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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发展新常态 ： 改革 、创新与可持续
”

学术研讨会综述

２０ １ ５ 年 １０ 月 １ ７ 日
一

１８ 日 由 辽宁大学经济学扩张
”
三部分 ，进一步从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分

院承办的
“

经济发展新常态 ： 改革 、创新与可持续
”

学析第三产业份额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张培丽则认

术研讨会暨中 国经济发展研究会第 １ ７ 届年会召 开 。为第三产业具备支撑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条件 。

来 自 国家统计局 、 中 国人 民大学 、南京大学 、南开大王蒙 、周文通过改造结构红利研究中的
“

偏离份

学 、吉林大学 、山东大学 、 中央 民族大学 、辽宁大学 、 同额法
”

，核算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份额下

济大学 、湖南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吉林财经大学 、 辽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

宁省社会科学院 、 日本北九州 市立大学等 国内外机构２ ０ １ ５ 年东北 三省第
一

季度与 第二 季度 的 经济

和高校的专家学者 ， 以及《人民 日 报 》《光 明 日 报 》《经增长速度位列全国末位 ，

“

新东北现象
” 也引 起 了与

济学动态 〉〉 、 经济科学 出 版社等媒体及 出版单位 的代会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 。 李政认为
“

新东北现象
”

是

表出席本届年会 。 会议围绕我国经济发展新 常态下经济结构和创新创业 问 题 ，根源在于东北地 区经济
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进行了深人研讨 。结构性矛盾 、创新水平 、创新创业环境等方面 ，应该

―

、新常态下 的经济增长动力 、速度Ｍ构 业生态系统 、完 业环境 、深

＿？化创新创业体制机制改革 、促进 区域与 国家间协 同
ｊａ

．

娜等途径实絲北駆 的发展 。 孙ｒ生指 出
‘ ‘

新

洪银兴教授认为 ， 中高速增长要靠产业结构的 中东北现象
”

出现的必然性体现在产业结构上 ，应该在

高端来支撑 ，基本路径是通过创新驱动来实现 ，而
“

互发挥地区优势的前提下 ， 注重地 区 产业 结构的多样

联网 ＋
”

将在其 中扮 演重要角 色 。 黄泰 岩教 授也认性和合理性 。 姜晓秋则从长期 向好的基本面 、潜力 、

为 ，实现中高速增长动力从根本上说靠创新驱动 ，在良好支撑 的基础条件以及结构优化等角 度对新
一轮

自 主创新机制 、体制 、制度尚 未建立的条件下 ，应该努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进行了乐观 的估计 。

力在学习 、 引进 、模仿和 自主创新之间寻找过渡模式 。韩蕾 、刘长溥提 出通过打通
“

东西两道
”

，五大经

国家统计局许宪春教授正面回应了 国外媒体对济区联动 ， 改造提升传统加工制造业 ，构建东北亚桥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 的三个质疑 即 ＧＤＰ 缩减指数下头堡群等提高东北地 区的对外开放水平 。

降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相矛盾 ；
因 没有扣除进景宏军 指 出 ，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 地方财政普遍

口价格的 变化 ，导致 ＧＤＰ 增 长速度被高估 ； 采用单不健康 ，地方财政风险 日 益突 出 ，
应该通过准确定位

缩法 ，导致 ＧＤＰ 增速度被高估 ，通 过对 相关计算方地方财政的 角色 、健全资产负 债能力和意识 、完善地

法的详细描述后 ，认为上述所谓 的矛盾并不存在 ，并方财政收人的来源体系 、优化财政支 出结构和丰富

指出 了这些质疑在计算方法上的错误 。地方政府预算平衡手段等措施促使地方财政的正常

张桂文认为 ，我 国刘易斯转折阶段 大致发生在运行 ，降低地方财政风险 。

２ ００５

—

２０ ２０ 年 ，需要不断推进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 ，＿
■木 ＝

促进产业与区域结构协调发展 ，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冑

实现中高速增长 。 周健通过对制度工资的假设进行

修订 ，从农业劳动边 际产出 、平均产出等经济增长概林善浪等利用福建省 ８８ 个村庄 ２０４ ０ 份问卷调

念以及生存工资等经济增长成果分享概念两个方面査数据 ，运用有序 Ｐ ｒｏｂ ｉ ｔ 模型就家庭生命周期对农

提出
“

刘易斯转折点
”

的判断标准 ，强调只有这两个标村家庭农场规模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显示 ：家

准同步实现 ，才是真正跨越了
“

刘易斯转折点
”

。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家庭农场规模具有显著 的影响 ，

杜曙光通过
“

偏离份额法
”

公式将经济增长速度分家庭子女数 、家庭劳动力人数与家庭农场规模呈 正

解为
“

产业内技术进步
”

、

“

产业结构变迁
”

和
“

生产要素相关 ，女户主个体特征与家庭农场规模正相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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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继明教授提出并回答了
“

新土改
”

中 的八个问企业的成长空间 。 政府要调整民 营企业支持政策 ，

题并澄清了 土地 资源配置能不能由 市场决定？土地像重视引进利用外资一样重视民 营企业的发展 ，像

制度依法改革是否只能依现行法律改革 ？ 是否只有农关注国有经济发展
一

样关注民 营经济的 成长 。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才能入市 ？ 农民 的住房财产权魏建认为 ，经济减速只是新常态的表象 ，更根本

