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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转变

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

经济体制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 是一

种所有制结构和经济运行模式。它作为经济

运行机制的载体, 决定其运行机制的性质和

特点。运行机制则是指经济体制内各因素之

间的内在联系, 以及该体制运行的动因、规

则和方式, 从而决定经济资源配置和利用的

方式。不同的经济体制有不同的运行机制和

不同的资源配置或利用的模式。从传统的计

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是生

产关系、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或利用方式的

调整和改革。经济体制从静态结构上看, 一

般可区分为自给型、计划型、市场型和混合

经济型; 从动态运行来看, 其运行机制或资

源配置模式有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两种基

本形式。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的资源配置或

利用, 取决于居民的直接消费; 计划经济体

制用统一集中的计划来解决资源的配置或

利用问题; 市场经济体制主要依赖价格机制

的作用; 混合经济体制则用市场机制解决资

源配置问题, 依靠政府手段解决资源利用问

题。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变的基本目标和

基本内容, 是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

过渡或“转轨”, 从而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

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使经济活动遵

循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的要求。

而发展和完善商品市场, 培育和规范要素市

场, 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是经济体制转变的重要内容。国有企业的改

革则是经济体制转变的中心。而政府职能的

转变是经济体制转变的重要保障。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较之经济体制的

转变具有不同的内涵和目标。经济增长是一

种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 亦即决定经

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 以及各

种生产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

换而言之, 它是一种生产力发展方式、经济

方式或狭义的生产方式。西方学者大都认

为, 经济增长方式是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

经济系统在所处的发展阶段上关于经济运

行的状况和增长动力结构的总称。经济增长

方式有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

粗放型和集约型, 投资驱动型和效率驱动

型, 资源 (劳动、资本和土地) 推动型和科

技推动型的区分。前者是一种高投入、高消

耗、低产出、低质量, 亦即重投入、轻管理、

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的供给主

导型、数量扩张型经济增长形态, 后者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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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主要依赖科技进步、科学管理和劳动者

素质来追求高质量、高效益的市场需求导向

型、效益增长型经济增长形态。

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目

标是促成由外延扩大再生产向内涵扩大再

生产转变, 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从速度

型向效益型转变, 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其基本内

容和要求是要从主要依靠铺新摊子、上新项

目、扩大建设规模转到立足现有基础、把建

设重点放在现有企业的改造、充实和提高上

来; 是要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转变到主要依

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生产要

素的质量和使用的效率、降低消耗、保护环

境和生态平衡, 使国民经济走到持续发展的

轨道上来; 是从主要追求经济规模的扩大转

到致力于产业结构的升级, 发挥规模经济效

益上来; 是要从过去主要追求产值、速度和

产品数量转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注意产品

质量、品种, 提高技术含量附加值和市场销

售率上来。

这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既

有所区别又有所联系, 既有个性又有共性,

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首先, 它们都受到

一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 都是一定经济发展

阶段上的产物, 有它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粗

放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一般出现于经济

发展的初级阶段, 而集约效益型经济增长方

式则与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相始终。其次,

经济增长方式又是受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的制约和影响。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和运行

机制, 必然有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

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转变, 能够为转变经济增

长方式排除障碍, 有助于解决经济发展中的

深层次矛盾, 能够有力地促进和保证经济增

长方式的转变。否则, 经济增长方式的单方

面的改革难以为继。此外, 经济增长方式的

转变又能反过来促进经济体制的转变, 因为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能够提高国民经济的

整体素质、效益和活力, 从而创造一个有利

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宽松的经济环境。否

则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难以巩固。

综上所述, 经济体制的转变与经济增长

方式的转变必须同步进行, 有机结合, 相互

促进, 共同发展。从目前情况看来, 经济体

制的转变已取得初步成效, 已从理论和实践

的结合上构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

框架, 找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对

接、兼容和磨合的具体路径、方法和措施。尽

管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 二者的磨合可能需

要相当长的时间 (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经

济的对接和磨合已经历了几个世纪之久, 许

多问题未解决) , 但毕竟为经济增长方式的

转型扫清了主要障碍。因此, 经济工作的着

重点和中心将更多地放在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上。

二、论两大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
关系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型经济增长

方式分别是经济发展过程中, 先后出现的两

种经济方式或生产方式。这两大经济方式有

各自的特点, 并且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我们

可以采用投入产出系数 (一般而言, 粗放型

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是高投入、低产出, 集

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低投入、高产出) , 对经

济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加以衡量和区分。

投入产出比这一数量指标又可衍化为种种

相关指标。如: 劳动生产率, 社会净产值率,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GNP ) , 国内生产总值

