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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济的更生也折射了中国经济的活力 
 

传统经济的一些矛盾关系正在被改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张车伟 
 

    目前，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时，我们常常会听到不同的声音，有人悲观，有人乐观。如

果仅着眼于传统经济的视角，很多产业无疑已经产能过剩，不少企业正在消亡或往其他国家转移，

看到这些，当然会觉得中国经济发展前途暗淡。而如果着眼于创新经济，则会看到活力和希望。

比如说，我们看到，即使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创新经济也在展现发展活力。农民既可以从事传统

农业生产，也可以开网店，是一个电商，同时还可能经营农家乐和民宿，提供观光旅游服务，是

一个服务提供商，这样的农民，作为一个经营主体已经很难用传统三次产业概念加以区分，代表

的是一种新业态。传统经济活动通过业态融合形成的新业态当然也是创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新经济正在改变着传统经济的一些特点和规律。这里笔者略举二三点，比较创新经济与传

统经济的不同。 

    首先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在创新经济中有了新的诠释。在传统经济中，市场和计划是一对难

以调和的矛盾，要做到计划性就无法兼顾市场性，而在创新经济中，却出现了可以兼容的特点。

在传统经济中，产品生产和需求要由市场来调节，而市场并不能事先知道生产多少才能满足需求，

结果必然使供求之间出现矛盾，从而产生一些如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等难以避免的问题。而创新

经济由于有了大数据、云计算和互联网的有力支撑，供求之间可以建立起直接有效的联系，生产

多少，生产什么，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传统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避免。现

在看到的一些订单经济，通过互联网订单来安排生产，市场仍然发挥自己的作用，但计划性大大

增强，盲目性逐渐减少。目前流行的“产品众筹”，就是典型的订单经济模式。 

    其次，标准化和差异化的矛盾在创新经济中也可以找到折中的办法。工业化企业生产往往选

择生产规格一致的产品，追求标准化和规格化生产，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在于标准化的产品包含的

信息量最少，在无法得知具体需求信息的情况下，消费者最可能接受标准化的产品。反之，如果

企业生产的是差异化的产品，就不容易找到相应的消费者。但创新经济中，生产方和消费方的信

息渠道通畅起来，企业可以在标准化和差异化之间做出更有利的选择，很多差异化的需求可以直

接得到满足，整体经济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例如，海尔集团目前已经基本不再生产规格化产品，

而是按照市场需求来安排差异化生产，直接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因此，创新经济正在改变市

场选择机制，传统经济通过规模化和标准化产品占领市场，而创新经济通过个性化、差异化和高

品质的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 

    第三，生产和消费在传统经济中是两个相互分割的过程，但在创新经济中二者可以是一个统

一的过程。我们知道，在传统物质产品的生产中，生产对应着供给，消费对应着需求，供给和需

求通过产品数量和价格得以联系起来，无论是产品数量还是价格出了问题，都会产生经济问题。

比如，通货膨胀的根源就在于总需求不能与总供给在总量和结构上相匹配，总供给小于总需求必

然导致通货膨胀，而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则会产生产能过剩。由于生产和消费的脱节，生产和消费

无法做到完全匹配，不能统一起来。而在创新经济中，生产和消费可以做到时间和空间上的高度

融合，从而在全社会实现供求平衡程度的大幅提高。借助信息手段，更多的生产会按照消费需求

进行安排，每一件产品和服务，在生产之前都知道它的消费者是谁；借助新型制造业和物联网，

每一笔订单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并送达消费者手中。比如，网约车的出现不仅方便了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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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且大大降低了出租车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空驶率。精准生产、精准服务的出现和普及是

创新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根本所在。因此，新型供求关系正在形成，有经济学家认为，这甚至

将改写经济学教科书。 

    当然，创新经济展现出的新特点和新规律还有很多，如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在创新经济中得

到更好的关联，竞争和垄断的关系在创新经济中可以有新的诠释。总之，创新经济正在改变我们

对传统经济的一些认识和规律，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创新经济，理解创新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