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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与中国
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

□张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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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经济增长阶段

一、经济增长的阶段性
经济增长具有阶段性。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会有不同的经济增

长速度�而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和经济增长速度又是与一国的经济规
模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可以设想一个坐
标�坐标的纵轴表示经济增长速度�横轴表示一国的经
济规模�坐标中的Ａ、Ｂ、Ｃ、Ｄ各代表一个经济增长阶
段�坐标中的水平线和垂线表示一国经济从一个阶段
进入另一个阶段的边界�如图1所示。

在坐标中�一国的经济增长将按Ａ、Ｂ、Ｃ、Ｄ的顺序走出一个 “Ｎ”
字形�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在其经济起飞之前�处在经济增长的
Ａ阶段。这时�不仅经济增长水平低�而且经济规模小。经济增长从Ａ
阶段越过坐标中的水平线过渡到Ｂ阶段�意味着一国经济从小规模、
低速度向较大规模的高速度迈进�亦即表明一国经济实现了起飞。当一
国实现了经济起飞进入经济增长的Ｂ阶段后�尽管经济规模的扩大仍
具有相当大的空间�但经济的持续增长终将会达到规模经济的临界点�
即坐标中的垂线附近。此时�经济增长速度将会逐步放缓�并最终使一
国的经济增长进入Ｃ阶段。如果一国经济再次跃过坐标中的水平线而
进入Ｄ阶段�则标志着实现了第二次经济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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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坐标中的水平线和垂线
代表着一国经济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的临

界点。根据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和经验估
计�水平线所代表的长期平均增长率约在5～6％
左右；而垂线所表示的经济规模�应以一国在特定
技术水平条件下生产要素已得到充分利用为标

志。如果上述标准能够成立�那么目前发达国家
的经济增长大都已进入 C 阶段�即经济已具相当
规模�但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的阶段。例如�1990
年�美、日、欧共体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总量已占
世界经济总量的64．3％�其中美国占24．2％�日
本占13．2％ 。 但即使是经济增长率最高的日
本�1980～1990年的平均增长率也只有4．1％�美
国为3．4％；1990～1995年的平均增长率日本为
1．0％�增长率最高的美国也只有2．6％。

我国在经过了20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已经实
现了从经济增长的 A 阶段到 B 阶段的飞跃。从
1979～1997年的18年中�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实现了年均9．8％的高速增长�但是�我国的经济
规模还比较小�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经济总量中
所占的比重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远远低于经

济发达国家�这说明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增长的
B 阶段（见表1）。

一国经济实现从 A 阶段到 B 阶段的飞跃�需
要具备一定的技术条件、制度条件或体制条件以

及经济条件。首先是技术条件。只有当代表着一
种新的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出现并大规模地应用于

社会生产�形成能够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发展的新
的产业之后�才有可能使一国经济实现从 A 阶段
到 B 阶段的飞跃。在这一过程中�科学技术的释
放和与之相联系的产业规模和产业数量的扩张具

有内在要求�因而通常会导致一国经济的高速增
长。但要实现这一点�还必须具备相应的制度条
件和经济条件。若不具备相应的制度条件和经济
条件�代表新的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效应就无法
大规模地扩散�新的产业就无法形成�经济就无法实
现起飞。一国经济从A阶段到B阶段的飞跃�正是在
技术、制度、经济诸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实现的。

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从 A 阶段
到 B 阶段的飞跃�是以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以及随
之而来的工业化进程为先导和技术基础的�是在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完成的。资本主义制度的
确立不仅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从 A 阶段到 B 阶段
的飞跃创造了制度条件�也为其提供了资本积累
这一重要的经济条件。我国经济从 A 阶段到 B 阶
段的飞跃�也是以工业化为先导和技术基础的�是
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尤其是以改革开放为制
度条件和经济条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经
济体制改革为我国的经济起飞创造了制度条件或

体制条件；对外开放则加快了我国资本积累的进
程�为经济起飞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一国的经济进入 B 阶段以后�无论是增长速
度�还是经济规模�都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因
此�一国经济在 B 阶段的停留也要持续一定的时
间�但这一时间会依各国的不同国情而有所差
异。从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趋势来看�2020年
以前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内�我国经济都有可能处
在经济高速增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 B 阶段。
但是�当代表某种生产力水平的技术条件以及与
之相联系的制度条件、经济条件的效应得到充分
释放以后�一国的经济增长就将步入经济规模较
大但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的 C 阶段。尽管从 B 阶
段到 C 阶段的过渡具有渐进性�但作为经济发展

表1 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比较
ＧＤＰ 占世界 1980～19901990～1995
（亿美元 ） ＧＤＰ比重％ 年均增长速度 年均增长速度

