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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 学 习 习 近平 总书 记关 于 经济发展新常 态 的 系 列 讲话精神的 体会 ，

本文把 中 国 经济发展正在 经历 的 阶段性变化 ， 分别 置于 三个视野 中进行观察 。 第

一

， 从 中 国发展的 长期历 史过程看 ， 新常 态是 中 国发展由盛到 衰再到 盛的 一个 历 史

阶段 ， 认识到 这
一点有助 于我们保持应有的历 史耐心和政策定力 。 第二 ，

从 中 国 经

济发展的逻辑着眼认识新常态 ， 进一步增强 了 转变发展方式和实现增长动能转换的

紧迫性 。 第三 ， 与世界经济呈现的
“

新平庸
”
不 同 ， 中 国 经济增长仍然具有 巨大的

潜力 ， 可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 中 高速增长 。

关键词 经济发展新常态 潜在增长率 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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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１ ４ 年习近平同志提出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以来 ， 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发

展 ， 新常态理论不断完善和丰富 ，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 对

做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 本文结合对中

国经济发展正在形成的新阶段的研究 ， 试述作者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常态所做的
一系列深

刻阐述的体会 。

中国经济发展进人的新常态 ，
既不是一种中短周期波动表现 ， 也不是任何已知的经济长

周期现象 ， 而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过程的一个新阶段 ，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途中
一个重要的

里程碑 。 从这个长期 的 、 历史的大视角认识新常态 ，
以其作为经济发展跨阶段的大逻辑引领

新常态 ， 需要从供给侧寻找经济增长减速的因素 ， 找准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领域 ， 对改革推进

的方式做出恰当选择 ， 进而贏取改革红利 。 借此 ， 中 国经济通过挖掘传统增长动能的潜力和

开启新的增长源泉 ， 就可以实现长期可持续的中髙速增长 ， 分别在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 ５０ 年实现党

的十八大确立的第一个和第二个
“
一百年 目标

”

。

一

、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经济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 有些表现为局部的 、 偶发的短期扰动现象 ， 通常是经济周期理

论研究的对象 ； 也有一些则是全局性的 、 按照一定规律必然发生的长期性趋势 ， 是经济增长

理论或经济史的研究对象 。 认识后一种情形 ， 需要在思维上具有历史纵深感 ， 才能在判断上

保持清醒认识和战略定力 ， 进而在行动上选择并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 。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 ：

全面认识和把握新常态 ， 需要从时间和空间大角度审视我 国发展 。 我们应该以这
一

高屋建领 ：

的判断作为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根本性指引 ， 并 自觉地把适应 、 把握 、 引领新常态作为贯

彻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予以遵循 。

新常态的一个特征表现就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并持续下行 。 从周期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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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速 ， 通常是经济学家最习 以为常的思维方式 。 例如 ， 宏观经济学从经验上概括出经济周期

的各种表现和形态 ， 从理论上提供了五花八 门的分析框架用来观察经济周期现象 ， 在政策工

具箱中则收藏着
“

十八般兵器
”

可以用来实施反周期举措 。

在经济学说史上 ， 人们根据各 自 的观察发现 ， 在不 同的时期分别 出现过历时 ３
？

４ 年 ，

被称作基钦周期 的短周期 ； 历时 ９
？

１ ０ 年 ， 被称作朱格拉周期的 中周期 ；
历时 ２０

？

２５ 年 ，

被称作库兹涅茨周期的 中长周期 ； 以及为期长达 ５０？ ６０ 年 ， 被称作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的长

周期 （拉斯 ？ 特维德 ， ２００ ８） 。 在资本主义 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 各种类型 的经济周期伴

随着经济危机交替出现 ， 可谓避也避不开 。 正 因为如此 ， 危机或周期 问题成为宏观经济学诞

生的催化剂以及学科发展中旷 日持久的课题 。

多数情况下 ， 经济周期是 由需求侧的冲击造成的 。 无论来 自外部还是来 自 内部 ， 扰动性

冲击造成总需求的不足一旦严重到这样 的程度 ， 以致使得实际增长率显著低于潜在增长率 ，

就会形成增长率缺 口 ， 生产要素得不到充分利用 ，

一

个严重 的表现就是周期性失业率攀升 。

在这种情况下 ， 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认为 ， 旨在刺激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 ， 即或者宽松的

货币政策或者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 以及与之配合使用的其他政策 ， 如产业政策 、 区域政策等 ，

