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的城镇化一开始就是在农村改革分离出剩余劳动力基础上，农

民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的同时建设小城镇，从而创造了农民自己转移自己的城镇化道路。随着城

市经济的发展又开启了离土离乡的城镇化道路，农民工成为城市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进入

新时代后推进的新型城镇化，突出人的城镇化，城镇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中国的城镇化始终是尊

重群众创造，以人民为中心，城乡协调发展。这条道路是中国创造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

展道路的重要体现。

中国７０年的发展实践与发展
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樊　纲

　樊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８１。

中国经济在过去７０年中的伟大实践，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与新的案例，它们
可以论证已有的一些经济学理论，也可以为新理论的形成作出贡献。这里我们只讨论一下中国实

践，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两点新的启示。

第一点启示是，７０年经济发展实践说明，计划经济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但这不否定政府可以在
市场化发展的道路上起到积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开始实行了苏联式计划经济，直到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才走上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前后经济发展的成果，首先是证明了计划经济不是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只

有发挥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经济才能高效、持续地发展。但是另一方面，许多发展

中国家的历史都证明了，如果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以至中期阶段），只有市场竞争，没有政府发挥

适当的协调、稳定和促进的作用，经济发展也很难成功。一是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很容易把一个

国家的经济拖入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中，一次次的经济过热与经济危机会把前期增长的成果消耗

殆尽，甚至陷入各种各样的“陷阱”当中，长期停滞。二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已经很强大，占领了市

场，有着较强的竞争能力，而落后国家的企业如果也只是在市场上与它们同样地竞争，没有政府

一定程度的保护与扶持，这些弱势企业就很难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一方面得益

于市场化改革，全面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另一方面，并没有放弃政府对市场的调节作用。中

国经济的一大奇迹可以说还不是 ４０年高增长，而是 ４０年高增长却没有出现经济危机和经济衰
退，宏观经济基本保持平稳。与此同时，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的产业政策，较为有效地使中国的企

业逐步地发展起来，逐步地学会了市场竞争的本领，并且在市场开放、引进外资的大框架下，使中

国的一批“幼稚工业”得以发展起来，在“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过程中，实现了越来越

多的“进口替代”。

总之，中国的发展证明了，对于那些落后的经济体来说，政府在市场化发展进程中发挥有

效的作用，对于解决一系列早年发展经济学中所讨论的那些“发展难题”，是一个重要的制度

保障。

第二点，中国 ７０年的发展轨迹，对于发展经济学而言，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后发优势
“在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更为重要，而“比较优势”这个历来受经济学家重视的因素，实际并不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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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所谓发展中国家，其实就是“落后国家”，在发展初期，这种落后表现在增长要素的各个环节

上往往是处处落后：要钱没钱，人口不少但教育落后，人力资本匮乏；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企业

管理不善，科技落后，缺乏创新能力，等等。但在这种条件下，你还需要更快地增长，要比发达国

家增长得还快，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缩小差距（这才是真正实现了“发展”）。这时发展中国家怎么

办？在要素结构的问题上处处落后，就需要寻找一些“发展的要素”，即一些可以在某些领域里获

得竞争力的“相对优势”，实现经济增长的起步，并一步一步地改善增长要素的结构，实现持续的

增长。

所谓的“发展要素”一般说来就是两种：一是“比较优势”。劳动力便宜，就可以在劳动密集型

产业中获得劳动成本相对较低的竞争优势，为落后国家挣得“第一桶金”。二是“后发优势”，也就

是作为后来者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利用世界上前人所积累的很多不受或已经不再受专利保护的

大量的技术和知识，包括社会科学和管理学的知识，来加速我们的发展；我们可以学到别人发展过

程当中的一些经验与教训，我们可以少走弯路，节省试错成本，可以走捷径，等等。

在这两个主要的相对优势中，哪个更重要？一些学者反复强调的是比较优势，打开任何一门

发展经济教科书首先讲的也是比较优势，客观上说一个落后国家在一开始也就只是有廉价劳动

力这一个发展要素。但是，如果只有这个要素来支撑增长，增长不会持续，也解释不了像中国这

样的 ４０年的持续增长。中国还是人口大国，２０多年后就开始遇到了劳动力短缺（当然我们有我
们的特殊问题导致农民工在城市住不下早早就退出了劳动供给），其他人口小国用不了几年劳动

力就会用光，还怎么发展？现实中，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是因为仅仅发挥了比较优势（包括自然资

