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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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发出之七。请朋友们

批评指正。 

 

通过前述 1957—1977 年的有关数据可以看出，计划经济的关键问题

和特征是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的效率太低。一元计划经济向二元体制释放

虽然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释放了生产力，但是二元体制并存也造成资

源配置的扭曲。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存在着市场竞争主体，他们可以通过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行动，对扭曲加以纠正。但是，一是纠正需要支

付额外的成本，二是许多扭曲是不可纠正的。比如有一闲置或者低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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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通过追求利益市场主体的投资建设行动，对其不允许由市场配置进

行了变通和纠正。但是，某一天突然认定其是违建，被强制拆除。这只是

体制扭曲不可纠正沧海之一例。因此，二元体制并存，其也明显存在效率

不高的问题，国民经济运行、产出和增长带有程度不同低效率的特征。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盘活闲置、浪费和低利用的各类资

源和要素，提高它们的利用效率，发现它们应有的价值，释放其潜在的生

产能力。 

笔者自 2020 年起做了一件从生产与需求两方面计算经济增长潜能的

工作。比喻一下，笔者实际上如农村盖房子一样，（1）先定义广义技术进

步增长率可能是一个近似平行变动的常数；（2）用体制既定计算没有改革

时的自然经济低速增长；（3）再找出供求各个方面的市场经济标准值和二

元体制扭曲值；（4）用标准值和差值求出二元经济体制性剩余；（5）计算

土地住宅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零到市场价格资产化的规模，并估计未来的

交易率，看做是未来的财富溢值性 TFP；（6）将要素劳动和资本两结构的

模型改变为劳动、资本和土地三结构的模型，并以居民收入消费占 GDP 比

例及其变动为主分析需求函数；（7）将体制性剩余和消费潜能贴入生产和

需求函数，进行未来增长潜能的仿真计算。 

然而，说老实话，并没有把二元体制经济改革与增长数理逻辑系统地

总结出来，也没有从数学表达上将其内生化。原因有二：一是并没有将供

需两方面的各种标准值、扭曲值到体制性剩余的计算，形成一组有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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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表达式；二是采取了一个先把剩余算出来，再将剩余贴入增长函数两

分法的计算。也就是说，房子被盖出来了，每一部分的计算和建筑安装也

是对的，但是，没有其关联的结构图和整体的逻辑计算。只是务实地一部

分一部分的探索和推进，但没有将其整体上学术和科学化。 

2022 年 8 月中旬到 10 月上旬期间，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实验室与

乐爱创新数据公司合作，按照以上 7 个计算操作，进行了中国若进一步推

进体制改革，未来 15 年供需两方面平均到底还有多大增长潜能的仿真推演，

计算的结果中位经济增长年均速度可以达到 5.5%的水平。对这一结果笔者

和团队还是很高兴和较为满意。 

于是我们邀请了各方面的学者，开了多次内部研讨会，也进行了一次

计算成果的初步发布。会上经济学，包括计量经济学界的同仁们对整个计

算没有太大的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似乎

还是没有建立起内生的一整套数理逻辑计算体系。随后我也考虑，能不能

将每个扭曲，当成是流动体系上程度不同的闸门，闸门内生化，用流体力

学的办法进行刻画。但是，与这方面的专家讨论，隔行如隔山，学科交叉

融合很困难，他们似乎也没有较好的解决办法。 

2022 年 10 月下半月，我也在思考，一是能不能将市场经济标准值和

扭曲值直接内生到生产和需求函数中；二是差值到体制性剩余，再到增长

潜能之间，似乎好像有个一般的数理逻辑。 

于是天天散步，天天在琢磨，忽然有一天觉得二元体制经济“市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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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值与体制扭曲值→体制扭曲潜能损失→以标准值衡量多少潜能没有发挥，

即体制性剩余是多少→剩余通过改革释放，可以变量内生化来计算其增长

的潜能。数理逻辑上想通了以后，并不难，似乎很简单。但是，寻找这一

数理逻辑规律，笔者用了五年的时间。 

这里，笔者举例用资本配置的二元体制扭曲，结合模型，简单明了地

将其基础的数理逻辑予以表述： 

1．在生产、需求和财富领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市场经济标准值 Y，

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二元体制扭曲值 X。比如 2021 年中，市场竞争的非国

有企业资产利润率平均最低也得 5.5%，而国有企业总资产净利润率为

1.06%； 

2．各个主体各种各样经济活动所用的生产、消费和房屋土地等资源，

乘以（Y-X）扭曲差值，就是生产产出、消费需求和财富价值的损失。比如

2021 年国有企业总资产为 311.46 万亿元，其乘以 5.5%减去 1.06%的这

一差值，其损失的国内生产增加值净产出额为 13.83 万亿元。 

3．各类二元体制扭曲造成的生产、需求和财富价值损失，除以市场经

济标准值 Y，就是生产能力、消费潜能和资源价值的闲置、浪费和低利用

规模。另一方面，其也是生产资源、消费能力和财富价值的体制扭曲性剩

余，即未来通过改革能够获得的增长潜能。比如，13.83 万亿元产出损失

除以市场平均资本利润率 5.5%，国有企业体制性剩余资产规模为 251.43

万亿元。也就是说，由于体制低效率，与市场经济标准值相比，251.4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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