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方都市报：经济增长趋缓背后的深层原因 

  
    最新一轮的宏观调控继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关于经济未来走势的讨论又开始浮现。7月3日，20名经
济学者联合研讨达成的一个“共同看法”是中国经济增速将减缓。  
   
    如何解读这一判断？经济增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未来的判断须放置在一个动态的长期背景下来
观察。  
   
    从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固然实现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是增长过程并不平稳。1992
年以来，宏观经济走势就出现了几次明显波动:在1997年以前，是所谓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在1998
年至2002年，经济增长率在7%到8%之间徘徊，则被认为是经济“过冷”、通货紧缩；到了2003年，经济
增长率9.1%，新的看法是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一轮过热。从这一经济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整体上的高速增
长过程中，周期性波动一直是存在的，而且波动周期在逐渐收窄，这表明中国经济依然在“一放就乱、一
收就死”的“治乱循环”中徘徊。如果判断未来一段时期内增长可能走低，应该不会令人感到意外。  
   
    在最直接的经济逻辑上，经济增长是一个由要素投入推动和需求拉动的交互作用的过程。  
   
    从供给方面来分析，维系一个持续的增长需要依靠要素投入的累进的增加，如果要素投入难以维
继，则持续的增长也必定难以维继。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主要包括资本的投入、劳动力的投入和技术的进
步。自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中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资源供给不足现象，比如能源短缺、水资源短缺、土地
短缺在中国经济较发达地区广泛存在，甚至以前被认为是可以“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也出现了所谓的
“民工荒”。另外，如人们所熟知的，克鲁格曼曾经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有一个著名的预言，东亚经济是
依靠资源投入推动的经济，技术进步对增长几乎没有贡献，这种经济毫无奇迹可言，注定的是不可持续
的。我国经济与东亚经济在结构上类似，都是劳动和资源密集型投入推动的经济，技术进步的含量很低。
从供给方面来看，在走过了20多年的高资源消耗的发展之路之后，目前再继续维系高的资源投入强度已非
常困难。  
   
    从需求方面来看，主要包括国内需求、国外需求、投资需求。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是
越来越高，来自国际市场的需求是支撑增长的最关键引擎，但是从目前频频发生的与欧美地区的贸易战来
看，海外市场能够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已然不大。而国内需求多年来一直持续不振，其重要的原因是居民收
入增长缓慢，有研究表明，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也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同
时，由于需求不能同步增长，必然也对投资的增加形成抑制。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体制方面。经济过程都是在既定的制度之下展开的，一般而言，完善的竞争机
制、对产权的良好保护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在经济学界，一位杰出华人学者曾提出“制度的后发
劣势”的洞见，即后发国家对先发国家进行技术模仿会比较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则会比较困难，
因此后发国家往往倾向于模仿先发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先发国家的制度，这样后发国家虽然可以
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由此却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
展变为不可能。这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为什么现行制度有可能对经济的持续增长形成阻碍。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历史地形成了与完善的市场机制相适应的
制度建设天然滞后。其间涉及的面非常广，包括要素市场的制度建设、收入分配制度、金融秩序等方面。 

   
    然而，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不良预期其实也并不是令人十分的悲观。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说法
是，只要竞争充分、经济资源是永远也用不完的，且制度的改变就能带来技术的改变。所谓民工荒、能源
荒、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来自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背后的实质都是竞争机制的不健全，市场主体的权利没
有得到充分保障。如果完善的市场机制所要求的法治秩序、竞争规则能够建立起来，克服了制度“后发劣
势”的中国经济必定会赢来更长期更稳定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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