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天勇：清楚地认识中国渐

近改革的二元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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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笔者为研究中国二元体制经济，写了一篇感言。记述了自己从事此项

研究的起因、过程和结果。拟在公众号中连载，今天发出之五。请朋友们

批评指正。 

 

2020 年时，笔者感觉到，计算一个经济体的产出和增长，类型和体制

不同，所用的数理逻辑和分析方法可能也会有所不同。 

计划经济体制，资源由中央机关集中统一配置，即使有价格也由计划

确定，在求出各个产业产品间的投入产出消耗系数后，利用列昂节夫投入

产出表就可以计算各类资源的投入和最终的产出。 

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供求和价格机制配置资源，每个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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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都为利益多少而行动，假定供给能够自己创造需求，最为简单和经典

的刻画算式就是索洛产出和增长模型。 

对于一个农村农业向城市工业转型的经济体，由于大量的农村人口和

结构性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工商业迁移和流动，揭示其数量关系的是刘易

斯到乔根森等结构转型的增长模型。20 世纪 30 年代末，各资本主义国家

发生了生产过剩大危机，凯因斯认为发生了市场失灵和流动性不足，国家

宏观方面需要进行需求管理。包括工业化初的发展中国家，需要投资加快

经济增长。适应于此，也有了哈罗德—多玛等注重国家影响投资的增长模

型。 

然而，用上述这些增长模型来解释和推演中国经济的过去和未来，都

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实践和学理方面的不适应性。 

这给我们提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类型，更

具体地讲是一个什么样经济体制的国家？比喻一下，羊和马的能量和动力

系统肯定有重大的区别，用羊的能量转换和动力模型去解释并预测马的过

去和未来，毫无疑问，显然会有重大的误差。 

20 世纪中后期开始，许多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OECD

的统计将其归类于体制转轨国家。世界是多样化的。绝大多数计划经济国

家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采取了三年左右时间瞬时转轨的方式。从经

济学研究的任务看，没有足够的数据，也没有必要去分析和归纳如此短时

间内其动态经济增长的实践和学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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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瞬时转轨不同的是，选择和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近

转轨的改革道路。2020 年时，笔者觉得，应当下一个定义：中国是一个持

续转轨中的二元经济体制国家。建立其产出和增长历史和未来内在的数理

逻辑分析，可以需要在此基础上展开。本回短文先不进行数理逻辑方面的

讨论，只是从定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和归纳。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释放的机制逻辑。1957—1977 计划经

济年代中，固定资产投资就业劳动力投入等增长幅度都要比改革开放后高

得多，但经济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5%。而改革开放后在要素投入大幅度降低

的情况下，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要比改革开放前高出一倍。 

最为关键的三个体系性的改革是：承认物质利益。从强调一大二公和

无私奉献，承认企业和个人有各自的经济利益，鼓励多劳多得，实行计件

工资和超额奖励，使个人和经营好的企业可以通过勤奋的努力得到更多的

经济红利。 

形成竞争主体。劳动者可以自己选择收入不同的工作，可以进行个体

工商创业，可以投资兴办私营企业，也引进了外资企业，扩大国企的自主

权，形成了在市场上追求经济利益的竞争者。 

构建市场体系。允许农民、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和国有

企业计划外向市场上出售自己生产的产品，价格可以随行就市。这样三位

一体机制的形成，使得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得到极大释放，效率得到空前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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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渐近改革的双轨逻辑。双轨改革方式，是渐近改革战略的具

体实施。 

改革先体制外放开，后体制内推进。先放开了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

劳动个体自主从事；一部分商品不再通过体制内统购统销，放开计划外采

购、生产和供应；后给国有企业放权，逐步缩小对体制内招工、采购、生

产和销售规模和范围的计划控制。 

改革从增量入手，到存量推进。如单位新进的员工，能进能出合同制、

不准入本地户籍、绩效工资制；单位原有员工，很难随意解聘、工资按资

格年限确定、有诸多单位福利；随后陆续改革，或者通过退休等方式进行

消化。 

改革在区域方面，沿海先行先试、内陆学习经验，再向沿边全面铺开。

如在引进外资进入、改革外贸体制、实行税收优惠、企业准入放开等等方

面，基本都是按照这一顺序进行。 

改革一般是先试点后推广。比如，企业从过去上交利润向交纳税收、

从产品税向所得和营业税、从营业税再向增值税改革，就是先在一些企业

中试点运行，总结经验后再向全国进行推广。 

再次，改革内容和任务的先后顺序逻辑。为什么要梳理这一历史顺序？

一是因为产品市场化供求的比例已经达到了 95%以上，往往给人们一种市

场化改革已经完成的虚幻。二是不同产品的生产中，不同要素和资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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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05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