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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内容概要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主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着重
分析了三个内容：投资增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首要因素；技术进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
键因素；能源消耗——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约束因素。作者认为这三个因素决定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具
有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选题依据：首先，从理论到实践，不管是新古典增长理论
还是内生增长理论都强调资本和技术的重要性，因为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都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
件；其次，《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对三个决定因素——资本、技术和能源的选择还受到了林毅
夫、萨缪尔森的影响，萨缪尔森将技术、资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称为经济增长的四个轮子；最后
，更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实际状况，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确定
资本、技术、能源是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可以持续的决定因素。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中国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既不是从需求的角度也不是从供给的角度，在理论上曾经感到困惑，幸亏有先
辈指点迷津：不从需求的角度、也不是从供给的角度全面分析，立足点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研究经济
增长的“可持续性”。还有从杨瑞龙主张的直面现象”研究方法受到的启发：有的时候为了揭示问题
的实质，需从现象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展开研究。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内容和结论：作者首先通过对基本概念的讨论，结合中国经济持续
增长的实际问题，给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做出定义。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指：经济增长能够保持适
度高速，比如9％左右，速度不要大起大落，并且各主要决定因素能够支撑经济增长在中长时期内（
比如10年以上）保持这种平稳高速增长态势的可能性。这个定义可以概括为速度高、运行稳、时间长
三个要点。然后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目前的状况，探讨了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的突出矛盾和关键制
约因素，从而引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接下来的研究重点。
投资增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首要因素。《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认为，投资在中国经济连
续27年的高速增长中起到了第一位的作用，投资必须而且能够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处于加速增长阶段
的中国经济现在需要大规模的投资，技术进步需要借助于资本积累才能得以实现，计量检验投资和经
济增长的关系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增加1亿元，则可以引起GDP增加约0.6635亿元，高投资对应高增长是
一条规律。中国现在的投资中超过20%是住房投资，近30%的投资是基础设施投资，也就是说中国目
前的投资构成中约50%的投资增长是可以看作消费的，是短期、也是长期经济增长和消费的需要，因
而是可以持续的。中国的储蓄率在总体上呈现缓慢的上升趋势，储蓄率在短期内仍然在40%以上，在
中长期内也将会保持在40％左右，不会低于35%，中国所具有的较高的储蓄率极其缓慢上升趋势，为
满足较高的投资率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计算发现IcoR的数值变化趋势
与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相反，说明投资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正相关性。《中国经济增长的可
持续性》提出，政府应当加大教育投资、改革教育体制，加强新农村建设的投资和环境保护投资。只
要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对投资的控制更具科学合理性，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调控的手段越来越
制度化、规范化，投资增长在目前仍然能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去。作者认为，大力发展第三产
业或建设现代服务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依靠技术进步等等方法和手段带动经济增长都需要一个过
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等到增长方式转变了再去带动经济增长，只能在增长的过程中逐步实现
增长方式的转变，并通过增长方式的转变继续推动经济增长。所以，作者特别强调通过投资增长维持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
技术进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经济增长理论阐明，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可持续的发
动机”。本章首先通过TFP分析研究中国技术进步状况，进行TFP分析的目的并非是要发现其绝对量，
而是要探求其相对变化的程度。《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研究结论是中国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在
最近时期以来呈现出上升趋势。1992年峰值以前，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呈现出涨跌互现的
波动情形且波动较为剧烈频繁，1992年以来则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直到1999年谷底才得以缓解，此
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上呈现出攀升势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变化与宏观经济波动呈现出
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在前一章总结的、使用ICOR反映的投资效率
与我国经济波动也是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类似。
虽然我国已经是经济大国、贸易大国，但中国的科学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较多采用模
仿、购买等方式来实现技术进步。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在中长期内持续增长的瓶颈环节。中国一
些产业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许多产业基本处于国家产业价值链条的末端，80%以上采用的是加工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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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式，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我国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2000年为1%.明显低于发达国
家2.3%的水平。“十五”时期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逐年增长，2005年达到了1.34%，说明研发支出的
增长速度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是个令人鼓舞的趋势。
笔者认为，技术进步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内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但促进技术进步的制度改革是背后的
决定性因素，制度改革只有“把激励搞对”，技术进步和持续的经济增长才能发生。文章批评政府基
础教育投入不足以及高等学校太过于行政化、政府统的太死、高等学校缺乏创新精神。预算内教育经
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的20%左右下降到现在的15%稍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
例总也达不到4%。《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否定政府直接组织科技攻关的有效性，技术进步必须
依靠市场机制的利益激励才能取得，技术进步只能依靠企业在完善的市场体系、法律环境、制度保证
以及利益激励的引导下才能实现。对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进而对知识产权进行严格的保护，这些制度
方面的激励取向直接决定着人们是否进行投资，是否有能力进行投资以及是否进行技术创新的决策。
只有当市场激励充分时，广泛的创新和经济增长才会发生。《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根据增长极
理论提出汽车、房地产等高增长行业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带动作用。汽车产业不仅具有很强的
关联效应，而且科技含量高，对主要的工业行业技术水平提升有着非常大的促进作用。根据增长极理
论，经济的快速增长通常不是各个产业均衡增长的产物，当部分产业的增长速度脱离产业的平均增长
速度而显著提高时，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随之提高。因此，中国必须在中长期内找到数个增长极，
抓住足以支撑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支柱产业。而这个支柱产业，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只能由汽车工
业来担当。作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极的住宅、汽车等产业，具有20～30年的相当长的高速增长周期
。另外，《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还提出，汽车产业的快速增长是我们体制和政策调整“把激励