(GDP ) 与能源消耗量之比, 使用每一单位投

资与所生产的产值之比等等。

但是, 这两大经济增长方式既可分又并

非截然可分。这两大经济增长方式的划分是

相对的, 它们是互相渗透的。粗放型经济, 无

论是高粗放型经济还是低粗放型经济, 它们

在生产要素大量投入, 产值数量和经济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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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扩张, 以及项目建设速度加快的同时,

一般也伴随着某种程度的质量和效益的提

高。而集约型经济, 无论是高集约型还是低

集约型经济, 一般也伴随着一定数量和规模

的增长和生产要素的消耗。

就一个国家整体而言, 它要么处于粗放

型经济增长方式阶段, 要么处于集约型经济

增长方式阶段或者处于转轨型阶段。但是,

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或种种其它原因,

并不排斥在局部范围或某些行业出现相反

的情况。这就是说, 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在一

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或支配地

位, 并不排斥另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占辅助地

位, 在转轨时期尤其如此。正如一个国家就

其整体而言, 要么搞社会主义计划体制, 要

么搞社会主义市场体制, 但是并不排斥某些

特殊部门、特殊行业 (如带有公益性的或与

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大型国有企业) 可以不

纳入市场体制, 完全退出竞争领域, 退出市

场体系, 搞直接的国家指令性计划调控。因

此, 必须在观念上跳出不切实际地追求纯而

又纯的单一经济增长方式的“误区”。同时,

也要看到, 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向另一种经济

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是一个

从量变到质变、从局部转型到整体转型的过

程。深圳特区有一段时间急于求成, 急于

“升级换代”, 提出“赶走麻雀”(指劳动密集、

技术附加值低的产业) , “迎来凤凰” (指技

术、知识或资金密集型企业) 的错误口号, 把

大量“三来一补”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

迁往内地。结果很不理想, 经济发展速度和

效益显著下降。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因此,

我们在总的指导思想上从全局着眼, 要把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 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来

抓, 但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企业要从实际

出发, 切忌不顾实际情况和实际可能急于搞

一刀切的单一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政策

或模式。

总的来看, 这两大经济增长方式是既互

相区别又相互联系和渗透。粗放型经济有它

存在的合理性和历史进步性。从我国具体国

情出发, 一方面不能从根本上否认粗放型经

济增长方式的历史进步性, 急于搞一刀切的

单一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应该看到, 在

某些落后地区、行业、部门和企业, 两种经

济增长方式并存的局面会存在相当长一段

时间。另一方面, 我们从总的指导思想, 从

全局从长期战略任务出发, 经济工作的重点

和中心应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点不能

因为个别地区个别行业个别企业的特殊性

而有所动摇。例如: 不能借口中西部地区落

后, 而认为搞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仅仅是沿

海发达地区的事。正确的做法是, 某些落后

地区、行业和企业可以采取两种经济增长方

式并举的方针, 在大力缩短粗放型经济增长

方式进程的同时, 在高起点制定适合实际的

发展战略。创造条件, 加快转型。中西部落

后地区如此, 某些落后行业如铁路运输部门

也应如此。

铁路行业落后是扼制我国经济发展的

“瓶颈”。1993 年营业里程 53802 公里, 相当

于美国 1865 年 (56315 公里) 水平和印度

1913 年 (55762 公里) 水平。若按国土面积

和按人口计算铁路营运里程, 我国铁路建设

的严重落后程度更令人吃惊。因此, 铁路运

输能力严重滞后。1993 年, 我国 GNP 增长

1314%, 铁路运量仅增长 311%。铁路行业的

当务之急是高投入, 广铺摊子, 多上项目, 高

速度地增加铁路营业路程。世界各主要国家

都经历了以粗放型消耗型经济增长方式为

特 点的铁路建设时代, 英国花了 65 年

(1825—1890) , 美国花了 63 年 (1850—1913

年) , 法国用了 62 年 (1848—1910 年) , 德国

花了 65 年 (1848—1913 年) , 沙皇俄国用了

54 年 ( 1850—1904 年) , 日本用了 54 年

(1884—1938 年) , 印度用去 55 年 (1858—

1913 年)。我们要补上这一课。

同时, 应在完成两个转变的总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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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下, 不仅尽力缩短粗放型经济方式的历

