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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张亚东 胡培兆

经济增长方式的儿个认识问题

讨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时，有些方面容易引起误解或忽视，因此就不能全面把握和

推动转变。 在此，我们提出五个问题加以讨论。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体制转变孰重孰轻

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关键是实行两个俱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即经济

体制的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经济建设的长期战略任务和
“

九

五
”

期间经济工作的着重点。于是，有人认为，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关键之关键，是重中之重，而经

济体制的转变被置于次要地位。这是一种误解。澄清这种误解，首先，在总体上要认识到，我国

长期以来单纯追求经济速度和数量、忽视经济质量和效益、效率，主要原因不在千经济增长方

式本身，而在千僵化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

九五”

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把经

济体制的转变列为
＂一＂

，而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列为
“

二气在总体上就说明了谁是关键的关

键、谁是重中之重了。 其次，必须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从实际出发，不能笼统地断定

孰轻孰重。 实际的情况是，改革开放18年来，两个转变在全国范围都在进行着，只是经济体制

转变的绩效大一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绩效小一些，即两个转变的程度是参差不齐的。 在一

些地区如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等省，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偏小，经济体制转变较快，经济体制

转变的绩效大千国有经济比重偏大的地区。 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转变较快，如广东； 一种是转变较慢，如福建。 所以，可以近似地说，市场经济发达的地

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有快有慢之别。 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经济体制增长方式的转变一

般都比较慢，但也不是绝对的，两种转变可能是均等同步的。 就一个省来说，也有地区间的差

异，此块彼慢的情况总存在。 因此，在经济工作中就要以正确的态度处理孰轻孰重的问题。 正

确的态度应分三种情况具体对待：（1）两个转变一快一慢的情况下，要以加快转变慢的一方为

重点；（2）两个转变双慢的情况下，可以以经济体制的转变为重点，因为经济体制转变快，市场

经济体制形成较快，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具备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就可以加快；（3）两个

转变双快的情况下，应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重点，因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前提条件，它转

变快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要更加快些。

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投入会减少吗

外延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是以追求数量、规模、速度、产值为目标的，其实现手段主要是依靠

资金、物资、劳力的投入，上新项目，铺新摊子。 而对于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和效率重视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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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集约型的增长方式则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更新改造、管理合理化、生产集约化以及人的素

质的提高，来求得经济增长的。 当增长方式转变时，就有一种误解，即认为外延粗放型讲投入，

内涵集约型不讲投入或可以少投入。 实际情况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行内涵集约型增长方

式也需要大量投入，两者的差别不在于要不要投入，而在千投入的方向和效益。 从以下几个方

面可见，内涵集约型增长方式也是需要大量投入的：

1． 从技术进步上看。内涵型增长的主要手段是科技进步。据日本技术厅1994年度对包括

中国在内的1200 家民间企业活动的调查和研究后认为，中国居优势地位的技术仅占 o.2%, 

已成为日本竞争对手的技术只有1.9%，三五年后可望成为日本企业竞争对手的技术有35%,

七八年后也无法赶上日本的技术占 60.7%。 要改变这种技术落后状况，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

长方式，投资是很大的。 据估计，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本世纪末，技术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的比重应上升到33-35%，科研经费占GNP的比重应提高到1.5-1.8%。

2． 从效益提高上看。 据有关方面按要素生产率计算．在我国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额

中，依靠增加投入增长的部分占3/4左右，依靠提高效益的部分约 占1/4 ，而其他发展中国家依

靠提高效益的部分一般占 35-40%，发达国家一般占 50-60%。从国有企业来看，在其全部增

加值中，依靠提高效益来增加的部分不到15%。改变效益低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

技术、设备进步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措施。 提高我国劳动生产率，使国内生产总值中依

靠提高效益的部分达到泼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水平，也是要大量投入的。

3. 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上看。 今后15年，我国发济发展的规划巳经明确，国内生产

总值要求在
“

九五
”

期间每年递增速度达到8％左右，下世纪初的10年，年均增长要达到7％左

右。 从经济的总规模上看，1995年我国经济提前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

标，经济总规模相当千1980年的400%．到2000年要求达到1980年的600%，到2010年要求

上升到1980年的1200%。要实现如此艰巨的任务＂需要在内涵集约型增长方式的条件下大量

投入。

4． 从节约贷源上看。 按照上述经济增长进度和规模计算，到2010年，煤炭的生产需要从

1995年的12亿吨增加到30亿吨以上，钢的生产要从9000万吨增加到3亿吨，石油的生产要

从1.4亿多吨增加到4亿多吨，水泥的生产要从4亿多吨增加到10亿多吨，木材的生产要从

6600万立方米增加到2亿立方米。无论从我国的资金或资源条件来看，这都是很困难的。唯 一

出路是依荒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产品的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如前所述，这也是

必须增加投入的。

5. 从人力资本投资上看。1993年出版的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说，人力资本的投入特

别是初等教育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来源，日本58%、泰国87％ 的经济增长都可以从

小学入学状况的改善来解释。要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大规模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据估

计，到本世纪末我国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应提高到3.8-A%，这也是不小的投资。

可见，两种增长方式都要求投入，因为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没有增长。但在投入上两者是

有区别的：其 一是投入的方面不同。 外延粗放型增长方式主要是以资源、资金、劳力的投入为

主，内涵集约型增长方式的投入主要是以技术进步、设备更新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为主。 其二是

投入的结果不同。表现之一是外延粗放型的效益效率总体上会低千内涵集约型增长方式；表现

之二是外延粗放型增长方式对生产要素的浪费、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会甚千内涵集约型增长

