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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谭崇台

一、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
意义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即是把较高经济
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 使增长方式由粗
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或由外延型向内涵型转
变。粗放型 (或外延型) 的经济增长, 指生
产要素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 依靠生产要素
投入数量的扩大而实现的国民生产总值、或
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长。集约型
(或内涵型) 的经济增长, 指生产要素投入数
量不变的情况下依靠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而实现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或
国民收入的增长。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往
往偏重数量扩大, 单纯追求增长速度, 而忽
视经济质量, 忽视经济效益。集约型的经济
增长方式一般不偏重数量扩大, 不片面追求
增长速度, 而重视经济质量, 重视经济效益。
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优于粗放型的经济增
长方式, 这在理论上是自明的, 但在中国经
济建设中是在经过相当长的时期之后才得到
这一认识的。

改革开放前,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价值
规律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统计指标着重表现
物量而忽视价值, 为了完成计划指标可以不
考虑成本和代价。虽然在 50 年代就有经济专
家指出这种不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

础上的作法, 抑制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妨碍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但这种正确的
意见当时竟被认为是错误的观点而受到批
判。60 年代后苏联经济学者关于粗放型增长
方式与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对比分析, 对我国
理论界曾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真正能比较思
想解放地对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讨论是在改革
开放之后。这是由于 1980 年以来, 传统的计
划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 经济增长速度
大大加快, 但随之而来的是几度比较严重的
经济失衡的动荡, 促使人们对许多有关经济
增长方式多方面的问题进行反思和探讨, 如
经济增长与资源约束条件的关系, 经济增长
与积累率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经济繁荣和经
济衰退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收
入分配状况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其他社会经
济问题的关系, 等等。这许多问题经过反思
和探讨, 并未得出意见完全一致的结论。但
是人们的注意力渐渐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个
方面是, 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目标, 经
济增长必须保持合理的速度; 另一个方面是,

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目标, 经济增长
必须取得良好的经济发展效果。要使两个方
面得到圆满的实现, 就必须根本转变经济增
长方式, 从粗放型转为集约型, 或者说从片
面追求速度转为重视经济效益。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经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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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 提出了 2010 年的奋斗目标, 认为
要实现设想中的奋斗目标, 关键是实现两个
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 一是经济体制
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转变, 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
约型转变。把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提到
全局意义的高度, 既是 40 余年来经济建设经
验教训的总结, 又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识
上大跨度的提高, 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要求合理
的增长速度

合理的增长速度有两重涵义: 其一, 增
长速度是适合国情并能保证发展目标顺利实
现的适宜速度。因此, 适宜速度并无绝对的、
统一的标准。从 1950 年到 1990 年, 美、英、
法、原西德等发达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从不
超过 4%。近两年来, 美国的增长率当接近或
略超过 3% 时, 联邦储备银行就提高利率以
免经济过热而出现通货膨胀, 发达国家中的
日本以其特殊的历史条件, 年平均增长率为
713%。发展中国家如新加坡和韩国的年平均
增长率则高达 817% 以上, 但它们都得到良
好的经济效益。

理论地说, 适度增长的含义是, 它既不
造成过热的经济运行环境, 又不造成过紧的
经济运行环境, 它能够使资源和生产潜力得
到充分有效的利用, 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
平衡并能达到长远的和整体的社会福利最大
化。显然, 这些是比较理想化的标准, 要使
经济增长速度完全符合这些标准, 在实践上
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 这些标准对检验经济
增长是否比较合理, 是否能产生尽可能高的
经济利益,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 在以往的长时
期中, 除少数年份外, 经济增长一直和上述
的标准偏离, 没有实现适度增长。在 1978 年
以前, 由于几度决策失误, 在若干年份出现
过过度增长, 甚至超高速度增长, 结果使资
本过度使用, 原有的固定资产得不到正常的
补偿, 实际资本净增长率下降, 基本经济结
构比例失调; 高积累率又压低了人民的生活
水平, 整个国民经济失去了正常的秩序。在

1978 年以后, 经济建设片面追求高增长速度
偏向虽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 但工业
(特别是加工工业)生产率近年来仍然在结构
失衡的基础上处于高位增长, 积累率仍然保
持在较高水平。这种长期背离适度增长的势
头, 给我国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危害。1958

年的“大跃进”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状况,
至今犹令人难忘。80 年代以后几次高速增
长, 带来了几次经济过热和比较严重的通货
膨胀, 又不得不对经济进行调整和压缩, 以
致经济起伏不定, 又引起了人们的深思。

