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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专栏作家 周天勇）中国经济从 1978 年开始步入了 33 年

之久高速增长的轨道，至 2012 年增长速度跌到 8%以下。2014 年笔者开

始研究增长为什么下行，后又研究经济在未来有无可能保持一个中高速度

的增长。 

中国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二元结构转型发展中国家、五年左右瞬时

从计划向市场转轨国家都不一样。它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渐进转

轨了 40 多年时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并轨的国家。从产品、要素和土地房

屋分类看，产品市场化基本完成，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市场化中，

土地的要素市场化还没有完成，大部分土地、房屋资源成为市场可交易性

资产的市场化可能才刚刚开始。 

中国是一个有着特长周期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体制国家。从基本的

分析逻辑上，解释和刻画市场经济、结构二元转型和体制瞬时转轨国家的

经济分析方法和模型，都可能有不适用的地方，需要有一个符合中国二元

体制经济客体的经济学思路选择、逻辑框架和分析方法。就中国经济增长

部分看，需要这样四个方面。 

1.基础分析部分 

（1）二元体制存在和参照的市场标准值和实际扭曲值。比如企业资本

利润率、人口城市化水平、劳动力农业就业比率、土地房屋市场和价格等

方面，有市场经济要求和标准值，也存在着其特有的非市场局面和扭曲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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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竞争标准值-体制扭曲值=体制扭曲差值，应该有竞争性市

场+但没有市场=0，这是二元体制国家经济数理分析最为关键的一个变量。 

（3）体制扭曲损失及其体制扭曲剩余概念。一方面，可以依据体制扭

曲差值计算出假定是标准市场经济体制状况下的产出损失、需求损失和资

产短缺；另一方面，由于它们是要素闲置低利用、体制性需求匮乏和相对

于债务的资产短缺，如果对其分别进行市场化改革，就会有经济增长、需

求扩大和资产供给潜能。因此，也将其称之为体制性要素剩余、需求剩余

和资产剩余。 

2.供给侧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能力 

（1）自然经济增长率，在二元体制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之间有着很大

的不同：前者的增长潜能是体制性要素剩余，后者的增长潜能是市场景气

回落令生产能力未能满负荷利用的空间；前者使增长潜能得到充分利用的

措施是改革体制消除扭曲，后者是实行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消除流

动性不足。 

（2）TFP 增长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市场经济体制国家，

其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来自于广义技术进步，因为其不存在体制性剩余；而

二元体制国家除了来自于广义技术进步的 TFP 增长外，更多地来自于体制

改革使体制性剩余得以充分利用形成的 TFP。在对二元体制国家经济历史

增长奇迹进行核算时，可以用分割体制改革 TFP 和广义技术进步 TFP 分割

的办法来解释，也可以探索各种要素在数量投入未增加情况下各自对 T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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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贡献。从中国 1980—1985 年、1992—1995 年、2001—2007 年三次

大力度的改革开放结果看，期间经济增长曲线为倒 V 型，TFP 增长也是倒

V 型。改革不是经济体系自然发生的，而是由重大改革决定外生推动的。

因此，经济增长不呈现为线性或者非线性倒 U 型曲线，而每次者呈现为冲

击性的倒 V 型形状。 

（3）中国未来 15 年实施大力度的体制改革和调水扩土，完全可以实

现 5.5%到 6.5%的 GDP 增长率。一是根据国际经验数据，一般来说，TFP

是一个稳定和波动不大的处在 0.8%到 1.2%区间的曲线；由于 20 年前人

口增长决定后 20 年后劳动力增长，劳动力年均增长-1%已经是一个可以确

定和无法改变的变量；向国际出口比例在下降，外部需求不确定，中国国

内投资景气是否能摆脱萧条，主要决定于国内消费需求是否能够稳定和扩

大。二是原有余值、劳动力和资本等三结构的新古典供给侧经济增长模型，

使二元体制经济国家体制性剩余土地要素无法作为变量进入计算。因此，

需要将土地要素变量纳入增长模型进行分析，并估计劳动力、资本和土地

三者之间的替代系数。三是土地房屋增值和财富效应对 GDP 的贡献。因为

中国目前绝大部分已经利用土地或者可利用但是还未利用的城乡土地，是

不能表达为市场交易价值的自然资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农村的宅基

地），农村的住宅也是生活资料，不可定价和抵押，不是市场意义上的资产

和财富。其资产化改革，也会带来其零价格到市场价格的溢值，成为 GDP

的一个来源。四是调节水资源分配、开发和扩大未利用土地，也会在未来

15 年中实现年均 0.5 个百分点左右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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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对未来预测的方法上讲，由于各种体制剩余要素数量可以根据

各自的体制扭曲差值计算而得，包括开发的新增土地数量也可以事先规划，

因此可以用包含土地要素的增长模型，无论是用线性方法，或是连续但非

线性方法，或是根据历史数据模拟的倒 V 冲击曲线方法，还是大力度改革

到位未来实际的增长数据，其结果基本上会是一样的。 

3.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状态下的增长 

需要看到的是，中国国民经济长期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最大的影

响因素还是二元体制扭曲。即使有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替代劳动力的迭代收

缩，并有无限的财富生产能力，生产的最大可能性边界也受到人口规模决

定的消费需求可能性的约束。因此，消费需求变量，仍然是另一个决定经

济增长的因素。 

（1）服务生产能力因轻资产而过剩容易出清，总供给过剩主要体现为

重资产的工业产能过剩，而生产资料工业资产部分的变动决定于消费品需

求的变动。在出口占 GDP 比例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国内需求变量是平衡产

能过剩的关键。 

（2）自主生育是一种人口增长的标准体制，管制生育是一种非市场管

理体制，体制扭曲必然会造成人口损失。由于生育管制造成 20 年前人口增

长放缓和负增长，决定了 20 年后“劳动力就业—居民收入—消费需求”

的传导性收缩。这种长期因人口变动而迭代累积性的消费需求收缩趋势，

使得在人口增长趋势下“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理变成了“不断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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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收缩的消费需求要求原有的生产能力不断地出清”之不可抗拒的客观趋

势。也就是说，没有了人口，也就没有生育管制扭曲造成的体制性消费需

求剩余潜能。 

（3）标准的迁移自主与扭曲的迁移管制二元体制，其城乡分割的户籍

管理、城市教育公共服务不均、医疗保障缺乏、居住成本高、农村土地不

能资产化置换和退出等体制扭曲，造成了农村和农业人口的体制性淤积和

剩余，形成人口迁移受阻型“劳动力就业机会过少—农民收入相对较低—

消费需求不足”传导性流量缩减。其中一部分，可以通过改革上述体制、

转移淤积人口、激活消费能力，获得其体制扭曲性消费需求剩余，纠正和

扩大消费需求流量；另一部分则是已经无城市化能力的人口，其消费需求

流量已经无法挽回。 

（4）土地竞争性市场化交易与地方政府征收及垄断性交易并收入归地

方财政的二元体制，扭曲和传导的是“交易入收分配—创业资本—农民收

入水平—消费支出”流向和流量，其造成了“土地向非农村农业配置收入

分配扭曲—劳动与土地要素组合困难—以地为本创业难以进行—农民收入

水平较低—消费需求匮乏”传导性的农民消费需求支付能力较弱问题。其

实，从需求侧均衡增长的消费需求潜能看，这一问题实际也是体制性的消

费剩余。可以通过农村土地市场化配置改革获得这部分消费需求剩余。 

（5）住宅多元竞争和政府补充等供给标准格局与只有房地产商单一渠

道开发建设供给扭曲格局之间，也存在着二元体制摩擦，使得居民购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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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69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