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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记得在大学工作自己学习发展经济学时，教科书的开篇就是叙述本学

科的对象和任务：发展经济学是研究一个落后农业国家向发达工业化国家

转型过程的经济学。 

今天，我们在研究中国经济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什

么样的经济客体？可分为两个不一样的经济运行体系：一是市场机制为基

础配置资源，经济体系自动运转，政府担负经济政策调节、投资基础设施、

提供公共服务、建设社会保障和以法规制市场等方面的责任；二是市场机

制和政府都可以配置资源，并且行政干预资源的市场配置过程，权力干预

与以法规制并存，资源配置等方面政府越位，而有关责任方面政府程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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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地缺位。后者经济产出和增长的动力装置有两个，效率前者高但后者低，

并且后者对于前者的耦合性往往较差。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改革计划经济而建立市场经

济体制，绝大多数采取了三年左右时间瞬时转轨的方式，没有形成计划与

市场长期并存的二元经济体制。然而，中国选择了渐近转轨的改革道路，

迄今已经 45 年仍然没有完成计划与市场并存向社会主义一元市场经济并

轨的过程。因此，世界经济史上的特例是，一个 10 亿向 14 亿人口规模扩

大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历了计划向市场释放、

计划与市场并存和二元体制向一元市场经济并轨的特长周期的改革历程，

即形成了特长周期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体制经济体系。 

这就给经济学研究提出一个特别的问题：对这样两个不同动力机器存

在并作用于一体的经济运行和增长，能用描述一元市场经济运行和增长现

成的现代经济学数理模型，来解释或仿真二元体制经济产出来源的历史和

增长潜能的未来吗？回答也许是：会有一定的不适应性。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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