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升级中国经济系统是“中国方案”的关键 

 

李稻葵 

 

提要：回顾过去，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并不在于实施了成功的产业政策，而是政府

协助企业开疆拓土，帮助企业培育、做大市场。如今，这个“经济系统”的运行遇到了困

难，必须完成从 1.0 向 2.0 版本的升级。这一过程中，政企关系和政府监管能力的升级，

至为关键又至为艰难。如果能建立一套奖惩分明的激励机制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建立“亲”、

“清”的政企关系；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监管团队，进行精准调控、精确监管，将有助于这

一系统从“低能运行状态”顺利升级，带动“中国方案”成为全球标杆。这是“中国方案”

的基础与核心。 

 

 

 

 

 

“中国方案”，底气何在？ 

 

底气是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未来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只有合理总结过去经

济发展成功的经验，同时不断解决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中国的一系列体制和政策

才能在国际上让人信服，才能升华为一套经济发展“中国方案”。而经济发展的“中国方案”，

应该是整体“中国方案”的核心和基础，毕竟，国际社会最看重的是中国迅速崛起的经济实

力极其背后的制度因素。 

 

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快速发展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其根本，并不在于实施了重大产业

政策。事实上，从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光伏、VCR等领域来看，这些产业政策都可以说是不

成功的。今天的海尔、格力都不是政府当年一开始就扶持的对象，深圳的华为也是如此。今

天取得成功的众多成长性企业，无论华为还是海尔，往往是在崭露头角之后才受到政府的关

注，并在成长的中后期获得当地政府的重点扶持。因此，中国经济成长的经验，不能归结为

产业政策的实施，而应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寻找解释。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成长的基本经验，也可以称为“中国经济系统 1.0”，那就是

是政府协助企业开疆拓土，帮助企业培育、做大了市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迄今以来最根本

的特征。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的经验与亚当·斯密一些论述不谋而合。过去，我们对斯密

的思想有太多片面的解读，认为他单纯鼓励劳动分工和经济自由化。 事实上，他在《国富

论》第四和第五卷里大量谈到政府应该如何帮助市场经济发展，包括女皇为什么要管法庭、

女皇为什么要控制美国殖民地外贸、女皇为什么规定美国外贸用的商船必须购自英国而非法

国等等。中国经济过去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长，符合亚当·斯密的观点。 

但是，这个经济系统的运行今天碰到了困难，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显著的下滑。不可否

认，导致经济下滑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包括产能过剩以及国际市场需求低迷等等，但“中国

经济系统”正处在转型升级期是更重要的原因。如同电脑操作系统需要不断更新，1.0版的

“中国经济系统”如今处于待更新的“低能运行状态”。笔者认为，要想走出经济困境，必

须完成“中国经济系统”从 1.0版本向 2.0版本的顺利升级，在这一过程中，有两点至为关

键，即政企关系的顺利升级，政府监管质量和水平的顺利升级。 

 



政企关系亟需升级 

 

在“中国经济系统”1.0 版本里，政企密切合作，政府帮助企业开疆拓土，比如招商引

资、提供工业园区、帮助企业招工、防止劳工闹事等。然而，旧版本的政企关系在促进经济

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腐败问题，需要及时升级更新。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亲”、

“清”政企关系，即领导干部对企业家既要“亲切”又要“清廉”。政企关系的改变并非易

事，在当前反腐形势下，一些领导干部工作起来瞻前顾后，经济增速因此受影响。所以，推

进“中国经济系统”升级的第一个关键点，在于探寻构建“亲”、“清”的新型政企关系之道。 

 如何建立“亲”、“清”政商关系？目前谈的比较多的是政治信仰和理想。不可否认，这

是基础性工作，即便在西方国家，政治理念也是政府决策者时时要谈的。比如最近，美国印

第安纳州政绩不错的前州长写了一本书，叫《挽救共和国》，在美国相当畅销。我在机场上

买了一本，却读不下去：书里大谈美国共和政体的政治理念，太说教了。建立“亲”、“清”

的新型政商关系，显然需要制度保障。本质上讲，必须建立起一套奖惩分明的激励机制，

同时需要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激励机制过去是靠跨地区 GDP 增速竞赛，即，谁主政的地

方 GDP 增速高，谁提拔的可能性就高。现在看，这套机制太单一、太单薄。太单一是因为

GDP 增速竞争导致地方官员过分关注短期 GDP 增速，不顾长期后果，从而导致地方负债过

重等后遗症。太单薄，是因为提拔的机会太少，越往上越难，因此，往往会有官员不惜拿政

治前途冒险去受贿，追求短期个人经济利益。所以，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大幅提升官员的业绩

工资，对每一类岗位提出综合业绩指标，定期考核。更重要的是，各级官员执掌经济、社会

重要决策，必须要有高度的职业荣誉感，因此，他们的平均工资待遇不应该低于同样工作资

历的民营经济部门的经理人。根据新加坡等国成功的经验，这样一支队伍是有相当的自觉去

抵制来自市场经济的腐败压力的。 

仅有激励是不够的，监督也极其重要。纪委、审计的监督应该是制度化、长期化的。

如果是疾风暴雨的运动式，被监督者的理性反应一定是躲到屋檐下，什么也不干，暂时躲

躲风头。风头一过，一切照旧。因此，更加合理的办法是建立长效机制。特别重要的是，

由于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是制度的不断变迁，许多今天看来不合规不合法的行为，几年前处

于模糊区间。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去追究以往的行为，必然会加强上述屋檐下躲雨的行为，

直接引发全面的官员不作为，从而导致经济系统在升级过程处于半死机的状态。 

 

政府监管质量和水平亟需升级 

 

经历了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今日的中国经济已经不是昔日萝卜白菜式的简单市场经济。相

反，当前的市场经济形态极其复杂，不是简单的简政放权就能让市场自发地健康成长，而必

须对市场进行合理的监管。比如网购平台采用竞价排名的方式，给了假货可乘之机，综合排

名高的商品并不都是正品；再比如搜索引擎，竞价排名不但不能及时给用户提供最有效的信

息，甚至可能有误导，酿成“魏则西事件”之类的悲剧；医药监管也不能听信企业的一面之

词，临床试验信息的造假也不是没有先例。这给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如果面对愈加复杂的市场环境，政府的监管能力没有及时升级提高，就会出现问题。美

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因为“猫的能力不如耗子”，政府监管能力赶不上金融市场的创新。

因此，2.0版的“中国经济系统”要汲取前车之鉴，及时升级政府精准调控、精确监管的能

力，其中关键在于培养一支高素质、高水平、有事业心的市场监管团队，给予这些市场监管

人员与市场完全接轨的工资水平，并提升其社会地位，激励其实现对市场的精确精准监管。 

 “中国方案”的核心和基础是一套帮助穷国迅速发展的经济体制和政策。过去中国经济

发展有不少心得，依赖的是一套政府与企业密切合作，帮助企业开疆拓土的经济体制，我们



不妨称之为“中国经济系统 1.0”，而今，经济发展遇到了困难，“中国经济系统”必须从 1.0

版本向 2.0版本的升级。关键就要围绕如何建立“亲”“清”的政企关系、如何实现对日益

复杂的市场经济进行精准调控、精确监管。如果能找到这两个关系中国经济升级的关键问题

的解决方案，实现经济持续发展，那么，中国经济体制将会“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

提供广泛认可和接纳“中国方案”。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本刊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