方式；表现之三是内涵集约型增长方式较外延粗放型增长方式更能增强国际竞争力。

• l 3 •



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问题

此间题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长期性艰巨性问题。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的提出始于

前苏联。 但是到 1990 年，前苏联 95％以上的产品是国家统 一 定价的，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中

98 ％是国有。经济体制转变的滞后阻碍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问题自 1956 年孙冶方先生提出，经 60 年代、80 年代、90 年代的不断讨论，至今已有 40 年历史

了。 40 年来，此问题讨论有大进展的是最近几年。

从前苏联的教训和我国的经济实践来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方式的

转变是很难成功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把经济增长方式

的转变提到战略高度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有保证， 但也不是可以一跋而就的。 要注意转

变的阶段性。 目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以下几个问题要解决：

第一是经济体制转变。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外延粗放、效益效率不高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

长期实行的僵化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的，所以，经济体制的转变是增长方式转变的

前提和体制保证。 但体制的转变还涉及到行政体制的转变，难度较大。经济体制转变的困难和

长期性决定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困难和长期性。

第二是国有企业沉重的历史负担。 据典型调查的数据表明，在国有企业
”

办社会
”

方面，非

经营性资产占企业固定资产的 10 ％左右，非经营性人员占在职职工人数的 12%，非经营性费

用支出占管理费用支出的 40％左右。这些沉重的历史负担制约了国有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

变。

第三是城乡劳动力的转移。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资本有机构成会相对提高，不仅会相对

减少吸收新增 劳动力的数量，也会出现机器排挤在职职工的现象，使过剩劳动力增多。据估计，

到本世纪末，仅衣村就有大约 1.2 亿剩余劳动力。劳动力转移间题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

要制约因素和难点。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困难和长期性决定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 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的阶段性能否量化呢？具体的量化要靠计量经济学的专家，这里只能作大致推断：根据 一些

专家测算，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生产要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中，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约

占 72% ，只有 28％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 同期，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 50 ％到 70 ％是靠技术进

步取得的。据此，大致到 2020 年，经济增长中 50％左右可以依靠技术进步，即两种方式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各占一半；到下个世纪中叶，经济增长中 70 ％以上可由技术进步来贡献，即经济增

长主要依靠内涵集约型增长方式。

四、非国有经济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

非国有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作经济、集体企业、外商独资或部分合资企业。 非

国有企业多为中小企业。 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多数中小型国有企业将逐步转变为非国有企业，

在谈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容易误解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仅是国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而忽视非国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据统计，非国有经济已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东南沿海则是主要力量。但是，非国

有经济特别是乡村工业企业的增长方式基本上是外延粗放型的，其发展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小

规模、低技术、主要分布千技术素质要求不高、规模经济要求不高的行业。 目前看来，非国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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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发展后劲巳不容乐观，其外部成本（特别是环境污染）内部化压力将逐步增大，将为此付出

更多的成本。 因此．采取措施促使非国有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非国有经济继续健康快速

增长的根本保证。

为此，首先必须健全产品市场，以有效竞争的产品市场，促进非国有经济进行技术设备更

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其次，必须健全产权市场，使小规模的非国有经济走向适度规模经济，实

现规模效益；其三，借鉴美国、日本等国经验，制定《中小企业法》。非国有经济多属千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在美国、日本等国是技术进步的生力军；制定法律，主要是用财税、金融等政策引导中

小企业成为技术进步的重要主体，同时还可以起到保护中小企业的正当权益的作用。

五、农业增长方式转变问题

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长期以来其增长方式基本上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长期战略任务，而衣业将是制约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长期性难点。

在今后5年、15年乃至更长时间里，无论是保证粮、棉、油等基本衣产品稳定增产．还是保

证衣民收入有较快增长，都必须转变衣业增长方式。
“

九五
”

期间，衣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年均增

长率要达到4%，农村住房质量要得到改善，这要求大幅度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九五
”

期间，

全国粮食要比1995年增加2500 — 3500万吨，而粮食播种面积不可能有相应幅度的增加．粮食

的增产将主要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靠实行集约经营。 为此，我国衣业粗放型增长的特点急需

改变。

转变衣业增长方式的根本途径在千，深化衣村改革，形成有利千衣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经济

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 为此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深化衣村经营体制改革，形成有利

千合理利用资源，提高经济效益的经营体制；二是积极培育衣村市场体系，形成有利千公平竞

争、优胜劣汰和资源优化配置的衣村经济运行机制；三是积极推进资源产品化进程，形成有利

千节约资源的管理体系。另外，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各级政府要做好宏观调控．实施促进经

济结构合理化的产业政策，加强对农业扶持的力度。

但是，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也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实现农业规模经营。 衣业规模经营既

是衣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也是其根本途径。 只有衣业达到一定的规模经营，才有基础和能

力提高资源利用率，提高衣业综合效益，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改变落后的劳动方式。由千全国耕

地80％左右用千种植粮食，所以，现阶段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国衣业规模经营的难点和重

点都在于粮田规模经营，而粮田规模经营的难点和重点在千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衣业劳动力转

移的根本途径在千发展非衣产业。 所以，非衣产业的发展是推进衣业规模的基本动力。 因为，

非衣产业的发展能增加对衣业劳动力的需求，是推进我国土地规模经营、尤其是粮田规模经营

的主要前提条件。 非农产业能否发展，取决千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愈发达的地区，非衣产业对

劳动力的需求愈大，从衣业中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愈多，土地规模经营愈易实现，衣业增长方式

的转变也愈易实现。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单位邮纨：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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