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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第１３届年会于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２～４日在广东商学院召开，会议由广东商 学

院国民经济研究中心承办，此次年会主题为“转型与

发展”。

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与转型

中面临的问题及其实质

　　１．国民收入分配问题。国家行政学院王小广

研究员分析了我国当前国民经济发展面临“中等收

入陷阱”，具 体 表 现 在 增 长 偏 快、需 求 不 足，政 策 不

紧、扭曲明显，通胀见顶、房市将调，趋势下行、过剩

危机。西安文理学院刘鸿明提出，目前我国经济发

展由起飞向成熟阶段迈进，在生产方面是新的领导

部门取代起飞期旧领导部门的阶段，也是各种生产

资源从低效利用的行业和部门转移到高效利用的行

业和部门的阶段，同时，经济增长据以展开的资源约

束条件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杨永华将

认为，目前中国可能处于从刘易斯时代向后刘易斯

时代的转变过程中，从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刘易斯的

二元经济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称之为

刘易斯时代，从理论上看，还应有前刘易斯时代和后

刘易斯时代两个阶段，这就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

实质。湖北工业大学徐彬和彭贤则认为，经济转型

实质是利益关系的调整，我国转型和发展的收益被

快速分享，成本被分担，同时也出现成果分享不均和

成本分摊不合理的现象。首都师范大学毛强指出，

中国人均ＧＤＰ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原有经济发展

模式已难以承担在新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的发

展重任，必须深入总结和吸取各国应对“中等收入陷

阱”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

南开大学姜磊提出二元转型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

影响分为工资效应和劳动生产率效应，并结合我国

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点，系统论述了劳动收入份额

随二元转型程度的“Ｕ”型 变 动 规 律，随 着 二 元 经 济

的发展，工资效应的正向作用开始显现，而劳动生产

率的负效应则逐渐减弱，要想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劳

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态势，最为根本的还是要促

进我国二元经济的转型。

２．资源环境问题。广东商学院梁妍和凌晓清研

究了发达国家新型环境性贸易壁垒与出口贸易低碳

化发展，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国与国之间利益

博弈的新领域，发达国家以减缓气候变暖为名构筑

碳减排标准、碳标签和碳关税等新型环境贸易壁垒，

给我国企业在出口成本提高、市场份额下降、出口环

境恶化等方面造成严重冲击。广东商学院胡根华和

秦嗣的研究表明，“金砖国家”全要素能源效率整体

水平不高，而中国能源效率最低，其节能潜力很大，

全要素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均存在

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３．民生 问 题。中 国 人 民 大 学 牛 楠 和 叶 裕 民 认

为，五年来北京市居民收入增加没有带来生活满意

度显著提高，不同收入人群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有

一定差异，收入因素对低收入人群生活满意度影响

并不明显，就业状况、住房满意度和政府满意度是影

响低收入人群生活满意度最重要原因。天津财经大

学马国旺和谭啸认为，“用工荒”只是我国农村剩余

劳动力转移新趋势的一个表征，近年来到东部地区

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呈下降趋势，外出农民工正向中

西部地区转移，并且农村剩余劳动力直接从第一产

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等。北京师范大学方晓萍创新性

地从单位ＧＤＰ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角度构建反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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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幸福程度的指标，表明我国国民幸福指数在缓慢

提高，但随经济运行状况而有所起伏。各省、市国民

幸福程度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与经济发展状况基

本吻合，但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稍有出

入，她认为我国发展的转型当从“藏富于国”向“还利

于民”、提高国民幸福指数转变。

二、我国经济发展与转型的方向

１．经济发展与转型绩效的评价标准。南开大学

张仁德提出评价社会经济体制的绩效和经济体制创

新与改革的标准应该为生产力和幸福度“双标准”。

他指出人们过去一般拿生产力作为最终评价标准，

近年来，许多 人 在 总 结 经 验 的 基 础 上，又 倾 向 于 把

“民生”或“幸福指数”作为最终标准，这两种观点都

带有一定的 片 面 性，应 采 用 生 产 力 和 幸 福 度“双 标

准”作为评价经济体制合理与否的主要指针。天津

商业大学王树春和王俊进一步提出，只有构建一个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才能提升国民的幸福感。

２．经济发展与转型的重点领域。南开大学何自

力着重分析了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他批判了西方

高级产业结构产生的失业、经济增长停滞和竞争力

下降后果，认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应避免西

方发达国家的悲剧，而应另辟蹊径。武汉大学邹薇、

魏福成和马文涛提出，持续的产业升级和转型是一

国摆脱贫穷的关键，他们提出，在以下几种情形下，

产业升级会降低政府税收收益和经营中间品的利益

集团的利润，从而会阻止产业升级：（１）产业升级导

致的（人力或物质）资本份额的上升幅度较大，或者

技术进步的幅度较小；（２）初始产业状态中的资本份

额足够大；（３）企业家购买资本的价格较高，或者利

益集团经营的中间品的生产率较低；（４）政府从征税

中获得或留存的税收比例（或腐败租金）较大；他们

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缓慢甚至停滞、“二元化”产

业升级与经济结构等经验事实，提供了一个理论解

释。同时，中国的财政分权会强化“地方政府的税收

最大化的动机”或使得“地方政府更容易被利益集团

俘获”，因而会阻碍产业升级和转型，也为中国的财

政分权的弊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有些参会代表特别论述了城市转型升级的必要

性，天津师范大学胡钧浪和吕景春认为发展中国特

色的城镇化，应坚持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协

调的原则，消除限制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因素，积极培

育内需导向型经济，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

体形态，努力创造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

３．经济发展与转型的模式。南昌大学罗海平认

为，中国的转型或转轨本质是市场经济的形成即市

场化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转型和发

展模式的硬核，是最根本的现实基础，具有不可辩驳

性。而国防大学于连坤认为经济发展与转型的方向

应该从如下方面入手：一是深化对经济发展方式概

念的研究，切实搞清经济发展方式作为生产方式、交

换方式、分配方式和消费方式统一体的确切内涵和

外延，搞清经济发展方式同经济增长方式包含和被

包含的关系。二是深化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性质定

位的研究，进一步明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解

决生产力落后问题，还要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

不仅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关键抉择，也是开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重大举措。三是深化对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对策思路的研究，进一步明确经

济发展方式本身虽然是个经济问题，但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就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它涉及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层面的创新与改

革，需要具有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高度研究经济发

展方式转型的意识和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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