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天勇：只要再推进一次大力

度市场化并轨改革就一定能实

现中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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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就自己 2018 到 2022 四年半二元体制与经济增长和稳定关系的

研究，集中整理写了一些学术论文，本着为今年推进市场化改革安排提供

一些学理参考的想法，今天专门在公众号撰文，估算中国如果采取重大改

革和重大发展举措会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二元体制经济学》专栏之

十二。 

 

周天勇 

中国一元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发育释放和计划与市场并存两个转轨阶

段已经长达 45 年，现在应该到二元体制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轨

的阶段了。从笔者前面的讨论看，一些重大的改革任务，寄希望于在并轨

阶段彻底完成。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体制改革难度大，需要改革的力度大，

获得的增长潜能也会相对大。只要再坚持一下，攻艰克难，完成向一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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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并轨，未来会一帆风顺。如果错过宝贵的人口还

未严峻老龄化机遇期，加上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不确定性，甚至体制上计

划与市场反复拉锯、纠缠和胶着，延误历史长河中稍纵即逝的时机，进入

老龄化负担相对重、竞争成本相对高、就业和消费发生迭代收缩时，再想

翻身奋起，结果很难预料。 

现代经济学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首位是经济增长。对于中国这样还

处在发展中水平、GDP 居民收入消费比率较低、居民间收入水平差距还存

在、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人口增长在放缓、老龄化在加快、还要谋跨过中

等收入阶段的大国，很难设想国民经济现在就要放弃和没有中高速的增长。

中高速增长，关系到中国发展的走向和未来的命运。 

比较靠谱的仿真，就是在假定现有的二元体制不变及其自然经济增长

速度的基础上，根据专栏之十一二元体制改革与增长的数理逻辑，进行改

革方案的设计和安排，将一些重大的体制扭曲值向市场经济标准值还原，

以获得这些生产和需求方面的潜能，推演经济中高速度增长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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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式上篇短文模型之（2）、（3）和（4），安排的改革任务和发展战略

与 2035 年前经济增长关系的计算如下： 

1．大力度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年均增长潜能 1.40 个百分点 

更深入地推进要素配置体制市场化改革，尽可能使生产要素配置二元

体制向一元市场配置体制并轨。 

（1）劳动力配置体制市场化改革增长潜能年均 0.50 个百分点 

彻底改革以城乡户籍分割为中心的阻碍人口和劳动力流动和迁移的户

籍登记注册、城乡家庭子女教育服务不均、城镇住宅价格及租金奇高、养

老医疗社保城乡差别制、农村宅地房屋不允许交易等体制，实现人口迁移

居住自由和劳动力跨城乡和区域流动自由。本文计算 2020 年总就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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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75064 万人，农村第一二三产业和城镇国企事业行政等单位中，存在体

制性剩余劳动力 19500 亿人，除去自然退休和去世 5850 万人后，通过人

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相关扭曲体制彻底改革放开，将 13650 万人平均地投

入各年中，会实现满负荷工作劳动力年均增长 1.32%；未来的 15 年中重

视创业就业战略，提高劳动力收入水平，使劳动力要素增长 GDP 贡献比率

从 0.25%变化到 0.50%；则 2035 年前的阶段，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会

形成年均 0.51 个新增长点。 

（2）资本配置体制市场化改革年均增长潜能 0.22 个百分点 

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管理从管企业到管资

本、管增值和管效率，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进行以效益为目标的

混合所有制改革；银行贷款既要讲求政治正确，也要注重公平竞争、企业

效率和贷款周转速度，以此为原则改革银行的贷款发放体制。2020 年社会

总资本为 4878443 亿元，其中国有企业总资产为 2444755 亿元，以社会

平均利润率和国有企业权益资产利润率计算的体制性剩余资本规模为

627355 亿元。上述资本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在 2035 年前的阶段中，可盘

活体制性剩余资本年均可占上年社会总资本的 0.61%，假定资本贡献率从

0.45%向 0.25%变动，则资本要素配置体制改革带来的新经济增长点年均

为 0.22%。 

（3）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年均增长潜能 0.67 个百分点 

由于计划分配、规划建设和用途管制，二元体制最为扭曲的部分是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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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要素的配置。因农业土地产出微弱，这里只计算城镇乡村居住和工矿用

地体制改革增长潜能，2020 年城乡全部建设用地为 52959 万亩（不包括

交通水利公共用地），农村、城镇和工矿区剩余土地数量达 19515 万亩，

体制性剩余率达 37.64%。如果城乡土地使用财产权放开交易，可盘活土地

占上年总建设用地的年均增长率为 2.46%，土地投入贡献率从 0.30%向

0.25%变化，则土地要素配置体制改革可给经济带来年均 0.67 个新增长。 

2．资产化改革溢值年均增长潜能 

进行城乡土地和农村住宅的资产化改革，允许其使用财产权进行交易，

可以定价和抵押，成为市场经济意义的资产，其零到市场价溢值，资产货

币化和财富化，未来可获得年均 1.67 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 

（1）农村住宅交易零到市场价溢值 TFP 年均增长潜能 0.51 个百分点 

2020 年农村住宅建筑总面积为 385.42 亿平方米，假定其市场价格平

均为 3500 元/平方米，则农村体制性住宅剩余资产总规模为 134.90 万亿

元。并假定农村户籍人口向城市转移，农村住宅建筑总面积到 2035 年缩

减到 283.91 亿平方米，而年价格升值 3%，2035 年时农村住宅总资产为

102.35 亿元。年交易率为 5‰，则零到市场价格溢值从 2020 年的 6855

亿元变化到 2035 年的 5117 亿元，获得年均 0.51%的新增长潜能。 

（2）可交易土地零到市场价格交易年均增长潜能 1.17 个百分点 

2020 年分别有可交易乡村建设用地 32903 万亩、城和县城工业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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