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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经济增长路径与经济周期研究》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1～4章）以长期经济增长为
研究对象，分析了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以及经济增长的数量特征和结构特征；通过构建一个二维
经济增长模型来揭示经济增长阶段的变动规律；测算了现阶段中国潜在产出增长率及经济增长路径的
变动趋势，分析了潜在产出增长率与最优增长率的区别与联系；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供给问题和政策建议。第二部分（5～7章）以短期经济波动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经
济周期存在的直接原因，并试图从经济制度本身解释经济周期存在的根源、形成机制以及经济周期的
制度特征，同时讨论了中国经济周期性运行的规律、价格周期性波动的规律以及经济波动的最优控制
区间和经济政策的国际传导机制，提出了稳定经济运行的政策建议。《中国经济增长路径与经济周期
研究》第三部分（第八章）将中国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国际贸易周期、国际贸易政策周期联系
起来。试图揭示其中的内在联系和运行规律，并通过建立VAR模型，分析中国和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动
性及国际贸易传导机制。第四部分（第九章）分析了经济运行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界定了政府的作
用，得出了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悖论的结论，提出了应把国有企业纳入特殊企业的
运行轨道，进行特殊管理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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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连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毕业，2004年曾在美国新英格兰大学进修。现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院长，校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经
济学院）任教30余载。1998—2002年担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系副主任，2002—2012年担任首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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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在该领域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和10余部专著、教材、译著，其中5项科研成果获教育部、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在运用经济周期理论分析宏观经济形势方面独树一帜。由于他
的学术成就，被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1986年以来曾主持多项社科基金课题，目前
，承担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正确处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
关系研究》（12＆ZD038）以及我国经济理论界《现代外国经济学大系》大型丛书的主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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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从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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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与稳定经济运行的政策
 第一节 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
 第二节 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与我国宏观调控的历史回顾
 第三节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
 第四节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综合运用
 第五节 经济政策效应的国际传导
第八章 世界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周期
 第一节 国内外学者对世界经济周期的研究
 第二节 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与形成机制
 第三节 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周期
 第四节 国际贸易政策周期

Page 4



《中国经济增长路径与经济周期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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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市场的局限性：市场失灵与市场机制的功能缺陷
 第三节 政府的经济作用与政府失灵
 第四节 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运行的历史演变与政府的职能
 第五节 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第六节 市场与企业；国有企业与现代企业制度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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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世界经济周期与大国经济周期 任何一种经济现象都是在一定条件的基础上产
生的，世界经济周期也不例外。导致世界经济周期产生的条件一般可以分为以工业化为基础的技术条
件、以经济一体化为基础的经济条件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制度条件。 人类社会爆发的第一次具有世界
性质的经济危机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绝不是偶然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发达国
家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并且成为现代工业化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推动了生产的社会化，社会化
生产条件下的分工和协作把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从技术基础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同时，市场经济
的发展又推动了发达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从而又把这些发达国家在经济上联系在了一起。这正是
爆发世界经济危机的前提条件。假如没有工业化的蓬勃发展，假如不存在市场经济制度，假如世界各
国彼此隔绝、互相封闭，肯定不会有世界性的经济周期。 在第五章中，我们分析了经济周期的直接原
因和形成机制，虽然这一结论是在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周期时得出的，但在这里同样适用。 在现代社
会，市场经济占据统治地位。虽然世界各国实行不尽相同的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有不同的市场经济
模式，但从其存在的微观基础来看，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企业硬预算约束制度是基本相同的。同时，
世界经济是各国及各地区经济的综合体，因此，从理论上说，世界经济周期也直接源于世界总需求与
世界总供给的周期性不一致，并且世界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周期性不一致应当源于世界各国总需求与总
供给的不一致。 然而，在实践中，各国经济的周期性运动在时间上很可能是不一致的，也并不是所有
国家的经济波动都会导致整个世界的经济波动。事实上，只有大国（包括大的经济体）的经济波动才
有可能影响全球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经济周期也可以被称之为大国经济周期。如果一个或几
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足够大，开放度足够高，那么这个国家或这几个国家如果出现经济波动，也一定会
通过国际经济联系在其他国家之间传导和扩散，并有可能形成世界性的经济周期。如果大国的经济周
期在时间上不一致，世界经济的波动就可能比较凌乱，周期性的特征就可能不明显，但如果世界大国
的经济波动趋于一致，那么世界经济周期的规律性就会比较明显。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的
条件下，世界各国的经济周期将会逐步趋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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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经济增长路径与经济周期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潜在产出的增长路径与
经济波动幅度的政策控制研究》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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