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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还有 50年增长期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顾海兵

中国经济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如果把它看得简单一些，就要观察中国国情。

中国的国情特征决定着中国经济的气势、大势、走势，即使出现波动中国经济的

基本走势也是有规律可循的。通过计算，我们大概需要 15 年可以赶上目前的美

国经济总量，然后再过 15 年可以赶上美国下一个 15 年后的经济总量，最后大概

用 50 年可以在人均 GDP 上和美国拉平。所以，中国基本上还处于一个发展中阶段，

这个阶段起码还要经历四五十年。排除动乱战争等不可控因素，不管政治怎么变，

这个发展大趋势应该变化不大，即中国经济还有五十年增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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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增长的动力及趋势

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呢？

首先，中国国土面积大、人口众多，是大国。就经济总量而言，1978 年改革

开放之前，中国经济排名在世界上没什么地位，但现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中国

经济的规模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世界第二。2011 年中国经济总量（国内生产总值）

达到 47 万亿元。按官方汇率折算，约为 7.5 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排名第一的美

国的一半，并且已经把原来第二的日本甩到了后面。有人估计，2020 年左右，中

国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位。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如此大的经济总

量加之地广人多，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有着相当充分的发展空间，可以做到东方

不亮西方亮。

其次，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还和投资有关系。这几年中国经济大致保持在 7%

至 8% 的增长率。大规模的投资热潮较前几年有些消褪，不再像过去那样一下就

是多少万亿，但民间投资一直都在不断孕育。总体而言，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很多方面还处于改善状态，而欧美国家已经达到一个稳定状态所以经济增长缓慢。

最后，中国经济增长还和中国市场化改革有关。我国目前既不是纯粹的市场

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处于一种转型期。从对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研究结果

来看：1978—1992 年为非市场经济；1978 年之前为高度的非市场经济（集权经济），

市场化程度在 10% 以下，到 1989 年市场化程度已经提高至 30% 至 40%，处于半

市场经济的混合形态；其后的 1989—1991 年市场化程度则有所下降，回到 30%

左右；1992—2012 年为半市场经济，其中 1992—1999 年期间的市场化程度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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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由 30% 增加到 50% 左右，达到向市场经济转向的边缘。对于中国当前的

情况，通常的说法是，改革处于攻坚阶段、还没有过大关、还处于深水区，总体

上是半市场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市场化程度大体是 50%—60%。如果市

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经济增长水平还有可能再上一个台阶。

就增长的趋势而言，从长远来看，只要不发生大动乱，四、五十年的经济增

长期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剩下的只是周期性波动，比如现在正处于低潮，再过

一两年可能又出现一个小的高潮。就目前形势来看，5%-6% 应该是增长底限，

不太可能更低。总之，沿着目前的格局慢慢往前走，四、五十年的经济增长期不

会有太大问题，也许 5 年左右有一个小周期，比如一般党代会召开的那一年增长

率要高一点，因为大局已定，之后可能低一点，这都和国家体制有关系。

改革的方向及其对于增长的作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大方向是市场化改革，这一点毋庸置疑，市场化改革就意

味着市场化程度要提高，要市场说了算。中国当前的市场化程度在 50%—60%，

市场化改革尚在途中、远未完成。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太大，不同地区发

展速度不同，任何改革都不太可能一步到位，最终只有这样慢慢地一步步往前走。

改革对于增长的作用显而易见，市场化改革加强了市场的作用，让市场说了

算，这就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影响。比如，如果实行注册制而不是审批制是不是

更好？这样人为的进入壁垒减少了，竞争加强了，经济就有活力了。所以如果考

虑改革因素，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更高，反之可能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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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对经济的影响力度正在减弱，即改革能够折腾的资源空

间总体在减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在减少。具体而言，

改革仅能影响财政收入这一块。财政收入中有一块增量，即每年增长的收入，容

易受到不同的人的影响，但就存量而言，谁都动不了。比如财政收入增长 5000 亿，

是国防多一点，还是国有企业多一点，还是教育多一点，它只是各家怎么分这么

一个概念。所以说，改革对经济的影响总体上在量上偏少；另一方面来说，能够

被政策所影响的资源也在减少。

自贸区的启示及对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建议

首先，自贸区应该实行注册制而不是审批制，这样更能体现公平。80 年代成

立的深圳特区，对于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及市场化的转型起了积极作用，但改革

开放 30 多年后的今天，改革的游戏规则应该更加注重公平。比如在哪里成立自

贸区，各地都可以展开竞争，自贸区应该实行注册制而不是审批制。政府应出台

程序规定成立自贸区的条件，符合条件的地区就可以参与，不需要所谓审批，这

样才更加公开透明。

   其次，城镇化应该区别对待，全国情况不一样，不要简单搞城镇化，更要

警惕借城镇化之名大搞土地财政。实际上，对城镇这个概念的理解应更加准确，

美国 500 人聚居区就算城镇，但在中国起码需要 5000 人。像广东的有些镇有

30—50 万人，相当于一个小城市。“城镇化”本身没有问题，但要防止一些官员

以城镇化的名义搞土地财政，把土地卖钱，这是人为的城镇化。城镇化应该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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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自然过程，而不是像很多地方打着城镇化的旗号强行拆迁，造一些鬼城。而且，

城镇化具体怎么做，应该视情况而定。比如，有些地方需要城镇化，有些地方其

实需要乡村化，比如北京。所以，不要简单地全国搞城镇化，应该由各地政府来

决定，中央在这一方面应该放手。

第三，下放行政审批权应该做得更彻底。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中央政府下放行

政审批权达 400 多项，但是审批权下放到省里收效甚微，比如申报一个项目还是

要盖 100 多个公章。审批权下放到省里根本没有实现权力的解放，对企业而言还

是政府在管。所以不应该设立审批制而应该是注册制。建设服务型政府，进一步

推动市场化进程这一大方向是对的，但是改革进程中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

多方面没有做到位甚至没有做。经济的突破口在哪里？政府少管就是之一。政府

的主要作用应该是制定规则，其它的应该少管甚至不管。

总之，中国的经济改革到目前为止只有不长的 30 多年时间。30 多年我国的

经济市场化程度能由 5%—10％左右提高到 50％左右，提高了 5—10 倍，成果显著。

即使和成熟的市场化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很大的变化。然而，基

于中国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其他改革注定会是非

常艰难的。因此，应该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绩估计得低一些、对中国经济改革的

困难估计得高一些，这样才能更加有利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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