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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 

王永钦  张晏  章元  陈钊  陆铭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现有的经济学文献分析了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延续了改革

之前的城乡分割、经济分权和关系型社会几个特征。这些政治和社会的结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对积累资本、促进激励和履

行合约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改革的代价，并集中表现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不利于经济

增长、削减贫困和提高社会流动性，这使得当代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当改革的代价日

益积累至其临界点时，中国需要通过渐进式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调整来应对自己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如果这些调整能够维

持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那么中国将可能形成一种独特的“大国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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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政治学家Townsend与Womack（1986）谈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做了这样的评论：“这表明了一种日益增

强的信念，即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它应当有一个不同的标签”。但是，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不是真的可能形成

一种成功的经验？如果可能，我们又如何迎接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我们给中国的发展道路到底应该贴上一个什么

样的“标签”？它对于当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 

    当我们试图从经济学研究出发形成对于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完整理解时发现，我们必须首先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和

社会结构，这实际上是要回答“中国从何处来”的问题。而对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关注也决定了我们理解“中国向

何处去”的基本线索。“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可以具体化为一些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尽管不同的人用不

同的思考方式和学科背景来思考当代中国的问题，但有两个问题是所有人无法回避的，那就是：（1）中国的经济增长如

何持续，社会和谐如何实现？（2）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的目标是怎样的关系，是否能够同时实现？ 

    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理论家的任务是要去寻找一个一致的分析框架，它应该不仅能够解释中国近三十年的高速经济

增长，还能够解释今天中国改革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本文首先从政治和社会的基础这一角度来解读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如果说改革在初始阶段促进了经济增长是中国既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收益”，那么同样是这个政治和社会结构日益显

露出的不利于社会和谐和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则是它的“代价”。随着历史的推进，中国既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收

益”已经得以充分的发挥，其“代价”则日渐积累，中国在近年来进行的一些重大的政策调整，以及社会各界对于改革的



反思恰恰反映出，中国改革正处在十字路口。在这个十字路口，中国能不能审时度势地通过政治和社会的转型减少改革的

代价，将是能否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根据这一理论判断，我们将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总结为：“从

分割到整合”及“从关系到规则”。“从分割到整合”主要是指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分割状态应逐渐得以消除；“从关系到

规则”主要是指减少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所赋予的不同人在政治和社会资源禀赋方面的不平等，并通过建立公正的秩序

与规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在顺利实现这两个转变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包括政府自身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这可能是

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中国的发展道路上面

临着重大的问题与挑战。 

    ......

    小结：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大国发展模式” 

    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价格能够自由的浮动，以及产品和要素能够自由的流动。根据这样一个判断标准，中国已

经基本建设成了一个市场经济体制，惟一的差距是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以及由此而给商品和要素（主要是劳动力）的跨地

区流动造成的障碍。 

    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在自己的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的时候，并不会完全地放弃自己已经形成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因

此，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分权的体制必然会被保留，而相应的，政治集权作为减少经济分权的负面影响的制

度也不会被根本放弃。理论上说，功利主义（即最大化最大多数人福利）的中央政府加上经济分权创造出的地方政府在

Tiebout意义上的竞争，是一种实际上的民主，这种民主可能还优于西方式的民主。姚洋（2005）也指出，泛利性政党和

地方性创新的成功结合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特征。中国要做的调整只是在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的框架

下引入更多的更有效的政治竞争和权力制衡，让更多的普通民众参与政策决定过程，改进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治理和责

任制，以及削弱地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特别是投资）的能力，并进行相应的地方财政和税收体系的改革，将地方财政转

变成公共财政。 

    第二，中国的一些社会结构也将被延续，而不是被彻底放弃。与政治集权相对应的等级制将是中国社会必然被保留下

的基本社会结构，在等级制下，垂直的社会结构和在这个社会结构下形成的政治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必然也将同时被保

留，随着向规则型社会的逐渐转型，政治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将在市场发育的过程中被减弱。但是，只要与政治集

权相对应的垂直的社会结构不发生根本改变，政治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配置资源的作用就不会被完全消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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