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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 
• 自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
增长,从1978年中国人均总国民收入340美元，
到1995年上升为2650美元，到2000年上升为
3920美元，（来源于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
展指标数据库，按人均购买力评价(PPP)国际
美元（现价）计算）。 

• 至2012年，世界银行估计中国 人均收入
4,700美元。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2年
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 大约
也折合4000多美元。 
 



中国是否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 根据国际经验，在这个发展阶段，
不少国家都可能会遇到越来越大的
发展瓶颈。 

•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目前确实
面临着某种发展困境。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发
展的两个阶段及其特点 

 • 伴随人均收入增长的同时,中国从正处在从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从中国的
增长轨迹和特点来看，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
两个发展阶段。 

• 第一阶段表现为放开市场,注重效率,国企逐
步退出竞争性行业，政府以促进企业有效率
的发展为目标导向。 

• 第二阶段，民营化的战略目标逐步淡化，从
放开市场到控制市场，政府则更多考虑到社
会稳定目标。 
 
 



第一阶段 

• 通过放开市场，激励民众进行创业，大量民企
涌现，通过市场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
各种新的市场机会得以发现。 

• 从一个僵硬的计划经济，转变为一个灵活的适
应需求的市场经济，伴随而来的是，传统国有
经济的不断萎缩和新兴民营经济的高速发展扩
张。 

• 市场化导致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是改革开放
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直接推动力，也是这一阶
段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第二阶段 
• 市场化的步伐放慢并逐渐停止，国企改革基本停
止，政府加强对经济的控制力，尤其是控制了土
地市场、资本市场，各种上游资源市场以及所谓
的支柱产业，因而各种市场进入壁垒建立并得以
强化。 

• 经济中出现了大量的垄断现象，尤其是2008年以
来金融危机导致政府对经济干预力量和控制力量
大大加强。 

• 这个阶段的增长特点，主要是依靠政府和国企的
投资拉动效应，表现为国企规模的迅速扩张，许
多国企的投资过度，出现明显的规模不经济效应。 
 



总结两个阶段的不同增长源泉 

• 第一阶段依靠市场放开，削减政府过
于集中的权力，国企逐渐退出竞争市
场，民营企业不断的创新和扩张，国
退民进，推动整个经济增长。 

• 第二阶段依靠加强政府控制力，通过
国有企业大量投资扩张，相对来说，
民企创新和发展受到抑制，国进民退，
以此拉动经济增长。 
 



不同的发展目标导致了不同的增长
效应及其可能的结果。 

• 第一阶段的发展主要依靠市场化机会的激
励，依靠成千上万民企发现新价值的创新
激励。 

• 第二阶段的发展则主要依靠政府行为，大
量涌现出寻求政府垄断支持的寻租行为，
这种由垄断产生的寻租行为往往是非生产
性的，不能创造新的价值。 

• 结果：难以摆脱的通货膨胀、产业结构畸
形和低效率增长。 
 
 
 



 
经济发展面临通货膨胀 

 
• 依靠政府主导的发展战略，为了刺激经济
增长和满足政府业绩目标，往往过度投资。
例如2008年的四万亿的政府投资，直接导

致了通货膨胀的后果，大量资金流往房地
产市场，导致房价飙升，导致房地产市场
的泡沫泛滥。由于房市成本大升，进而带
动其他行业的成本也相应上升，形成了巨
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产业结构畸形： 
产能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 

• 国企的大量扩张行为，来自在其后存在的
政府控制和支持，低廉的资本价格导致国
企的投资过度，产能过剩，规模不经济或
规模效益低下。 

• 同时，政府控制或垄断了金融、矿产、土
地等上游资源的市场，导致这些行业的市
场供给不足，在这些行业形成高额垄断利
润。 
 



垄断寻租和低效率资源配置 

• 政府主导经济的战略导致寻租行为，大量有价
值的资源浪费在寻租上，结果必然转嫁到生产
成本上，因而大大提高了经济增长的成本。 

• 在垄断保护下，企业不思进取，不愿积极创新，
而依赖固有的垄断资源去获取各种机会和高额
利润。 

• 政府主导经济的战略不可避免的导致垄断的普
遍化，因而还会引起整个经济的低效率的资源
配置。 
 



生产部门或实体经济萎缩 

• 垄断一旦形成了某种既定的主导势力，社会就
会形成追逐垄断权力的风气，就会形成一种寻
租潮。所有的企业，都不可避免的陷入其中。
它们不愿去做艰苦的努力进行创新，去发现市
场新价值的机会，而是试图通过寻租去发现市
场垄断的机会，后者往往更容易获利。 

• 大量的这种寻租行为是建立在政府权力控制绝
大多数社会资源的基础上的，一旦这种行为形
成主流，那么新价值就不会被创造出来，实体
经济就会萎缩，泡沫经济则会同时出现，非生
产部门会膨胀，经济发展就会落入陷阱。 
 



两难困境和不可持续的增长 
• 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需要更多的投资拉动，
然而，政府主导或国企为主体的投资，恰恰导
致了产能过剩和产能不足的并存，加剧产业结
构的畸形和通货膨胀的压力。 

• 在进入壁垒和不公平竞争环境下，由于进入成
本太高，民企很难发现新投资的合适机会，一
般民众也较难得到创业机会。 

• 一方面缺乏民间投资机会，使经济增长面临下
降；另一方面政府导向的投资产生的不良效果，
使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通货膨胀和低效率，因
而是不可持续的。 



转型陷阱的主要原因 

• 依靠政府和国企的主导发展战略，导致强势的
市场力量及其垄断。垄断导致的寻租行为，把
大量社会的宝贵资源浪费在寻求租金的行为上，
不创造任何生产价值，也不能形成新价值的增
长源泉。这样的发展是没有效率的。 

• 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存在不公平的市
场地位，其间的竞争也是不公平的。结果，国
有垄断力量不仅导致其自身的低效率，而且还
压抑了民企的创新精神。这些都会抑制经济增
长的内在动力。 



解决方案：以改革促进发展 

• 依赖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实行投资导向
的经济增长？依赖垄断寻租还是依赖自由
创业和创新？这是能否获得新价值的增长
源泉的关键。 

• 摆脱转型陷阱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
公平竞争，打破垄断导致的发展壁垒和瓶
颈，尽可能的减少寻租及其资源浪费，降
低增长的成本，完成面向市场的经济改革，
才能实现有效率的经济增长。 
 



•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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