中国现在国民经济的基本情况是, 工业
化有待进一步的发展, 农业还很落后, 城市
的公开与不公开的失业还比较严重, 特别是
农村剩余劳动力多达一、两亿之众。如果不
提高增长速度, 这些问题都难以解决, 而且
可能进一步恶化。12～ 13 亿人口将难以在生
活上达到小康水平,7 千万以上最贫困阶层
也不易解决温饱问题, 中国更不可能跻身于
现代化强国之列。因此, 现在把未来 14 年的
奋斗目标定为,2000 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比 1980 年翻两番, 基本消除贫困现象, 人
民生活达到小康生活水平,2010 年实现国民
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 使人民的小康生
活更加宽裕。这是完全必要的。可以估算, 要
达到这些目标, 今后 14 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将
在 8% 和 9% 之间。8% 或 9% 属于高增长速
度的范畴。但我认为, 对中国来说, 这是必
要的, 也是适宜的增长速度。这样速度的年
增长率会不会实现呢?据经合组织 1995 年年
终《经济展望》报告中说, 由于中国加强宏
观调控, 使 1995 年 1 至 9 月份的固定资产投
资率降到 16% (而 1994 年同期这种增长率
为 30% ) , 从而使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自
1991 年以来第一次下降到 10% 以下。报告中
测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915%, 低
于 1994 年的 12%,1996 年将小幅升到
10%,1997 年将为 1015%。可见, 经济增长
率还有回升的趋势, 我们对此不可掉以轻心。

应当指出, 把全国的适度增长率定为
8～ 9% , 并不是说这是全国各地区和城市的
统一指标。例如, 广东省改革开放较早, 成
效也较大, 经济实力比较雄厚, 又毗邻港澳,
该省把 2000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定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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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翻三番, 从而年平均增长率将是 15%

或更高一些。这样高的增长速度, 对广东省
说是可行的, 也是适度的。又如武汉市是重
要的工业城市, 该市也可以把未来 14 年中的
年平均增长率定为高于 10%。这样高的增长
速度, 对武汉市说是可行的, 也是适度的。

合理的增长速度的第二重涵义是, 增长
速度应当持续稳定, 而不是断断续续, 大起
大落。回顾历史, 经济增长速度不持续稳定
而间歇性地大起大落, 正是中国经济建设长
期过程中的一个特点。以国民收入作为标准,
在 1950～ 1955 阶段, 最高增长率是 2213%,
最低增长率是 518%。在 1956～ 1960 年阶
段, 最高为 2210%, 最低为-1 14%。在 1961
～ 1965 年阶段, 最高为 1710%, 最低为-
2917%。在 1966～ 1970 年阶段, 最高为
2313%, 最低为-7 10%。在 1971～ 1975 年
阶段, 最高为 813%, 最低为 111%。在 1976

～ 1980 年阶段, 最高为 1213%, 最低为-
217%。在 1981～ 1985 年阶段, 最高为
1316%, 最低为 619%。在 1986～ 1990 年阶
段, 最高为 1113%, 最低为 317%。在 1991
～ 1993 年阶段, 最高为 1514%, 最低为
717%。纵观 43 年, 经济增长上下波动无序,
其中最高的是 1958 年, 增长率达到 2210%,
最低的是 1961 年, 增长率降到-29 17%, 波
幅之大, 近 52 个百分点。①

有人以 1950～ 1990 年包括中国在内的
12 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作横向比较, 发现中
国经济增长的绝对波动系数和相对波动系数
都最大, 从而结论是: 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最
大的不稳定性, 存在着“强波倾向”。②强波倾
向在 1978 年以前时期表现更为明显,1978
年以后, 波幅虽有所熨平, 但仍出现两次较
大的波动, 一次是 1984～ 1985 年高速增长之
后, 出现了 1986 年的衰退, 一次是 1987～
1988 年高速增长之后, 出现了 1989～ 1990
年的衰退。这两次波动都给国民经济造成损
害, 先是经济过热, 通货膨胀, 继之而来的
是经济过冷, 萧条衰退。总之, 中国的经济
增长缺乏有序的轨迹, 过度繁荣与过度紧缩
频繁出现, 经济体系的随机震动很强。

因此, 在根本转变增长方式的过程中, 必
须充分吸取令人难忘的教训, 防止经济增长

速度过高过快, 防止经济增长速度大起大落。

三、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要求良好
的经济发展效果

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要求合理的增
长速度, 还要求良好的经济发展效果。良好
的经济发展效果表现为国民经济的全面进
步。经济发展效果一般指产业结构的改进、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分配状况的改善、教育
文化水平的上升、健康卫生情况的进步和生
态环境的良性转化。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产业结构的改
进, 不只限于配第—克拉克命题规定的三种
产业比重的变化。也不只满足于产业从劳动
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化。由
于农业在中国至今还是比较薄弱的部门。基
数庞大的人口在未来 14 年还将增加近 2 亿
之多, 农村剩余劳动力将随之继续扩大, 城
市的失业状况在相当长时期内还难以改善。
因此, 今后在调整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
第三产业的同时, 还必须大力加强第一产业。
在大力开发技术、合理扩大资本的同时, 还
不可偏废劳动密集型的生产。