因其具有反周期的功能 ， 可以加 以采用以刺激经济增长 ， 达到消除增长率缺 口的效果 。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经济以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 ， 期间也经历过若干次周期性减速 ， 相

应地形成了增长率缺 口 。 我们的估算表明 ， 在 １ ９７９
？

１ ９ ９４ 年期间和 １ ９９５
？

２ ０ １０ 年期 间 ， 中

国的潜在增长率分别为 ９ ．６ ６％和 １０ ． ３４ ％（ Ｃａ ｉ 和 Ｌｕ
，

２０ １ ３ ）
。 以该期间历年实际增长率减

去对应的潜在增长率 ， 就可以 得到各年度的增长率缺 口 。 计算表明 ， 在 ２０ １０ 年之前的 ３０ 余

年中 ， 中 国经济增长大体上有三个波动周 期 ， 分别形成 了 四个波谷即最大幅度的增长率缺

口 ， 即１ ９８ １年为
一

４ ．４２ ％ 、 １ ９％年为
一

５ ．８ ２％ 、 １ ９９ ９
年为

一

２ ．７ ２％和２００９年为
一

 １ ． １ ３％

（蔡昉 ， ２０ １ ６ ） 。 有意思的是 ， 每两个波谷之间 的长度大体是 ９
？

１ ０ 年 ， 恰好符合
一

般认为的

朱格拉周期特征 （见图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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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 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增 长率缺口

资料来源 ：
Ｃａ ｉ 和 Ｌ ｕ（ ２０１ ３ ）

； 国家统计局 ：
《 中国统计年鉴 》 （历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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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 ， 可以看到 ， 在上述几次经济增长减速发生的同

时 ，
都符合逻辑地出现了生产要素利用不足的现象 ，

例如表现为较严重 的就业冲击 。 同样 ，

虽然每
一

次的具体形式和力度不尽相同 ， 但总体而言 ， 宏观经济政策的确 以刺激经济增长的

方式进行干预 ， 最终达到抚平周期的 目的 ， 使增长速度回归潜在增长率 （蔡昉 ， ２０ １ ５ ） 。

中国经济 自 ２０ １２ 年增速明显减慢以来 ， 国 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增长率
一

直处于下行趋

势 。 如果按照以往的经验 ， 即假设潜在增长率仍然是 １０％左右 ， 则在 ２０１ ２
？

２０１ ５ 年期间实

际增长率分别为 ７ ．７％ 、 ７ ． ７％ 、 ７ ．３％和 ６ ．９％的情况下 ， 分别会形成逐渐加大的增长率缺

口 。 然而 ， 我们的估算和预测表 明 ， 中 国潜在增长率已 经下降到
“

十二五
”

时期的平均

７ ．５ ５％和
“

十三五
”

时期的 ６ ．２０％ 。 如果以此与实际增长率相 比 ， 就不存在增长率缺 口 了 。

那么 ，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为什么会发生这样
一

个陡峭的下降呢？ 这个问题应该放在三个层

次上 ， 即从中国发展由盛到衰再由衰至盛的历史长河中 ， 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转变 ， 以

及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时机来认识 。

二 、 新常态的大历史视角和阶段特征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 ，
２０１ ４ 年以市场现价美元计算的中 国 ＧＤＰ 总量为 １０ ．３ ５ 万亿美

元 ， 占世界经济的 比重为 １ ３ ．２ ８％
；
以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人均 ＧＤＰ 为 ７５ ９０ 美元 ， 相当 于

世界平均水平的 ７０ ．６８％ 。 按照 ２０ １ ４ 年世界银行划分标准 ， 人均国 民总收人 （或人均 ＧＮＩ ，

大体上相当于人均 ＧＤＰ ） 低于 １０３ ５ 美元属于低收人国家 ， 人均 ＧＮＩ 在 １０ ３５
？ ４０８ ６美元之

间为中等偏下收人国家 ， 人均 ＧＮＩ 在 ４０８ ６
？

１ ２６ １ ６ 美元之间为 中等偏上收人国家 ， 而人均

ＧＮＩ髙于 １ ２６ １ ６美元则属于高收人国家 。 虽然中 国迄今仍然位于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

但是 ， 历史地看 ， 中国 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 （Ｔｅｍｐ ｌｅ
，２０ ０７ ） 倾其一生从事中 国科技发展史研究 ， 他发现