搞对”了的一个突出例子，政府放松进入管制是中国汽车产业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制度
的激励和保障与政府的政策导向决定了技术进步，也在更深的层次上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必定会有一个自然减速的过程，这就需要技术进步
逐步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国经济增
长的可持续性》的研究结论表明，只要政府“把激励搞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
步为主要驱动力量必定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认为，技术
进步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
能源消耗——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约束因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阶段，能
源问题关系国民经济建设的全局，有无充足的能源供应，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硬约束条件，能量守
恒定律是不能打破的。作者认为，只要不超出资源承载能力的限度，不超出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度，我
国的经济增长就是可以持续的。耕地资源、淡水资源短缺以及环境保护在一定的限度内不是经济持续
增长的硬约束因素，笔者提出能源消耗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硬性约束因素。《中国经济增长的可
持续性》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能源消费强度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8.67一直
下降到2000年2.60的最低值，所以说中国以相对较低的能源消费支持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也因此使得
中国能源经济关系的真实性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成为国内外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十五”期间随着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能源强度有了小幅回升，2004年和2005年分别是2.84和2.83。能源强度的上
升是因为“十五”期间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期，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增长，重工业的比重
出现了增加的趋势，钢铁、建材、电解铝等高能耗产业急剧扩张，由此导致了能源消费量的迅速增长
。2004～2005年，中国部分地区出现能源供应紧张的局面，中国的能源生产总量和消费总量在“九五
”时期平均每年增长0.0%和1.1%，但在“十五”时期却陡升至平均每年增长9.8%和9.9%。电力消费弹
性系数和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在近几年快速增长，其中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在2000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在2003年都处于大于1的水平，而且2003年和2004年两者都越过了1.5。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之下在2005年
才开始下降。能源形势的严峻也是怀疑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可以持续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的能源生产
与能源消费在总量上是大体平衡的，但相对而言煤多油少的结构性矛盾非常明显。中国石油进口大幅
增加的同时煤炭出口却在迅猛增长，石油进口依存度达到了43.9%，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带来了
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在2005年的2.47万亿千瓦时发电量中，火力发电占到了其中的81.55%，由于煤炭
燃烧必然排放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于国际国内带来了很大的环境压力。
突破能源瓶颈首先必须“开源”，即大量进口各种能源，因世界石油探明可采储量在增长。而且中国
的能源外交和中国石油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已经初步实现，已经成功的建设完成了“中哈输油管线
”和已经签约的俄罗斯“远东输油管线——大庆支线”将为中国带来稳定的每年至少5000万吨的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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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流”，即节约能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结合起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强调制度
的作用，强调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机制。政府可以通过改变市场的赢利预期，引导企业从“高能耗、
高污染、低效率”的旧增长方式向“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率”的新增长方式转变。建议政府用指标
施行总量控制，分配“水权”、“排污权”等权利，并且建立交易市场，政府“把激励搞对”就行了
。对煤、油、气以及电力等能源则务必遵循市场价值规律，《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举例政府扭
曲电价导致电解铝行业爆发式增长的后果说明，政府不能扭曲能源的市场价格，要依靠价格机制调节
能源的供求。
笔者强调，经济的持续增长并不必然伴随着环境质量的持续下降，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并非必定要以牺
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欲使我国经济持续性的增长和发展，必须首先研究怎样使各相关主体在致力于经
济增长的同时，投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积极性也可持续。这就需要制度建设并且严
格地执行法律法规，用制度建设使消费者（公众）的需求，生产经营者（企业）的利益及社会管理者
（政府）的目标得到三重“激励兼容”，这样中国经济才可能“内生”出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研究结论是：在除了投资、技术、能源三个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条
件和环境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够深入、政府职能转变有所突破、不断“
把激励搞对”的条件下，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能够在中长期内持续下去，即中国经济增长具有
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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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1　引言　　1.1.1　问题的背景　　按照“三步走”实现现代化
的战略构想，中国从21世纪初开始实施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部署，时间是2001～2050年。这半个
世纪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二阶段，在此基础上继续努
力，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连续27年在波动中高速增长
。1979—200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每年增长9.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
长8.4％。在刚刚过去的“十五”时期，即2001～2005年，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内自然灾害频发的
情况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保持平均每年增长9.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8％的良
好势头。分别高于“九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6
％的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在最近的6～7年里一直是处于增长速度不断提高的加速增长阶
段。　　200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10万亿人民币。紧接着2003年，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突破了1000美元。2006年，中国GDP又达到20.94万亿元人民币的新高，比上年增长10.7％。这些标志
性的数字成为中国经济新的起点。2002年，中国又提出了在20年里使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两番的长期经
济增长目标。根据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刘伟等人的测算（刘伟，许宪春，
蔡志洲，2004），如果在21世纪初的20年里，中国实现了GDP再翻两番的战略目标（相当于每年增
长7.2％），那么，到了2022年，按照2002年价格计算的GDP将会达到40万亿人民币左右；人均GDP将
在3500美元左右；人均可支配收入将会突破2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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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能够深入、政府职能转变有所突破、不断“把激励搞对”的条件下，近年来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能够在中长期内持续下去，即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
持续性》的主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这《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着重分析了三个内容：
投资增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首要因素；技术进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能源消耗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约束因素。作者认为这三个因素决定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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