源上的优势），没过多久，经济就出现了停滞，经济增长就没能实现一个长期持续增长而真正缩小

差距。

要解释中国最近这２０多年的持续增长，最重要的已经不是比较优势，而是“后发优势”。因为
后面的２０年里我们看到的已经不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是各行各业的发展，看到了技术
的进步，看到了高新科技产业的产生与发展。这里就要注意到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的差别。比较

优势是较低的劳动成本产生的竞争力。但有这种竞争力的只能是在一部分产业当中，即劳动密集

型产业当中，而且只是在比较低端的、不需要很高技能的组装与服务环节上。而后发优势不一样。

它的本质是以较低的学习成本和试错成本，以较快的速度缩短知识与技术上的差距，它可以发生在

所有的领域、所有的产业当中，使得经济取得全面的增长，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而且它不仅

在生产活动中存在，在诸如体制改进等这些领域里存在着。作为后来者，通过在开放的过程当中，

学习、模仿、引进、吸收，使知识和技术的增长可以更快地接近前沿。中国 ４０年高增长，后来这 ２０
年，应该说我们越来越多地是依靠这个后发优势。

而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比如中美贸易摩擦，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停止科技交流、对

中国企业“高科技产品断供”、试图与中国科技“脱钩”，其实是从反面证明了发挥“后发优势”在我

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现在还只是在搞劳动密集型，美国人不会这么紧

张，不会在科技知识交流上这样地大动干戈！我们经历的这些历史，都给了我们新的资料，也让我

们认识到了发展的困难，也使我们得以更加清晰地分析发展经济学的逻辑。

概括地说，落后国家的发展都要经历这么几个阶段：第一，纯粹依靠比较优势；第二，进入比较

优势与后发优势同时起作用的时期，这里的前提是要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就要开始对外开放，学习模仿，主动地受益于“知识外溢”，积以时日，才能在后面的阶段上接续起

来，支撑发展；第三阶段，继续学习模仿，同时也到了加大自主创新的阶段了，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

阶段。一方面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使得我们的企业和研究机构，逐步到达和接进了科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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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具备了自我研发的能力；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也迫使我们必须进入自主创新的阶段

了。我们能不能在过去基础上有更大的、持续的发展，这确实要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

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首先是改革能不能深入，能不能提高我们体制的效率，真正发挥市场配置

资源的作用。其次就是能不能在自主创新上实现真正的突破。科技创新这些事情不是政府补贴能

够补贴出来的，不是政府“决定”就能发展出来的，而是要通过一套机制，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投资

机制、激励机制，才能使得创新不断地发生。

发展中国家遇到的一些困难，遇到当前我们遇到的这类问题，其实是符合逻辑、符合规律的。

从一开始我们就说所谓发展就是在有人比你先进、比你强大、而且他们已经统治了市场的情况下我

们要赢得一席之地，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现在，一些国家动用国家力量打压我们的企业，也是

利益冲突的一种延伸。在这个意义上，中美贸易摩擦这样的事情，也为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

新的“案例”。

作为中国经济学者，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中国实践对理论的启示，发掘出来，梳理出

来，概括出来，为经济学大厦添砖加瓦做出我们的贡献。

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炼为

原创性经济理论

洪永淼

　洪永淼，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邮政编码：３６１００５。

一、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

据经济史学家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估算，鸦片战争前的１８２０年，中国 ＧＤＰ占世界经济总
量的３２９％，居世界首位，其时西欧各国的总和为 ２３６％，美国和日本分别占 １８％和 ３％。鸦片
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经济长期遭受掠夺，加上战乱频仍，国力日益衰微。新中国

成立时，中国 ＧＤＰ占世界经济总量已降至 ５２％。受“文革”影响，到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
ＧＤＰ跌至历史低谷，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 １８％，只有美国的 ９４％，排在世界第 １１位，人均 ＧＤＰ
更是排到世界第１３４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经济从此驶入快车道，国民经济以年均 ９％的速度增长。２０１０年，中国超过日
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２０１８年，中国 ＧＤＰ达 １３６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１６２％，是
美国 ＧＤＰ的６６３％；人均 ＧＤＰ达９６０８美元，跃升至世界第６８位。改革开放 ４０年来，中国主动参
与经济全球化，发展成为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以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重新回到世界

经济舞台中心。中国建立了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生产任何一种产品的原材料、中间材料，都

可以在中国找得到，而且从产品设计、生产加工到销售等各个环节，均具备成熟的供应能力。中国

的科技实力进一步增强，主要科技创新指标稳步提升，２０１８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 ３１８４亿美元，
研发经费占 ＧＤＰ的比重超过欧盟１５国的平均水平，成为全球第二大研发大国，而研发人员总量、
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居世界首位。虽然整体上与西方发达国家技术水平还存在相当大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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