自公元前 ３ 世纪直到 １ ５ 世纪 ， 中国 的科学发明 和发现远远超过同 时代的欧洲 ， 居于世界领

先水平 ， 而在那以后才被西方所逐渐赶超 。 彭慕兰 （ ２
００ ３ ） 等经济史学家也以大量史料表

明 ， 以中 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曾经是世界经济的中心 ， 发展水平领先于西方 ， 只是在 ４００ 多

年前才出现了
一

个
“

大分流
”

，
西方国家逐渐占得科技创新和工业革命的先机 ， 最终形成当

代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之间 的巨大发展差距 。 已故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则 以独家整理的

世界及各主要地区和国家的人 口和 ＧＤＰ 数据 ， 验证了上述结论。 我们根据麦迪森的历史数

据 ， 可 以刻画出 中 国经济由盛到衰再由衰至盛的历史变迁 。

从麦迪森的
一

系列 研究 （安格斯 ？ 麦迪森 ， ２００３ 、 ２００ ９
；Ｍａｄｄ

ｉ
ｓｏｎ

， ２ ００ ７ ） 中 ， 我们

可以收集到始于公元元年 、 截至 ２ ００３ 年 、 基于购买力平价概念 、 以 １ ９ ９０ 年为基准年的诸多

年份的 ＧＤＰ 和人均 ＧＤＰ 数据 。 在此基础上 ， 我们还根据世界银行基于购买力平价和 ２０ １ １

年国际美元的数据 ， 将麦迪森的数据系列更新到 ２０ １ ４ 年 。 利用这个长期历史数据系列 ， 我

们分别计算了中 国 ＧＤＰ 占世界经济的 比重和中 国人均 ＧＤＰ 相 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

（见图 ２ ） 。 虽然这里使用的数据系列有某些缺陷 ， 其统计口径也与通常在进行国别 比较时所

使用的数据不尽相 同 ， 但是 ， 作为
一

项唯
一可得并得到最广泛认同 的数据 ， 足以帮助我们描

画 出时间跨度最长的 、 关于中 国发展长时期的更替变化 。

如图 ２ 所示 ， 在公元 １ ０００
？

１ ６００ 年期间 ， 中国的人均 ＧＤＰ始终处于世界平均水平或更 ．

高 。 只是在那以后 ， 人均收入的相对水平才开始下降 ， 但相对经济总规模仍然保持很高的水

平 ， １ ８２０ 年中国 ＧＤＰ 总量 占世界经济 比重高达 ３ ２ ．
９％ 。 此后 ， 在西方国家纷纷拥抱工业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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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中 国在世界经济 中地位的变化

资料来源 ：

２００３ 年及以前数据取 自 安格斯 ？

麦迪森 （ ２００ ３ 、 ２００９ ） 、
Ｍａｄｄ

ｉｓｏｎ（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４ 年以后数

据系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 （ ｈｕ ｐ ：／／ｄａ ｔ ａ， ｗｏｒ
ｌｄｂ ａｎｋ ． ｏｒｇ／ ＞ 记载的相关指标增 长速度推算而得 。

命的同 时 ， 由于错失多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展机遇 ， 中 国经济大大落伍了 ， ＧＤＰ 占

世界经济的 比重和人均 ＧＤＰ 相当 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都
一

路降低 ， 直到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才停止这个下降趋势 。

在新中 国成立后的前 ３０ 年里 ， 中国迅速从战乱中恢复 ， 并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 ， 实

现 了较快的经济增长 。 但是 ，

一方面 ， 世界经济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后也处于被称作
“

大趋

同
”

的时期 （Ｓｐｅｎｃｅ
，

２０ １ １ ）
， 整体处于较快的发展时期 ； 另

一

方面 ， 中 国在指导思想上和

经济工作 中犯了许多错误 ， 未能实现赶超的愿景 。 根据麦迪森的数据 ， 在 １ ９ ５０
？

１ ９７８ 年期

间 ， 中 国 的 ＧＤＰ 增长率 （５ ． ０％ ） 和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 （ ２ ． ９％ ） 仅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分

别为 ４
．６％和 ２ ．

 ７％ ） ， 经济上落后的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

改革开放以来 ， 中 国在 ３ ０ 余年的时间里 ， 实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单个经济体持续时

间最长 的高速经济增长 ，
显著地缩小了 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差距 。 这个伟大