史进程, 加快供给主导的数量规模扩张型经

济方式向需求导向的质量效益型经济方式

的转化, 并且在高起点上制定铁路发展战

略, 尽快实现铁路现代化。其中包括淘汰蒸

汽列车 (我国有将近 40% 蒸汽列车) , 实行列

车高速化 (日本火车时速达到 275 公里, 西

欧已达到 300 公里, 我国客运列车最高时速

才 105 公里) 和重载化 (美国货车平均总重

4620 吨, 我国仅为其一半左右) , 提高铁路

复线率 (我国 1992 年达到 25%, 日本达到

3915% ) 和电气化率 (我国 1992 年为 1517%

日本为 5716% )。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可能性
和迫切性

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奉行粗放

型经济增长政策模式, 这同我们当时低下的

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

的。经过近 50 年的经济建设, 尤其十几年改

革开放的推动, 我们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比较

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我们基本解决了温饱

问题, 进入工农自养和工农互补的“标准工

业化”阶段, 出现了工业品和农产品买方市

场 (取消名目繁多的工农业产品购买票证就

是一个证明) , 亦即商品数量供给不足和市

场需求的矛盾得到了根本缓解, GNP 和人

均 GNP 达到一定水平。不少重要的能源、原

材料和农产品产量已位居世界前列。粮食、

煤炭、原油、发电量、钢、水泥、化纤产量

已位居世界前 5 名之内 (工业增加值却排在

世界第 12 位) , 从而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和经济体制的转轨, 为经济增长形态从供给

主导的数量规模扩张型转为需求导向的质

量效益增长型, 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

是不容否认和抹煞的, 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

上产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有它存在的

客观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同时, 这也表明

我们已具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物质基础。

并且也具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经济体制

条件,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陆续出台

的一系列重大举措, 正在从经济体制上为经

济方式的转型拓宽道路。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又具有迫切性。《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

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 甚至把转型

问题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着重点”和

“长期战略任务”。这种迫切性基于下述考

虑:

(1) 商品供给不足和市场需求的矛盾已

让位于资源短缺和资源高耗型经济增长的

矛盾。这表现在: 我国耕地、水和某些矿产

资源人均拥有量相对不足。如人均耕地已减

少到 1122 亩, 黄河已多次断流。其次, 资源

的过度开发又加剧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

资源浪费严重, 物耗比重过高。能源利用率

仅为 30%, 比发达国家低 20 个百分点。我国

每吨标准煤消耗实现的 GNP 为 710 美元,

仅为发达国家的 1ö3 到 1ö9。1980—1994 年

期间, 科技进步对 GNP 增长速度的贡献率

为 30% 左右。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 对

资源总量的需求更多, 若不及早转型就不能

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这就要求经济增长方式

不再主要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 (即大量

占用和消耗资源) 而是主要依赖科技进步和

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

(2) 投入产出比率低, 经济效益低。“八

五”时期每百元总投资仅新增国民生产总值

50 元左右。1953—1980 年, 我国全民所有制

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22 倍, 但国民收入仅增

加 511 倍。1981—1993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1317 倍, 国民生产总值仅增加 313 倍, 实现

利税仅增加 217 倍。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资

金利税率,1980 年为 2512%,1993 年下降到

1013%; 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利税,

1980 年为 2516 元,1993 年下降到 151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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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进步缓慢, 企业技术装备落后,

我国经济增长的科技贡献率低下, 企业的技

术装备大多处于世界 60—70 年代水平, 工

业企业设备近 1ö5 老化, 超期服役率达

40%。机电行业中主要机械产品达到世界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水平的只占 1ö3, 达到目

前世界先进水平的只占 5%。冶金工业中部

分技术装备水平比国外先进水平落后 10—

20 年以上。

(4) 经济结构不合理。一般加工工业生

产能力过剩与基础产业的“瓶颈”制约并存。

棉、毛纺生产设备利用率只有 75%; 电视机、

电冰箱、卷烟、汽车和普通机械等生产能力

闲置 1ö3～ 1ö2。工业发达国家炼油企业生产

规模年均 500 万吨, 最大炼油厂年产 3000

万吨, 而我国 116 个炼油企业平均规模仅为

167 万吨。我国 80% 的汽车厂年产量不足

1000 辆。而日本、美国以及韩国等, 一家汽

车厂年产量就是几十万辆。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克服经济发展

中处于深层次的困难和矛盾的有效途径。这

些困难和矛盾主要归结为: 第一, 经济总体

运行质量不高, 国有企业 1994 年亏损为

4519%, 比“七五”期末增加 14 个百分点,

亏损额达 344 亿元, 比“七五”期末增长

17%。国家每年把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

贷款的 70% 以上投到国有企业, 而国有企业

实现的 GNP 增量在全部 GNP 增量中不足

20%。第二, 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远低于

GNP 增长速度。1980—1994 年, 我国国民生

产总值 (按当年价格计算) 年均增长 1717%,

而同期财政收入年均增长 1112%。1995 年

全国财政收入完成 6188 亿元, 仅相当于当

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1018%。第三, 通货膨胀

频繁 (1980,1985,1988,1994 年) 的重要

原因之一, 是源于过度追求产值和速度的粗

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从经济国际化趋势和参与国际竞争来

看, 不搞需求导向的质量效益型增长方式不

行。国际经济竞争已由价格为中心的竞争转

变为质量为中心的竞争。粗放型经济增长方

式带来的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产品使我

们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外商企业已大批

涌入中国市场, 我国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

战。

综上所述, 解决这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出现的深层次的矛盾和困难, 关键是实行两