教育事业要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快发展,
要特别重视基础教育, 提高人民的整体素质。
鼓励私人办学, 但不能任其偏离正确方向。从
预期寿命的延长 (1993 年为 69 岁, 比印度高
8 岁) 和流行病的减少等方面, 可以看出中国
医疗卫生事业的成就, 但城市的公费医疗制
度还须改进, 农村一些地区缺医少药的现象
还须消除。

在经济增长所取得经济发展效果方面,
今后应当特别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分配问题,
一是生态环境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 人均实际国民收入迅
速提高, 人民生活普遍改善, 但是, 沿海地
区与内地、东部与西部、国有和集体企业人
员与民营和合资企业人员、不同行业人员之
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渐扩大。一方面还有 7 千
万人不足温饱, 一方面有人一筵万金。一方
面一些国有工业企业的工人一月只能拿几十
元的“生活费”, 一方面某些国有金融企业的
普通工作人员则明贴暗补每月的实际收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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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数千元。1978～ 1984 年期间, 农民纯疏入
的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生活费增长, 曾一
度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 2137∶1 缩小到
1171∶1, 但以后城乡差距又出现逐步扩大趋
势, 到 1994 年扩大为 216∶1,1995 年珠江
三角洲农民人均收入已超过 4000 元, 而西
南、西北广大地区的农民人均收入尚不足
900 元。③同时,80 年代中期以后几次出现的
两位数通货膨胀率, 更使固定低收入者的生
活难以为继, 这些情况的发生不利于深化改
革, 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并成
为影响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

应当承认, 经济增长总是使一部分人、一
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这是客观的经济规律。但
是, 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是共同富裕, 决不
能以牺牲公平分配为代价去追求高增长速
度。分配不公的状况不能旷日持久, 更不能
继续恶化, 也不必象西方国家那样走倒U 形
的轨迹。应当在高速增长中采取适当的分配
政策, 以既保持合理增长速度, 又保证合理
分配。在这方面, 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已提
供了一些经验。它们在处理增长和分配关系
上采取伴随增长的收入再分配原则, 其特点
是: 把收入分配看成是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
部分, 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过分集中看
成是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 其次, 强调政府
对投资方向的调控作用, 使资源的分配有利
于落后地区和劳动密集部门; 再次, 增强低
收入群体的“造血功能”以培育他们摆脱贫
困、走向富裕的能力。在具体操作上是: 第
一, 保持工农业适当地平衡发展, 在工业比
重不断上升、农业比重不断下降的情况下, 仍
然高度重视农业。第二, 在保持机要大企业
的发展时, 不忽视中小企业。第三, 大力发
展教育事业, 实现人力资本的均等分配, 普
及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 建立基本的医疗保
健制度, 广泛地积累人力资本并提高其质量。
第四, 确立并不断健全促成合理再分配的税
收体制。

在保持合理高速增长过程中, 要特别注
意保护生态环境。应当承认, 环境不断恶化
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目前, 中国的
环境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三废”: 燃煤和化
工废气以及汽车尾气的污染, 使全国 500 多

座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
很少; 大量排放的工业废水使全国 131 条流
经城市的河流已被污染, 一些重要的大型湖
泊污染程度已影响城市正常供水; 中国每年
排放的工业固体废物达 6 亿多吨, 由于得不
到及时处理, 全国三分之二的城市已出现垃
圾“围城”的现象。从生态环境的情况看, 目
前全国有三分之一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
害, 号称“千湖之省”的湖北省的湖泊已由
50 年代的 1066 个减少到现在的 309 个。总
水面由 50 年代的 8300 平方公里减少到现在
的 2656 平方公里; 草原退化面积接近 1 亿
公顷, 土地沙漠化面积 3314 平方公里; 盐渍
化土壤面积 5154 亿亩; 变污染的耕地近
1000 万公顷。全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损失
1000 亿元左右。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不仅制
约中国的经济发展, 而且也严重威胁着人民
健康。④

造成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的原因有
多方面, 其中,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起了
很大作用。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国
民经济仍将持续快速增长, 对环境和生态的
压力还要不断加大, 必须实现经济建设与生
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现在, 中国提出, 在本世纪之末, 在经
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 力争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加剧趋势得到基本控制, 部分城市和地
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2010 年基本改变生态
环境的状况, 城乡环境有比较明显改善。这
一方针是很正确的。

注释:
①《中国统计年鉴》(1994 年) ,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34 页。
② 陈东淇: 《强波经济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1992 年版, 第 46 页。
③《意义深远的百分之五》,《人民日报》1995 年

12 月 28 日。
④《实现可持续发展: 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

护环境》, 《人民日报》1995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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