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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富强与国家富强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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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中期，中日两国的高层公开承认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了当今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虽然，对这一结论还有一些人持不同意见，如日本有人称如果去掉通货膨胀的因素

后进行比较，日本的经济规模总量仍是中国的3倍;我国国内也有人指出，由于中日人口规模的

巨大差异，即使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中国的人均GDP量仍然只是日本的1/10左右，因

而中国仍需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艰苦奋斗。但是，至少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说，这一事实也反映

出中国经济运行在国际范围内进入到一个带有里程碑式的发展阶段。然而，当前中日的经济发

展差距是靠GDP总量的赶超就能够拉平的吗?显然不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我们取得了上

述的伟大成绩，我们离真正的人民和国家富强之路，仍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国家富强要与国民富强相统一 

  在传统的思维中，很多人是把国与民、富与强相互间的联系割裂看待的，因而有着“国富

民强”、“民富国强”等等不同的追求目标。今天，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

有学者提出，民富逻辑上在国强之前，即民众富裕了，国家就强大，因而当历史进程走过了

“国强民穷”的关键时刻，就必须全面转向“民富国强”。这是国家更趋强大的必由之路。笔

者并不赞成把国富与民强割裂起来甚至对立起来的观念。从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没

有国民的富强，也就不会有国家的富强。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到今天，

中华民族在现代历史上才有了富强的初步迹象。据统计，2007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

已经超过美国，而且无论是就食品、能源还是工业产品而言，中国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消费

市场。当今最有名的美国经济学家之一、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佛里·萨克斯就曾感叹说：“中

国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好的发展成功的案例。”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就已经真正走向了国民富强和国家富强的道路。从国际角度

看，尽管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十分傲人，但并不是使国家和国民都同时从这种经济进步中取得了

最好的收益。例如，有关资料显示，中国和韩国在1965～1990年期间实际人均GDP增长率都超过

了6%，但到1995年韩国就从1960年代初的世界最贫穷国家行列，一跃登上了人均GDP10000美元

大关，并于第二年加入了经合组织。但是直到今天，我国的人均GDP才刚达到3000多美元。而

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各方面的矛盾也在逐渐显现出来。对此，党的十七大指出，目

前我国的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

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等等。这就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

上，如何实现国民和国家的共同富强，仍是一个有待于破解的大课题和难课题。 

实现国与民富强的基本途径 

  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要走科学发展之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有力地证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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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硬道理，但仅有发展特别是仅有经济上的发展还是不够的，必须要用科学发展的理念，来统

领我国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促进好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和政

府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

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指

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

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关系到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选择什么样

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如何发展得更好的问题。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要实现国家和国民

的共同富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要

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

能够惠及全体人民。只有强调和切实落实“以人为本”理念，才能让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

惠及到人民群众身上，才能使国民与国家一起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路程而不断走向富强。 

 

  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要走公平发展之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历来是市场经济运行中难以

把握和处理好、但又必须加以把握和处理好的重要关系。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由于传统

经济体制中效率低下弊端的影响，我们更多地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路。应该

说，这一政策在促进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在使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方面，有着不容忽

视的重大作用。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我国当前社会的严重两极分化现象。例如，

1997～2007年，在我国GDP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上升至20.57%，劳动者报酬却从53.4%

下降至39.43%;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则由1990年的53.42%，下降到了2007年的

39.74%。这表明，建立新的公平、效率观，已经势在必行了。 

  传统的公平、效率观是把公平和效率问题看作具有很多矛盾的两个方面，笔者认为从实践

的角度看，这一观点需要改变。实际上，公平并不等于平均，更不等于结果上的平均化。然

而，公平却要求人们之间、地区之间要在规则的制订和实施方面，在经济发展的起点上，有一

种平等的对待。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往往强调某些政策的差异化，如地区间的不同优惠政策等

等。但是，这些政策上的差异化更多地是起到了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的方向发展作用，这

就人为地阻滞了经济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在地区间、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使得社会资源过分地

向某些本来就具有一定优势的地区和个人倾斜，这是造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两极分化的重

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公平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向落后地区和贫困阶层倾斜更多的政策，可以

使社会效率得到更快的提升。在这方面，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日本是人们公认的地区差

距和个人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在上世纪50年代后半期，日本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为振

兴地方经济，其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地区建立了大批工厂。这样就带来了地区之间、城乡

之间的差距问题。为有效应对，日本政府及时制定了振兴法律，规定工厂若建在地方上或者农

村里就应给予相应地补贴，同时地方也配合中央建立了很多工业园区。这样，就使得其在经济

发展中的地区差距不断缩小。 

  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重视内生发展能力建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十分重视和强调物质生产

能力和物质资料发展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基础作用。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实践

中，物质资本被看作是唯一稀缺的资源，或者是稀缺资源中最稀缺的一种，资本稀缺被看作是

发展中国家加速经济发展的最主要障碍。但是，战后几十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

大多数国家并未靠高积累率而起飞或获得令人满意的发展，失业或就业不足问题普遍存在，收

入分配很不平等，农业进步不大，人民生活水平仍然处于低下或贫困的状态。究其原因，就在

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不是单靠大量的资本投资就能完成的，而是还有着体制机

制、人力素质、国际贸易环境、发展战略及政策的合理性等多方面的因素制约。因而1980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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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西方发展经济学开始强调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发展

学者索洛等人提出了第二代增长理论即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是由资本、劳动和生产

率(技术进步)三大要素共同决定的。随着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研究的深入，人们对经济增长所

做的核算表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逐渐减小，而技术进步的相对贡献越来越大，并且

正在日益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由此，罗默、卢卡斯等人提出了第三代经济增长

理论即新增长模型，也称作“内生增长理论”。其认为，技术进步不是外生的，而是由经济体

系内部因素决定的，即内生的，并由一个社会对技术进步的应用状况而推导出，国家之间的收

入差距将趋于扩大，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较高的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将越快，后进国家很难赶

上。 

  从经济增长理论的三代变化中可以看出，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在经济增

长中的作用大小，取决于资本边际生产率的变化，也就是说，要看资本形成的进程是否同时促

进了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因而，要使我国不断在国家的层面上走向不断富强，就需要使

我们的国民也不断地走向富强，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国政府及各位企业家在重视内外部投资

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培养自己的技术力量、提高当地的劳动者素质，使得新的投资能力和技术

逐渐由外部引进而变为本地区、本企业的自主创新，在相关产业上形成自己的内生发展能力，

这就有助于促进我们国家和相关企业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经济学既看

重一个国家宏观和微观方面的资本形成能力，更看重这些国家的内生发展能力。正因为如此，

推进这两种能力建设对于又好又快地促进国家和企业层面的经济发展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

义。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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