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天勇：深化改革可以避免

二元体制自然经济低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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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就自己 2019 到 2021 三年二元体制与经济增长和稳定关系的研

究，集中整理写了数篇论文。今天摘编《二元体制转轨数理逻辑与未来经

济增长仿真展望》的有关内容，并增补一些文字，作为《二元体制经济学》

专栏之八。 

 

2035 前的 15 年中，从人口和劳动力老龄化和增长放缓，以及相关消

费需求收缩的趋势看，加之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中国很可能进入低速

度增长区间。但从 1978年以来三次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增长速度的经验看，

我们完全有可能稳定住增长速度，关键是安排和切实推进大力度的经济体

制改革。 

1．二元体制自然经济低速增长 

  计划体制和二元体制不可由竞争主体纠正部分，往往是高消耗、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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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和中低速度增长的根源。1957 年到 1977 年期间，中国资源配置是计

划经济体制。前面已述，期间中国 1957—1977 年和改革开放 1978—2020

年，投资（也可以用资本存量变化）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41%（去掉前增

幅过大的前两年）和 16.46%，就业劳动力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2.62%和

1.18%， GDP 年平均增长率却分别为 4.98%和 9.26%。1978 年以前与改

革开放后相比，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年均增长幅度分别是改革开放后249%

和 222%的情况下，GDP 年平均增长速度却低了 4.28 个百分点。 

我们现在还处于二元体制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轨的阶段。前面

笔者也分析到，体制扭曲和体制性剩余常态化存在于二元体制经济之中。

因 20 年前人口增长决定 20 年后就业增长，2035 年前估算的就业劳动力

年均增长为-1.11%，如果没有重大改革和发展战略措施，按高中低三种速

度估计，年均投资增长速度可能在 1.5%、2.5%5 和 3.5%。在这样低水平

的要素投资走势下，2035 年前平均 2%到 3%的经济低速度增长可能是一

个大概率事件。从 1978 年以来经济周期的增长变动看，1978—2020 的

年均高增长速度很明显来自于 1978、1992 和 2001 年三次大力度的改革

开放。如果要避开二元体制自然经济增长低速度陷阱，最为关键的是部署

第四次大力度的经济体制改革，并辅之于重大发展战略性举措与之配合。 

为了说明上述推演，在学理方面要搞清楚二元体制中自然经济增长低

速度这一范畴。一般来说，自然经济增长率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

所生产产品和劳务总量的最大增长率，或者说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各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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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 

潜在经济增长率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正常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即在

各种资源正常充分利用情况下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另一种是指最大潜

在经济增长率，即在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增长率。

而经济增长潜能，则是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没有达到最大可能经济增长速度

水平，通过一定的措施将其推动到最大可能水平上的动能。在现代经济学

中，自然经济增长率和经济增长潜能表述的是一元市场经济场景的数量关

系和现象。然而，这两个概念在一元市场经济体制与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存

体制不同的场景中，其内涵和外延有很大的区别。 

在一元市场经济体制下，自然经济增长率，是指假定经济不发生紧缩

和通胀，国家不予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控来抹平萧条和泡沫的状态中，投

入资源和市场需求能够保障的经济最大可能的增长速度。而二元体制并存

国家，其自然经济增长率，是指经济体制转轨放慢，纠正体制扭曲滞缓或

纠正不到位，体制改革没有被落实场景中，低效率资源投入和市场需求不

足所能够推动的经济增长最大可能的速度。 

而就经济增长潜能看，一元市场体制经济中，如果处在萧条周期，国

民经济流动性不足，通货收缩和失业率升高，会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和降

低。其经济增长潜能，实际是最大自然经济增长率与萧条经济增长率之间

的差值。获得经济增长潜能的方式，是实施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给国

民经济运行注入货币消除流动性不足。扩张性经济政策刺激潜能释放，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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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步入繁荣，加快国民经济增长达到自然经济增长速度。 

然而，二元并存体制经济，要素生产、居民需求和货币流动性等各方

面的潜能禁锢在体制扭曲之中，表现为体制性剩余。由于体制扭曲造成投

入产出的低效率，高投入和消耗及中低速增长，或者其到工业化的中后期

时增长乏力。因而，二元体制国民经济中的自然经济增长，天然地处于中

低速的区间中。如中国从 1959—1977 年间，虽然投资和劳动力增长比改

革开放后要快得多，且投入很大，但前面已述 GDP 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

4.98%。而要想使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达到资源和市场能够保障的最大速

度，关键是通过体制改革释放被体制扭曲禁锢的要素生产力和居民的市场

需求力潜能。总量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无法解决体制扭曲性的要素低利用

率、居民低消费和资产不能交易所致的流动性不畅和不足问题。 

当然，在二元体制转轨的中后期阶段，较容易实施的改革任务大多已

经完成，并轨的改革难度越来越大且越来越复杂；前期的改革大家都能够

获得利益，中后期的改革可能要触及一些群体的利益，阻力越来越大；经

济增长潜能在什么部位？到底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才能会释放增长的潜能，

保证经济还会以中高速度增长？在基础的经济学研究方面还没有讨论和刻

画清楚。如此种种，都是经济体制改革放慢和改革没有精准到位，致使经

济增长速度放缓的一些影响因素。 

2．未来自然经济增长可能陷入低速度的判断 

这部分需要先将假设改革不推进情况下（当然，深化改革会坚决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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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毫无疑问的。笔者这里只是分析的需要予以假设。）中国未来二元体制

自然经济增长速度趋势分析清楚。那么，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仿真估算未

来中国的自然经济增长速度呢？ 

首先，假设体制改革放缓。本文先假定在 2035 年前的这一时期，应

该到了改革进入二元计划干预和市场调节体制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

轨的阶段。由于前述的改革部位和重点不明确，改革越来越复杂且越来越

难，阻力也越来越大，二元体制陷于拉锯和胶着格局，禁锢在扭曲体制中

的潜能得不到释放，增加投入要素方面的发展战略也不明确或者实施缓慢。 

具体来说，一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和结果：户籍体制及其连带的

一系列体制性扭曲不能彻底改变，体制性劳动力要素剩余得不到释放；国

有经济战略布局得不到调整，有利于提高效率的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银

行逆效率歧视性贷款体制得不到改变，国有企业和银行存在着大规模的体

制扭曲性闲置和低利用债务；土地要素配置方面过度的计划指标、用地规

划和用途管理得不到改革，且与市场化配置土地要素不协调，城乡大规模

的闲置低利用土地问题得不到改变。 

二是城乡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过程和结果：只有城镇居民住宅是资产；

只有农村城郊集体向城市居住和工商业用地转移的土地，在行政垄断性市

场上配置成为一次性的流量资产；大量的城乡各类土地和农村居民住宅使

用财产权，仍然不能市场交易，是资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是市场

经济意义上的资产。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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