的成就在图 ２ 中得到 了最鲜 明 的展现 。 值得指 出 的是 ， 图 ２ 中 的横坐标刻度不是等值划一

的 。 也就是说 ， 图 ２ 中呈现出 的中国发展 由盛到衰再到盛的
“

Ｖ
”

形轨迹 ， 在前半部分代表

着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 ， 中 国经济衰落到大大落后于世界的底部 ， 后半部则显示 出 ， 仅仅在

很短的时间 内 ， 中 国经济就奇迹般地回归并超过 了其历史上 曾经有过的地位 。

比较不同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上 ， 人均收人 翻
一

番所需要的时间 ， 英国在 １ ７８０
？

１ ８ ３８

年花了５８ 年 ， 美国在 １ ８ ３９
？

１ ８８ ６ 年花 了４ ７ 年 ，

日 本在 １ ８８ ５
？

１ ９ １ ９ 年花了３４ 年 ， 韩国在

１％６
？

１ ９７７ 年花了１ １ 年 ， 而 中 国在 １ ９７ ８
？

１ ９８７ 年期间只用 了９ 年的时间 ， 随后又在 １９８７
？

１ ９９ ５ 年和 １ ９９ ５
？

２００ ４ 年期间分别用 ８ 年和 ９ 年时间再次两度 翻番 ， 并于 ２０ １ １ 年再翻一番 ，

而这
一

次只用了７ 年 的时间 。 与此同时 ， 中 国 ＧＤＰ 总量在 １ ９９０ 年只排在世界第十位 ， 到

１ ９ ９５ 年 ， 中国超过了加拿大 、 西班牙 和巴西 ， 排在第七位 ， 到 ２０００ 年 ， 中 国超过意大利 ，

晋升到第六位 。 随后 ， 在 ２１ 世纪前十年中 ， 中国 又相继超过 了法国 、 英国和德国 ， 到 ２０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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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则超过 了 日本 ，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仅仅位于美国之后 。

恰好在中 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人均 ＧＤＰ 跨越中等偏下到 中等偏上收人门檻之际 ，

一个标志着发展阶段变化的事件发生了 ， 即第六次人 口普査 ， 普查结果显示中 国 １ ５
？

５ ９ 岁

劳动年龄人 口总量于 ２０ １０ 年达到峰值 ， 此后进人负增长 。 由 于改革开放时期髙速经济增长

与 ２０ １０ 年之前劳动年龄人 口迅速增加 、 人 口抚养比显著下降直接相关 ， 即劳动力无限供给

可以提高储蓄率 、 延缓资本报酬递减 、 保持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充分供给 ，
以及通过劳动力转移

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 所以人 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也必然伴随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 。

计量分析表明 ， １ ９ ８２
？

２０ ０９ 年期间 ， 在 １ ０％的 ＧＤＰ平均增长率中 ， 资本积累的贡献率

为 ７
．
１ 个百分点 ， 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为 ０ ． ８ 个百分点 ， 劳动者教育水平 （ 即人力资本 ） 的贡

献为 ０
．
４ 个百分点 ， 人 口抚养 比下降的贡献为 ０

．
７ 个百分点 ， 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 １ 个百

分点 （
Ｃａｉ 和 Ｚｈａｏ

，２０ １２ ） 。 而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 ， 接近
一半的贡献来 自 于农业劳动

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 因此 ， 以人 口红利消失为突出特征的发展阶段变化 ， 意味

着推动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源减弱 ， 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 （见图 １ ）
， 并反映为实际经济增

长速度的下行趋势 。

因此 ， 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减速 ， 应该从三个层次上把握 。 第
一

， 在经济发展大历史的由

衰至盛阶段 ， 中国已经在最短 的时间里 ， 实现了从低收人到中等偏下收入以及再到中等偏上

收人阶段的跨越 ， 如今进人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冲刺阶段 ，
以增长速度减慢

为特点之
一

的新常态 ， 是这个历史转变的结果 ； 第二 ，
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 的 内在逻辑要

求 ， 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实现经济增长动力 的转换 ， 在提高发展平衡性 、 包容性 、

可持续性的基础上保持中高速增长 ； 第三 ， 在这个阶段上 ， 中国还存在着制约经济增长的体

制性障碍 ， 在 ２ １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 ， 特别是在应对金融危机期 间 ， 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的

过度使用也加重了不平衡 、 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 （如图 １ 显示实际增长率明显超过潜在

