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天勇：稳增长需要启动新

一轮大力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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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昨天之一专题中，我们论述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扩张性财政货币政

策和重启房地产等三大对策，不可能重启和稳定住经济增长速度在合理区

间的理由。 

 

前面也提到，根据 GDP 总量翻一番、初步建成现代化强国、国内扩大

就业、稳定债务、保障养老和国防安全等方面的要求，再考虑前三年疫情

对增长速度的拉低，未来 15年经济增长速度的合理区间应当在 5%—6%。 

体制改革如何解放生产力并推动经济增长，笔者用了五年时间建立了

二者分析的数理逻辑及其系列模型，给中国经济增长核算和预测提供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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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础和应用算法。笔者及其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进行仿真模拟实验后得

出的对策和建议是，稳定和支撑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需要在 2023 年开

启新一轮大力度的市场化体制改革。 

一、经济奇迹来源和未来增长的体制性剩余资源 

改革开放后在要素投入幅度比 1978 年前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国民

经济却取得了高增长的奇迹。1957—1977 年，就业劳动力年均增长 2.64%，

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45%，GDP 年均增长只有 5%；1978—2021 年，

就业劳动力年均增长 1.47%，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14.51%，GDP 却年

均增长了 9.24%，其中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从改革前的-1.21%转变

为年均增长 0.70%，要素市场配置、城镇住宅资产化、建设用地有偿使用

三大体制改革带来的年均经济增长分别为 2.03%、0.53%和 2.57%。如果

没有改革开放，即使假定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不为负而为

零，1978—2021 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也只有 3.41%。 

中国是一个渐进转轨的国家。二元体制扭曲，一方面，造成了生产要

素、需求潜力和财富价值的浪费、闲置和低利用；另一方面，其也是巨额

的体制扭曲性剩余，通过改革可以释放，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能。2021 年，

根据市场经济标准值和二元扭曲差值计算，生产要素方面，农村农业和城

镇单位有体制性剩余劳动力 1.91 亿人，国有企业中体制性剩余资本为 251

万亿元，城乡体制性剩余建设用地 1.92 亿亩，体制性未开发利用剩余土地

10 亿亩；需求潜能方面，被低收入抑制的体制性剩余居民消费支出潜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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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万亿元；不动产财富方面，无价值生活和生产资料性城乡农业用地、

可交易建设用地和农村住宅分别有 88.93 亿亩、5.18 亿亩和 274 亿建筑平

方米。未来改革增长的巨大潜力被禁锢在上述三方面的二元体制扭曲之中。 

二、供给侧市场化改革增长潜能的展望 

先看供给侧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可以获得的新增

长潜能。 

1． 供给侧方面的要素市场化改革。根据我们最新的计算，释放劳动

力要素潜能：人口迁移和劳动力配置取消户籍体制、提供公平公共服务和

社会保障、加快市民化人口流动和配置、盘活农村农业体制性剩余劳动力，

改革提高城镇冗余职工工作效率。仿真结果表明上述措施可以会带来年均

0.75%的新经济增长动能。释放资本要素潜能（不包括国企中的土地部分）：

调整国有经济战略布局，推进资本为主和效率导向的国企改革，混合所有

制改革也可以由民营企业控股，银行和资本市场以竞争中性的原则为民营

企业公平融资，并且给国企的贷款要进行严格的绩效和风险评估。仿真结

果表明资本盘活和优化配置可以带来年均 0.53%的新经济增长。释放土地

要素（包括国有经济使用的土地）增长潜能：形成同地同价同权和城乡统

一公平的土地要素市场，盘活大量的闲置低利用土地要素，可带来经济年

均 0.62%的新增长潜能。总计，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可形成年均 1.9 左右%

左右的经济增长新动能。 

2． 供给方面的生活和生产资料性城乡土地和农村住宅及宅地资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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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由于大规模工业化已经到了中后期，城乡住宅供给已经趋于过剩，

农村住宅面积长期看将趋于萎缩，所以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农村城郊土

地大规模向城市和工商业转移时代已经结束。因此，未来建设用地交易量

和农村住宅交易量与之前相比会大幅度下降。以影子价格计算，农业用地

虽然价值不高但面积很大，其潜在资产存量为 397 万亿元；农村宅地和其

他城乡可交易建设用潜在资产存量 176 万亿元；农村住宅潜在资产存量 27

万亿元。目前共计零价格城乡土地及房屋潜在资产为 600 万亿元，如果年

平均交易率为 2.0‰，则零到市场价格溢值可以带来年均 1.2%左右的增长

新动能。 

3． 供给侧的调节水资源分配，增加可利用土地要素，同时新调水和

开发土地资产化。提高国土利用率 5 个百分点，增加 5 亿亩农用地，0.7

亿亩园地和 1.5 亿亩建设用地。要素投入产出和资产化溢值两项可以获得

年均 0.4%左右的新增长动能。 

供给侧改革和调水增地获得的约 3.5%左右新增潜能加 2.2%左右的自

然经济增长，除去重复部分，中位水平可获得 5.5%左右的年均增长。 

三、需求侧分配与消费体制改革的增长潜能 

这里对大力度推进需求侧“收入分配—消费支出”体制改革的新增长

潜能进行展望。 

1． 从需求总量方面看，经济增长下行的主要问题在于居民收入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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