在较大差距等系列问题。计划和行政管理观念和操作时有回潮。 

例如，劳动力流动方面，长期以来，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得城乡

户籍居民享受着差异化的教育、医疗、土地、养老、社保等公共服务和政

策，比如城市工作的农民工，许多地方限制其在城镇中购房购车，其子女

在非户籍地不能享受到大城市提供的教育公共服务，这就是二元体制的体

现。 

由于存在二元体制，配置机制扭曲是国民经济中的常态现象。其中，

一些扭曲是可以纠正的，比如银行对国有企业贷款的平均利率为 4 个百分

点，对民营企业贷的平均利率却为 8 个百分点点。此时会有民企挂靠在国

企名下经营，让国企帮忙做贷款，或者将国企的资金转贷给民企，这样民

企额外的借贷成本就有所降低，但也有变通成本和风险。这些现象的出现

其实就是对二元体制扭曲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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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多体制扭曲是不可纠正的，比如不向农民分配建设用地指标和违

建拆除造成的扭曲就不可纠正，明明农民的土地在村里闲置着，农民在地

里建了一个猪场，但是由于土地是计划配置，该农民没有用地指标，没过

几天土地被地方政府强拆了，这就是扭曲的不可纠正。 

此外，劳动力要素配置方面的户籍管制所附加的子女教育、居住成本、

医养社保和土地粘性等体制扭曲，国有企业资本使用低效率扭曲，土地要

素配置方面的禁止交易等扭曲，许多根本无法变通，或者变通的成本和风

险大于变通的收益，均无法由市场主体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所纠正。 

纠正这些二元体制造成的扭曲只能通过改革。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处在

萧条周期时，表现为经济流动性不足，因此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流动性。

而二元体制国家由于体制扭曲造成体制性的要素剩余和资产剩余，导致产

出损失。只有进行体制改革时，体制扭曲才能被纠正，体制性扭曲所禁锢

的这些剩余要素和资产其生产力和价值等内在的潜能才能得到释放，从而

利用潜能来促进经济增长。 

《财经》：如何理解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周天勇：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就是很好的例证。1978 年以来，改革是

释放生产力和获得增长新潜能的关键，经过我们团队的计算，如果没有改

革开放，中国自然经济增长速度最好也就是 3.76%，且增速逐渐下降，从

2014 年开始变为负的。 



 

 - 8 - 

而且通过研究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增长变动规律，我们也发现，凡

是重大改革推进时期，GDP 增速加快，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也加快；而凡是

重大体制改革任务结束，还没有接续下一次重大改革时，GDP 增速放缓或

下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也回落。 

 

图片来源：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 

例如 1978 年至 1985 年期间，中国深入推进联产承包、企业放权、

价格市场双轨制改革，这段时间的 GDP 增速加快，此后几年相比有所放缓

（如上图所示）。到了 1991 年至 1995 年，确立了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化

方向改革，外商进来了，私营企业也合法了，此时经济又出现较快增长，

接下来几年的经济增速相比这几年则有所放缓。到了 2001 年到 2008 年，

中国加入 WTO，外资规模大量进入，城镇土地房屋市场化资产化改革深入

推进，GDP 增速又开始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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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87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