增长率的情况 ）
，
以及发展阶段要求获得崭新的增长源泉 （全要素生产率 ） ， 保持中高速必须

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 。

三 、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

如果经济增长的减速是由需求侧 因素所造成的 ， 借助宏观经济学家习惯使用的国 民经济

恒等式即 Ｙ＝ Ｃ＋ Ｉ＋Ｇ＋（￡
＿

Ｍ） ， 或所谓
“

三驾马车
”

分析方法 ， 期冀从中寻找应对的政

策路径和政策工具 ， 不无道理也会有所助益 。 然而 ， 中 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减速是 由供给侧因

素所造成的 ， 固然仍需研究和注重需求因素 ， 但是总体而言应该放弃从这种分析框架中寻找

答案的做法 。 相反 ， 应该从生产函数即 Ｙ＝Ａ Ｘ Ｆ（Ｋ
，
Ｌ ）

＝Ｋ
° Ｘ（ＡＬ ）

１
－

＂

入手进行分析 。

其中 ，
Ｙ代表产出或 ＧＤＰ

，
Ｋ 和 Ｌ 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要素 （还可 以把其他生产要素如人

力资本等包括进去 ）
，
Ａ 则代表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 。

经济周期理论解释减速的
一个关注点 ， 是企业和投资者的投资意愿过低 ， 导致宏观经济

有效需求不足 。 例如 ， 在莱因 哈特和罗戈夫 （ Ｒｅ ｉｎｈａｒｔ 和 Ｒｏｇｏｆｆ ，
２０ １ ０ ） 看来 ， 发达 国家

和世界经济的增长难题根源于过度的债务累积以及随之而来的去杠杆化 。 与此呼应 ， 辜朝明

（Ｋｏｏ
，２００ ８） 在微观层面上揭示了 ， 资产泡沫破灭后企业改变经营行为 ， 不再追求利润最

大化而是急于修复资产负债表 ， 因而不再以往常的规模借贷 。 此外 ， 还可以归纳
一些在西方

国家具有影响力的观点 ， 如伯南克强调新兴市场经济体抛撒现金导致过度储蓄 ， 克鲁格曼则

以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来解说 ， 等等 。 萨默斯 （ Ｓｕｍｍｅｒｓ ，
２ ０１ ６ ） 斩訂截铁地说 ， 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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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问题在于需求侧而非供给侧 ， 具体来说 ，
他提出 了

“

长期停滞
”

的说法 ， 把问题归咎

于过低的
“

中性
”

实际利率 ， 因此传统货币政策无法予以
“

解套
”

。

总之 ， 上述观点固然不尽相同 ， 但是有一个共同之处 ， 即都是从需求侧和周期的角度解

释投资低迷和经济减速 。 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也表现为投资意愿下降 ， 但是 ， 原因却与上

述任何
一

种解说都不相干 ，
而需要从供给侧 因素中寻找答案 。 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和生产率提

高速度或技术进步率 ， 从供给侧决定了
一

个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 。 因此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针对性和 目标 ， 就是通过消除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和配置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体制

性障碍 ， 消除经济运行中不平衡 、 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 因素 ，

一方面挖掘传统增长动能的潜

力 ， 另
一

方面开启新的可持续增长动能 。 可见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大

逻辑下的必然选择 。

潜在增长能力减弱进而导致实际增长率降低 ， 直接的表现是随着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

象 ， 投资回报率下降 ， 致使企业家和投资者在实体经济中投资扩张的意愿下降 ， 从而总产出

不再能够按照既往的增长速度扩大 。 因此 ， 结构性改革应该围绕投资回报率下降这
一供给侧

因素 ， 以相关领域的改革为着力点加以实质性推进 。

第
一

， 消除劳动力供给和配置的体制性障碍 ， 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 。 以西方经验为基础

形成的新古典增长理论 ， 其核心假设是劳动力供给是有限的 ， 因此会遭遇资本报酬递减现

象 。 而中国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经验表明 ， 如果劳动力供给充足 ， 则可以打破这个资本报酬递

减规律 ， 在一定时期保持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 由 于中 国的 １ ５
？

５９ 岁劳动年龄人 口 自 ２０ １ １ 年以

来处于负增长 ， 同年龄段的经济活动人 口也将于 ２０ １８ 年开始负增长 ， 增加劳动力供给不再能

够依靠总量 ， 而应该着眼于有效配置和提高劳动参与率 。 因此 ， 按照资源配置效率原则 ， 无论

是促进劳动力继续从农村向城市转移 ，
还是推动劳动力在行业间和企业间流动 ， 都可以达到提

高劳动参与率的效果 ， 进而增加劳动力供给和改善配置效率 ， 从而缓解资本报酬递减现象 。

第二 ， 人力资本不敷所需也是资本报酬递减的一个重要原因 。 人 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新成

