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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李义平；2003年10月10日) 

文章作者：李义平

    一、GDP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 

    在我国，GDP是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通常认为正常的增长速度应当是8％左右，反之则被认为是过热或不景气。然而，恰恰是这个被国人十分

推崇的GDP并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很有必要正本清源地搞清到底什么是GDP，GDP到底有什么作用。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他的风靡世界的《经济学原理》中指

出，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在某一既定时期一个国家内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曼昆认为，准确理解GDP的要点是：①GDP是按照现行的

市场价格计算的；②GDP包括在市场上合法出售的一切物品和劳务，例如你购买了音乐会的票，票价就是GDP的一部分；③只算最终产品，不包括中间环

节；④是一个国家之内的，例如外国人暂时在中国工作，外国人在中国开办企业。他的生产的价值是中国GDP的一部分。GDP有三种计算方法，其中收入

法最为简明，既将经济活动中所有成员的收入加总。 

    越来越多的人包括非常著名的学者，对GDP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发生了怀疑。斯蒂格利茨曾经指出，如果一对夫妇留在家中打扫卫生和做饭，这

将不会被列入GDP的统计之内，假如这对夫妇外出工作，另外雇人做清洁和烹调工作，那么这对夫妇和佣人的经济活动都会被计入GDP。说得更明白一

些，如果一名男士雇佣一名保姆，保姆的工资也将计入GDP。如果这位男士与保姆结婚，给保姆不发工资了，GDP就会减少。 

    德国学者厄恩斯特·B·冯·魏茨察克和两位美国学者艾墨里·Ｂ洛文斯，L·亨特·洛文斯在他们合著的《四倍跃进》中对GDP在衡量经济增长中

的作用更是提出了诘难，他们生动地写道：“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

疏忽，突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连同到达的第三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 ，GDP说。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

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道、整理行道树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

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所谓的GDP依然在增加

“。1988年湖北发了大水，遭了大灾，湖北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提高到了13％。基于以上的分析，三位学者深刻地指出：“平心而论，GDP并没有定义成

度量财富或福利的指标，而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其中所包括的外资企业虽然在我们境内从统计学的意义上给我们创造了GDP，但利润却是汇回他们自己的国家

的。一句话，他们把GDP留给了我们，把利润转回了自己的国家，这就如同在北京打工的四川民工把GDP留给了北京，把挣的钱汇回了四川一样。 

    看来GDP只是一个“营业额”，不能反映环境污染的程度，不能反映资源的浪费程度，看不出支撑GDP的“物质”内容。在当今中国，资源浪费的亮

点工程，半截子工程，都可以算在GDP中，都可以增加GDP。 

    二、提高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由外在推动转化为内生增长 

    意义不过如此的GDP，何以成为我国各级地方政府的痴情追求呢？原因在于GDP是衡量各级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在行政从属关系中，简单

的、容易的操作的数量指标最容易被选择为考核指标。 

    一个易于考核的指标，一个有限的，通常为四年的任期，一个在给定的条件下每个人都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的不可抗拒的逻辑，使得重复建

设，亮点工程，“短、平、快”项目等能在短时间内让GDP迅速增加的举措成为地方政府的普遍选择，于是我们看到了城市建设优先于技术改造的安

排，看到了诸多填补中国、乃至世界空白的工程及设备的闲置，看到了30多个支线机场基本亏损的效果。我们感到了经济“过热”，然而效益却没有想

象的那么辉煌。 

    上述的种种现象，实际上相当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粗放经营，其基本功能在于虽然效益低下，但却可以在短时间内把GDP作得很大，也容易在短时

间内使经济发热。在笔者看来，粗放经营的根本特征是为了简单的作大而一味地、毫无顾虑的铺摊子。技术含量的高低并不构成粗放经营的基本特征，

因为21世纪上的项目肯定比上一世纪上的项目的技术含量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粗放经营所以成为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于政府对企业的约束

软化，企业的投资饥渴症，花的钱不是自己的。企业和各级地方政府可以从盲目铺摊子中得到好处，却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今天的地方政府特别是

主要领导人依然可以从“亮点工程”、“形象工程”中得到许多好处，例如职务升迁，而不必负低效的责任，这就不能不使他们热衷于此。 

    经济过热在于外在的经济增长模式即政府依然是投资主体，而且是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针对发展中国家造成资本巨大浪费的发展模式，发展经

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67年在他《发展中国家的失业中》的著名论文中，有着入木三分的描述，他说：“浪费的现象在大量已成现实的事物中昭然若

揭，它导致了资本利用率的不足——如按对需求的期望所建的工厂，每小时仅有几辆车行驶的高速公路，大型机场和航空集散地建筑的低利用率等。”

这都是普遍的现象。浪费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使一切建筑都变得富丽堂皇，政府建筑尤其如此。19世纪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使用资本时很讲究节约，所以

能保持很长时间的增长和较理想的就业水平。与此构成对比的是欠发达国家正在以更大的气派浪费资本；所以当出现某个大型项目完成但其提供的就业

却比期望的要少时，就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了。我们总是被告知这些国家资本短缺，可同时资本的低效利用和浪费却是这些国家最明显的特

征”。看一看眼下的情况，刘易斯所讲的正是我们自己的事：一方面是行政手段制造二元经济——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失业并没有减少；另一方面是低效

和资源浪费。 

    显然，对于我们这样的资本，资源却十分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当务之急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若如此就必须把外在增长模式变为内在增长模式。 

    把外在增长模式变成内在增长模式的关键是把投资主体由政府转为民间。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民间投资是要挣钱的，或者说是必须挣钱的，当所投资

本能够挣钱的时候，自己就对社会作出了贡献——交易的成功等于社会的承认。在我国，经济内生增长的典型是浙江民营经济推动的经济增长。浙江民

营经济在发展之初，选择的产业领域基本上是技术含量较低的轻工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但却形成了名扬海内外的专业市场。从后来的实践来看，这样

的选择是成功的。成功的原因在于：第一，技术含量不算太高，便于操作和模仿。此点对于刚刚步入市场经济，刚刚步入制造业的人们特别重要。第

二，适合从业人员素质。最初选择的产业一般对人员素质要求不高，当地相对教高的教育水平保证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具备了相应的素质，实现了农村剩

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推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启动资金数额不大，在无其它融资渠道的情况下，靠着微薄的原始积累和亲朋好友的支



持，基本上可以解决起始阶段的资本需求。第四，项目选择直接来自于市场，是在市场力量作用下的自发选择。较强的市场需求，使得资金回流快，滚

动发展能力强。第五，关键在于资本是自己的，赚得起，赔不起，且作出选择决定的是有一定的市场经验的企业家。浙江民营企业在自己挣钱的同时，

对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增长模式是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模式，是让政府省心的增长模式。 

    美国著名战略专家迈克尔·波特认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竞争优势在于环境，在于能够创造高层次的生产要素的环境，在于能够使各种生产要素

充分发挥作用的环境，而不在于政府的直接投资。政府的直接投资，包括政府的保护，恰恰是最没有效率的。浙江的经济及波特的分析，都说明变政府

直接投资为主为民间投资为主，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为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我们应当为此而努力。 

文章出处：《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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