是否只包括房屋不包括宅基地 ？ 小产权房何以是
“

三的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改变 ，而政府只能发

违
”

建筑 ？ 改革是否只限于农地 ？ 是否应该限制资本挥引导而非主导作用 。 刘国亮认为人力资源质量 的

下乡 ？ 何为守住三条底线？ 等相关问题的模糊认识 。提高 、ＦＤＩ 大量的流人 、创新的产业升级 、政府对公共

张广辉 、魏建从农 民 进人 城市的
“

意愿
”

和
“

能物品的投入 、持续的制度创新能够为经济增长的持续

力
”

出 发 ，指出土地承包经营权 、 宅基地使用权 和集发展提供动力 。 李玲玲认为消费需求在不同 收人水

体收益分配权等土地财产权利能够增加农 民收入水平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 ，在 中等收入水平阶段 ，增加

平 。 村委会 、地方政府 、 用地企业等在
“

主动城镇化
”

居民消费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 ，但应避免较大

和
“

被动城镇化
”

水平 的提高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的收入差距对工业发展形成低端技术锁定 。

曲振涛认为城镇化是破解经济下行的出路 ， 需要作为结构调整 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用事业发展

一个可行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措施来解决经济下行问研究引起 了与会学者 的关注 。 谢地 、孔 晓指出 ，城市

题。 王树春 、王俊认为城镇化动力机制 是决定
一

定时公用事业是政府监管的 传统领域 ， 其发展水平与 政

期 内城镇化建设 的 目标和任务能否达成的关键。府监管理念 、监管质量密切相关 ， 亟待通过政府监管

魏博文对城镇化 中地方政府性债务和 民间 资本改革激活市场主体活力 ，释放城市公用事业发展动

的作用效果进行 了分析 ，认为二者之间 存在
“

此消彼力 ， 以支撑城市化更好更快发展 。 和军认为不存在

长
”

的变 化临 界点 。 临 界点 前 ，地 方政府起主 导作普遍适用的公私合作方式 （ ＰＰＰ ） ，其成功的关键因

用 ；超越界点后 ，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逐渐让位给民素在于项 目 特征与公私合作治理机制的 匹配 ，重点

间资本 ， 民间 资本的作用效果增强 。在于特定 的治理机制能够解决特定 项 目 中交 易 成

刘茂松认为 ，我 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本质是将本 、沉淀成本 、 自然垄断其中某方面的突 出 问题 。

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四 新常杰下的
“
一带

一路
， ，

战略 、

的一种新型绿色化发 展模式 ，主张通 过市场机 制对
￣＇

麵有效配置、 自 然环境定价及产权交易和绿 色化

发展评价体 系 等 ， 建立 中 国经 济绿色化 发展模式 。刘志中认为 ，

“
一带

一

路
”

和 自 由 贸 易试验 区 战

王朝明 、 胡继魁认为传统制造业污染排放是影 响 空略的实施 、人 民币 国际化进程的加快 、区域通关
一

体

气污染最为主要的原因 ，并通过制 造业行业的 细分化改革和跨境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将推动中 国对外

数据从理论和实证角 度研究了 进人新常态后制造业贸易 的稳定增长和转型升级 。 李丹则分析了全球贸

发展变化与空气污染 的相关性 。易格局与
“
一

带
一

路
”

战略之间 的关系 ，认为
“
一

带一

一

软次雜 ■＾太ｔ的＞ 丨 １ 年路
”

战略具备引领和推动全球经贸格局重构的能力 。

二 、立开新 吊忍 卜的企业订力沈梓 蠢 、丽 良对
“
－

带
－

路
，，

战略与转型升级之间

贼系肺分析 ，认为相企业处于健链低端导

杨蕙馨认为 ，新常态在表面上是 ＧＤＰ 增速告别致了我国转型升级的 困局 。 全球终端市场逐渐从北

两位数增长 ，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 ，而背后的原因是方国家向南方国家转移 ，这与
“
一带一路

”

经济全球

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 ，包括工业发展模式 、人力资源化战略向南方转移 战略核心
一

致 ，为我 国企业掌控

和资源环境三个方面 。 张丹 宁 、 刘永 刚指 出社会责新的全球价值链生态系统实现转型升级战略 目 标提

任逐渐突破传统 的单
一企业范畴 ，开始 向供应链上供了可行的具体路径 。 崔 日 明 、 李晨则对我 国的

“
一

下游延伸 。 随着产业集 群的 飞速发展 ，产业集群社带一路
”

战略与美 国的
“

新丝绸之路
”

进 行了 比较研

会责任催生 于现实经济 发展 ， 使得社会责任建设走究 ， 指 出两者均存在 自 身的战 略优势与劣势 ， 只有合

向泛组织化 的网络共生建设格局 。 联系企业行为 问理竞争 ，实现包容性发展 ，才能更好地促进两 国经济

题 ，谢地认为 ， 在市 场规模与 市场范 围有 限 的 条件与 中亚地 区的共同繁荣 。

下 ，在资本 、技术 、 品 牌等方面具有明 显优势的外资（辽宁 大学 经济 学院 谢 地 张广辉 ）

对我国竞争性产业 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民营（责任编 辑 ： 白 丽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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