长劳动力的影响 ， 并非只是劳动者数量还包括人力资本 ， 也就是说 ， 新成长劳动力的减少同

时意味着人力资本增量的减少 。 事实上 ， 把初 中 、 髙中 、 大学本专科和研究生毕业未升学人

数加总 ， 就是每年的新成长劳动力 ， 该值于 ２０ １ ２ 年 已经达到峰值 ， 此后逐年减少
；
与此同

时 ， 以各级毕业生平均受教育年限为权重计算 的新增人力资本总量 ， 则于 ２０１ ３ 年达到峰值 ，

随后进人递减阶段 。 在资本加快替代劳动的同时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 ， 必然对资本报酬率

和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利的影响 。 因此 ， 从教育和培训体制入手进行改革 ，
也将对提高潜在

增长率从而保持中高速增长做出显著贡献 。

第三 ， 经济运行中不平衡 、 不协调 、 不可持续因素与投资回报率互为 因果 。 经济发展中

的这些长期存在 的痼疾 ， 在 当前的主要表现就是高杠杆率 、 过量房地产库存 、 产能过剩 、

“

僵尸
”

企业的积累 ， 以及存在明显短板 。 而这些现象意味着资本 、 劳动和土地等要素的扭

曲性配置 ， 最突出 的弊端就是降低了配置效率从而减慢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 。 因此 ，

从建立新的资源配置体制机制入手 ， 而不是单纯着眼于满足数量指标进行
“

三去一降
一

补
”

和处置
“

僵尸
”

企业 ， 可以在消化以往刺激性政策不 良后果的同时 ， 形成市场起决定性作

用 、 有利于提高资本 回报率的资源配置体制机制 。

最后 ， 上述结构性改革旨在矫正资源配置 中的扭曲 ， 形成创新发展的政策环境和激励机

制 ， 将表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髙上 ， 形成长期可持续的增长源泉 。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

要有两个来源 ， 即资源重新配置和技术进步。 在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大规模转移潜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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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的情况下 ， 生产要素在行业间和企业间的重新配置 ， 将成为主要的资源配置效率源泉 。 成

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表明 ， 通过企业的进人与退出 、 生存与死亡这种创造性破坏机制进行

的资源重新配置 ， 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高达 １ ／３
？

１ ／２（Ｆｏｓ ｔｅｒ 等 ，
２００８ ） 。 因此 ， 前

述具有明确 目标的改革 ， 终究要通过提髙资源配置效率和建立政策环境和体制机制 ， 直接或

间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

党的十八大以来 ， 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 五 中全会全面部署的经济体制改革任

务 ， 已经取得明显的进展 。 与此同时 ，
也有一些改革领域有所推进但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

甚至有些方面的改革推而不动 ，

一些地方存在着行动不力和
“

中梗阻
”

现象 。 这导致改革的

进度距离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 的到 ２０ ２０ 年
“

十三五
”

收官之时
“

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

定型
”

的要求 ， 尚有较大的差距 。 为什么取得共识并做出决策部署的改革任务 ， 其中
一些迄

今进度不尽如人意呢 ？ 我们可 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观察 ， 以更好把握为了实质性推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 ， 哪些方面的认识有待澄清 ， 怎样的障碍急需克服 ， 什么情形必须避免 。

第一 ， 结构性改革与经济增长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 ， 而是可 以预期的实实在在的改革红

利这个道理 ， 尚未被普遍且真切地认识到 ， 因而改革激励不充分 。 很久以来 ，
国内外都存在

着一个观点 ， 即 以为改革与增长具有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 ， 最好的认识也是希望牺

牲一点速度 ， 以便取得改革的突破 。 有鉴于此 ， 对一个高度关注经济增长速度的政府部 门或

地方政府来说 ， 需求侧的刺激性政策通常在实施手段上是有形的 ， 实施效果也可以是迅速 、

及时的 ， 并且具有与政策手段的对应性 。 相反 ，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 ， 政策手段似乎

看不见摸不着 ， 而且政策手段与效果之间没有清晰和确定的
一一对应关系 。

第二 ， 没有按照恰当的标准界定好不同级别政府间的改革责任 ， 因而尚未形成合理的改

革成本分担机制和改革红利分享预期 ， 造成改革的激励不相容 。 即使当事者可 以了解到改革

能够带来
“

真金 白银
”

