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维迎：中国为什么特别需

要企业家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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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维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周期性的还是趋势性的？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需要看一看过去 40 年的经济增长。我们会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轨

迹有很大的波动性，有高达 15%的增长年份，也有不到 4%的增长年份。

经济增速在上世纪 90 年代曾经历了 7 年持续走低，而在最近 10 年再次出

现下降且下降幅度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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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的观点是，很大程度上，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是一个

趋势性问题。 

    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是趋势性的？ 

为什么是“趋势”而非“周期”呢？影响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因素主要

是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技术和创新、体制和文

化、人口和劳动力则是形成经济发展趋势的底层因素。 

    第一，技术和创新。就生产技术而言，我们过去 40 年的经济增

长是建立在西方国家 300 年来的技术创新而非中国自我创新的基础之上。

从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我国改革开放期间，西方国家三次工业革命所积

累的大部分技术，都没有专利了，都可以为我所用，不需要花什么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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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是“免费的午餐”。2018 年我写过《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一

文。和我差不多年纪的人，大都同时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中国经济的快

速发展也得益于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果实。但当我们把“低垂的果实”

差不多采摘完了的时候，高处的果实不容易够着，我们的发展优势自然就

会递减。一个后发国家通过套利实现 9%的经济增长并不难，但发达国家通

过创新想达到 3%都非常困难。因此，如何实现更多的技术创新，是我们下

一步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第二，体制和文化。我们之所以能利用别人的

成果，是因为从 1978 年开始，我们走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激发出了

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 

    我们的体制改革是动态的，既有内部观念和政策变化产生的推动，

也是与国际环境互动的结果。但无论内部观念还是外部环境，都在发生变

化，波动、迂回时有发生，因此很难期待在开放和自由程度上保持直线递

进式的发展。但体制与文化的开放程度、自由程度、权利保护程度，对企

业家创新的积极性和稳定性有很大的影响。    一方面，内循环接替全球

化成为一种新的国际潮流，这与突如其来的国际政治环境变化有关。当然，

我们也可以说国际环境的变化与我们国内的变化相关，但无论如何，这已

经是现实的变化，导致的结果是我们的产品要走出去会越来越难，中国经

济要依靠更多的创新来维持增长越来越重要，但正如前面所说，创新并不

容易。另一方面与我们自身的改革不足有关。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在体制

上有很多限制，改革开放的核心是“放”，给企业家和人们更多的自由和

发挥创造力的空间。上世纪 80 年代，私营企业不合法，必须戴上集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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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红帽子”才能生存，但企业家预期“红帽子”终将会摘掉，所以他们

还是敢冒险的。但法治还没有完全落到实处，现在甚至偶尔还不时冒出重

新公私合营的声音，这些都会影响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尤其是持续投资

的信心，而创新特别需要持续的投资。体制改革趋缓与国际环境的变化是

相互影响的，很难说清其中的因果关系。2003 年非典催生了很多的国际间

友好援助与合作，但这次新冠疫情却没能够让国与国之间更加友好，反而

激起了更多的误解和对抗，这非常令人遗憾，对我们下一步的发展会带来

不利影响。    第三，人口和劳动力。40 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帮助我们把人

口数量降了下来，但同时也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和其

他国家还不一样，我们是人为制造了非常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就像为了减

轻体重把大腿锯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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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上。中国的劳

动力成本自改革开放到 2000 年前几乎没有变化，但在过去 20 年却急剧上

升。美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在 15 年前是中国的 22 倍，10 年前是 10 倍，

5 年前变成了 5 倍，而现在只有 4 倍。2015 年之后，马来西亚、印尼、泰

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都比我国更有优势，这导致中国在国

际制造业市场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 

 

    为什么企业家创新精神今天变得更重要？ 

既然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是必然的趋势，而我们又不希望顺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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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0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