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 尤其是把着

重点放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

四、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
型

怎样实现转型? 总的方向就是中央一再

重申的: 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生产要素的配

置效率, 注重结构优化效益, 规模经济效益

和科技进步效益。即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

铺新摊子、追求数量, 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

心的轨道上来, 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提

高劳动者素质和加强企业管理及宏观经济

管理的轨道上来。各个地区、行业、部门和

企业也应制定符合实际的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的具体方案和措施。其中, 提高劳动者的

综合素质、注重经济效益, 是提高国民经济

整体素质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

11 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

与集约型经济正好相反, 粗放型经济的

特点是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质量水平低, 经济

附加值不高, 投入生产要素的物耗效率、劳

动效率和企业管理水平低。而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的症结就是提高 国民素质, 尤其是劳动

者的素质。

德国是一个劳动力匮乏、自然资源贫乏

的国家, 但是在受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创后,

能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强国。它在世界贸易额

中居世界第二位, 以在世界高科技产品贸易

额中占 20% 而居世界首位。他们的经验是:

拥有劳动力素质的优势和科技优势, 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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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德国企业把 5～

10% 的投资用于人员培训, 其用于职业培训

的费用超过国家高等教育的经费。

据 1995 年劳动部职业技能开发公司公

布的资料, 我国 112 亿城镇企业职工中, 初

中以下文化程度占 68%,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仅占 216%, 全国约 7000 万青工中达到高

级工的仅占 3%, 严重影响了我国劳动生产

率的提高和就业问题的解决。1993—1994 年

产品质量合格率约 70%,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

率只有 15%,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仅为 29%。远低于发达国家 60～ 80% 的水

平, 也低于发展中国家 35% 左右的平均水

平。据欧洲一些国家统计, 工人的技术水平

每提高一级, 劳动生产率就提高 10～ 20%。

而我国许多行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仅及美国

的 1ö10。

因此, 实施科技兴国战略, 促进科技、教

育与经济相结合, 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

质, 培育各行各业急需的高素质人才, 是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而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

质的关键。

21 注重经济效益

粗放型经济是从产值和速度的增长中

求效益, 而集约型经济则是从生产要素配

置、结构优化、规模经营、管理和科技进步

上要效益。其中, 从经济结构的优化中提高

经济效益, 是重要的一环。

一是优化产业结构, 制定适合集约型经

济增长方式要求的产业政策, 支持支柱型产

业和基础产业, 正确处理“朝阳产业”和

“夕阳产业”的关系, 妥善解决一般加工工业

生产能力过剩与基础工业、重化工业、高技

术产业、第三产业落后的矛盾, 重新调整国

有资产的总量、结构与布局, 带动经济结构

升级。

例如, 农业是基础产业, 而我国人多地

少资金缺乏, 属于弱质产业, 不能象欧盟或

日本那样搞巨额的价格补贴来刺激生产发

展, 也不能象美国那样搞耕地大规模经营。

我们应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在

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

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上, 跳出单一搞粮食作

物的旧传统农业结构, 实行种植业和养殖业

复合发展, 优化农业结构, 促成由传统的粮

食作物——经济作物的二元结构向粮食作

物——饲料作物——经济作物的三元结构

转化, 并积极发展以种养业为原料的加工业

和运销业, 从而推动建立能充分提高初级产

品生产效益以及农业比较效益的高效农业

体系。

金融业也存在资产结构失衡甚至畸形

的问题。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突破了国家垄

断金融和银行信贷资本供给制两大制度性

陷阱, 为金融业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了条

件。而调整以储蓄为主要成份的畸形金融资

产结构是当务之急。在这种单一的储蓄为主

体的金融资产结构中, 风险 小的间接融资相

对直接融资比例过大, 每年对个人金融资产

(主要是近 3 万亿元的个人储蓄) 利息支出 4

千亿元, 银行包袱过重, 承担风险过大 (金

融资产风险不应全部由国家或国有银行来

承担)。应把资金从储蓄中分流到国债 (西方

发达国家发行国债的警戒线是不超过 GNP

的 60%, 我们发行国债规模还不到 10% )、

股票、债券中去, 这样才能把银行搞活。企

业拓宽筹措资金的渠道, 并以股票等形式从

多元化资本市场上搞钱, 其成本大多低于银

行贷款利息, 企业也搞活 了。

二是优化企业组织结构, 应通过国有企

业的改革、改组、兼并、破产、组织专业化

协作, 加强存量资产的优化重组 (长虹等竞

争力强的彩电生产企业通过大幅度降低价

格, 从而兼并竞争力弱的电视生产厂家, 就

是一个范例) , 以及按规模经济的要求组建

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

(责任编辑: 王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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