的收益 ， 由于承担改革成本的主体和享受改革红利的主体并不
一致 ，

成本分担与收益分享分量不对称 ， 因此 ，

一

些部门 和地方往往产生等待观望的心态和行为 。

虽然在任何国家推进结构性改革 ， 都需要为实现激励相容而进行必要的说服工作和做出特定

的制度安排 （拉古拉迈 ？ 拉詹 ，
２０ １ ６ ） ， 在 中 国 当前的一些改革领域 ， 如户籍制度改革等 ，

向改革当事人揭示改革红利的客观存在 ， 使其对改革成本分担和改革红利共享形成合理预

期 ， 是改革得以及时推进的关键所在 。

第三 ， 在存在前述两种认识障碍的情况下 ， 中央的改革部署未能全部落地生根 ， 有些领

域的改革举措有可能被 回避 、 延缓 、 走样或者变形 ， 以致或多或少偏离 中央顶层设计的初

衷 、 时间表和路线图 。 这一类表现包括 ：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和需求侧刺激方案之间 ，

偏向于选择易于人手的后者 ， 甚至形成对刺激政策的依赖 ， 推迟了改革的时机 ； 仅仅以完成

指标为导向 ， 而不是立足于体制机制的调整与完善来推进改革工作 ， 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 ，

即使旧的存量问题得到 了
一

定程度的解决 ， 体制机制仍会制造出新的 问题增量 ， 治标不治

本 ； 改革中偏向于避重就轻 ， 甚至把一般性 、 常规性管理工作当作改革举措 ， 结果 ， 由于规

避了对既得利益的触动而保持旧的格局 ， 未能根本实现体制和机制的转变 。

四 、 以新常态超越世界经济
“

新平庸
”

中国在高速增长时期 ， 恰逢西方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黄金增长期 ， 以及由此释放出有效

需求带来的经济全球化 ， 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让中国尽享改革开放红利 。 世界

金融危机以来 ， 西方国家黄金增长期结束 ， 全球经济 日渐进入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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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德所形容的
“

新平庸
”

，
经济全球化也遭遇挫折 。 从这个意义上 ，

虽然不应该认为 中国经

济减速是受到世界经济和贸易低迷的外部冲击 ， 也需要看到 ， 中 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的确

有所恶化 。 但是 ， 中 国经济增长减速 ， 总体上是平行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 ，
经济发展进人新

常态的表现 。 因此 ，

一方面 ， 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 希望但并不依赖于世界经济增长的

复苏 ； 另
一方面 ，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开启经济增长新动力 ， 以中 国经济发展的新常

态超越世界经济
“

新平庸
”

。

一些学者囿于对中国 国情和既有优势缺乏 了解 ， 特别是不懂得中 国经济通过结构性改革

可能贏得改革红利 ， 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 ， 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 ， 把从
“

只见森林不

见树木
’ ’

的多国 、 长期面板数据得出的结果 ， 拿来判断和预测中 国经济前景 ， 倾向于低估中

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
？

。 这类研究包括 ， 萨默斯 （Ｐｒｉ ｔｃｈｅｔｔ和 Ｓｕｍｍｅｒ ｓ
，２０ １ ４ ） 等仅凭一

个所谓
“

回归到均值
’’

的统计规律 ， 就预测 中 国经济增 长率在 ２０１ ３ ？ ２０ ２３ 年期 间降低到

５ ． ０ １ ％ ，
２０２ ３

？

２０３ ３ 年期间降低到 ３ ．３ ８％
；
巴罗 （Ｂａｒｒｏ

，２ ０ １ ６ ） 则以 中国不可能永远作为

２％这个
“

趋同铁律
”

的例外为依据 ， 预测 中国经济增长率很快将下降为 ３％？４％ 。

我们的一项研究表明 ， 即便没有额外的刺激和新的改革措施 ， 按照潜在增长率的 自然下

降趋势 ，
也仍然可以在较长时间里保持中 国经济以 中高速或者中速增长 。 更重要的是 ， 通过

消除生产要素供给和配置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改善的体制潜力是巨大的 ， 结构性改革必然带来

改革红利 。

一旦真正理解了新常态 ， 认识到改革红利的存在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 进而通过在

改革当事人之间 、 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 、 在短期和长期之间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收

益 ， 确保改革不走样 、 不变形 ， 改革红利将长期支撑中 国经济的合理增长 ，
以 中 国经济的新

常态超越世界经济的
“

新平庸
”

。

着眼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及其面临挑战 以及改革任务 ， 我们分别对户籍制度改革 、 教

育和培训制度改革 、 延迟退休年龄 、 减轻企业税负的效果做出假设 ， 即这些方面的改革对于

劳动参与率 、 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可以产生的正面影响 ， 同时 ， 将上述效果与不同深度

的生育政策调整 （从而形成不同的生育率水平情景 ） 相匹配 ， 模拟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未

来情景 ， 更多的改革与较少的改革之间潜在增长率差异 ， 就是结构性改革红利 （ Ｃａｉ 和 Ｌｕ
，

２０ １ ６ ） 。 从图 ３ 显示的模拟结果可见 ， 不同力度 的结构性改革 ， 分别可以获得不 同数量水平

的改革红利 （即额外的潜在增长率） 。

同时 ， 图 ３ 也清晰地显示 ， 从供给侧因素和潜在改革红利角度观察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趋势 ， 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 ， 按照新常态的逻辑 ， 我们的确不应该期冀一个与周期

因素相关的
“

Ｖ
”

形复苏结果 ； 第二 ， 与没有明显改革举措的
“

基准情景
”

相比 ， 部署的改

革越是深入进行 ， 越是能够对劳动参与率 、 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 ，

因而 ， 潜在增长率的长期变化轨迹越是接近于
“

Ｌ
”

形
；
第三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确信无

疑地以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形式 ， 为中 国经济带来改革红利 。

图 ３ 似乎显示 ， 在改革力度越大的情景下 ， 潜在增长率在中短期呈现越深的下降 ， 只是

在长期才显现更高的潜在增长率 。 其实 ， 中短期之所以 出现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形 ， 主要是

根据总和生育率可能大幅度提高 ， 进而导致人 口抚养比显著提高这
一

假设得出 的模拟结果 。

不过 ， 这里依据的人 口预测是假设生育政策调整导致总和生育率上升 ， 使其在 ２ ０ １７ 年就达

到 １ ． ９４
， 此后逐步下降并稳定在 １ ． ７ １ 。 需要指出 的是 ，

虽然也值得通过更广义的政策调整 ，

① 对此类研究的批评性评论 ， 可参见蔡昉 （ ２０ １ 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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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红利模拟

数据来源 ：
Ｃａ ｉ 和 Ｌｕ（ ２ ０ １６ ） 。

即为家庭提供更多基本公共服务以形成较大 的生育激励 ， 去争取达到生育率的较大提高 ， 总

体来说 ， 图 ３ 中依据的生育率提高的假设或许过于乐观 。 并且 ， 这一人 口增长假设可以产生

双重作用 ， 即如果真实情况没有达到人口增长的预期 ， 潜在增长率中短期降低和长期上升的

效果都可能更加微弱 ， 同时 ， 人 口基数减小却有利于人均 ＧＤＰ 水平的提高 。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及 当年的收入分组标准 ， ２０ １４ 年中 国人均 ＧＮＩ 为 ７４００ 美元 ， 位于中

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 。 以此为基点 ， 我们可以根据图 ３ 中显示 的
“

改革情景三
”

中模拟的

潜在增长率减去预测的人 口 自 然增长率 ， 可 以预计中 国人均 ＧＤＰ（或 ＧＮ Ｉ ） 的提高 ， 并揭

示出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 根据这个预测 ， 按照 ２０ １ ４ 年不变价格 （从而也是可比 的世界银

行分组标准 ） ， ２０２ ２ 年 中国人均 ＧＮＩ 为 １ ２６００ 美元 ， 达到中等偏上收入组与高收人组的分界

水平 ， 标志着中国初步跨越 中等收入阶段 ；

２０３０ 年为 １ ９００７ 美元 ， 中 国得以稳固高收人国家的

地位 ， 可以说成功避免了中等收人陷阱 ；
２０４０ 年达到 ３２ １ ６２ 美元 ， 已经十分接近高收入国家的

平均收入水平 （ ３７０００美元 ）
；

２０５０年则可以达到 ５ １ ９００ 美元 ， 稳居高水平的高收人国家地位 。

这也意味着 ， 第二个
“
一百年 目标

”

的实现 ，
届时可以真正落实在国力和民生的提高上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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