美国 53922．00 24．2 3．4 2．6
加拿大 5701．50 2．6 3．4 1．8
欧共体 （12国 ）59958．50 26．9
德国 14882．10 6．7 2．1
法国 11907．80 5．3 2．2 1．0
意大利 10907．50 4．9 2．4 1．0
英国 9751．50 4．4 3．1 1．4
东亚经济区 40730．70 18．3
日本 29428．90 13．2 4．1 1．0
中国 （大陆 ） 3649．00 1．6 9．5 10．6＊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1997年世
界发展报告》。
＊ 根据《中国统计年签 （1996）》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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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趋势�这种过渡是不可避免的。从我国经
济发展的趋势来看�2020年以后�我国也有可能
逐渐走向经济增长的 C 阶段。

一国经济进入 C 阶段后�尽管经济增长率相
对较低�但经济规模将会跃上一个新台阶�我国也
不例外。1993年5月31日美国《时代》（T ime）周
刊的一篇文章认为�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91
年中国的 GNP 总额为16000亿美元�按中国的
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潜力�到2010年和2020年�
中国的 GNP 将分别为74000亿美元和139400亿
美元�届时美国为96000亿美元和118000亿美
元�日本为43000亿美元和65600亿美元。而据美
国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如果采用1997年美元表
示的货币实际购买力�到2015年�中国的国内生
产总值 （不包括香港和台湾）将达到11万亿美元
到12万亿美元�届时将同美国一样�占全球产值
的1／4左右。应该说明的是�上述预测不一定准
确�甚至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但进入21世纪20年
代以后�中国经济将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并以经济
大国的身份名列世界前列�应是不争的事实。

一国经济进入经济增长的 C 阶段后�尽管经
济规模已经到达既定技术条件下规模经济的边

界�但并不意味着经济不再具有持续增长的潜力。
实际上�同 B 阶段一样�C 阶段也是一个经济具
有较大发展的空间�在这一阶段�不但经济规模
还会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继续扩大�而且经济增
长速度也仍然具有较大的伸缩性。但是�一国经济
要实现从 C 阶段到 D 阶段的飞跃�即在较大经济
规模的基础上实现高速增长�完成第二次经济起
飞�不仅需要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即出现代表
新的生产力的技术条件和具有带动效应的新的产

业�而且还需要相应的制度创新和经济条件。显
然�上述条件的具备需要时间�这正是一国经济难
以从 B 阶段直接进入 D 阶段的重要原因。
二、1999～2020年中国经济

高速增长的必然性

如果前述推论基本正确的话�那么处在经

济增长 B 阶段的中国�2020年以前保持较高的经
济增长速度是完全可能的。支持以上论点的主要
依据是：

－－－与经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工业化进
程尚未结束�经济增长仍然处在工业化进程之
中。从这一背景出发�在可预见的期间内�我国经
济的潜在增长率将不会有大的变化。更重要的
是�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和技术进步将会在未来经
济国际化的浪潮中迈出更大的步伐�这一方面会
提高技术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促进我国经
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
使座标中代表规模经济边界的垂线右移�从而为
我国经济规模的合理扩大开拓更广阔的空间。

－－－在可预见的未来的20年中�随着我国经
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将会逐步确立并不断加以完善�从而使制度创新
的效应会继续得到释放；同时�一个更加开放的社
会主义市场体系将为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提

供更为有利的资金等经济条件。
－－－在今后的20年中�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作

为支持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仍然会保持迅速

增长的势头�这不仅是由于今后每年仍然会有大
量的新增劳动力供给�而且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
高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业和国营工
业企业中还会分离出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
的充裕供给一方面会直接支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另一方面又会使我国劳动力相对廉价的优势保持

较长的时间�从而为吸引外资�间接地支持经济高
速增长创造必要的条件。

－－－根据 “经济增长率减半期”理论�我国经
济的年均增长率从10％ 下降到长期平均增长
5％（减半）�需要8～15年的时间�假使这种理论
能够成立�我国经济的高增长也要持续到2010年
以后。如果考虑到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世界大
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不但经
济起飞的 “跑道”要比中小国家长得多�而且按照
发展极 （Development Poles） 和增长点 （Grow th
Point） 理论�经济发达地区的率先发展对落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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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带动效应会使我国经济在长时期内出现此伏

彼起的高速增长态势�这种态势将使我国经济从
总体上保持长期高速增长成为可能。

从以上分析来看�2020年以前�中国经济完
全有可能在规模不断扩大的条件下保持较高的增

长速度。据美国兰德公司预测�1990～2010年�中
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8．25％；据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预测研究课题组计算�2001～2010年�我国
经济年均增长为7．5％�从2011～2020年�年均
增长仍然会保持6．8％的高速度。上述预测和笔
者的分析基本上是吻合的。

中国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在2020年以
前不仅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这首先是因为�当一国的经济增长处在从 A
阶段到B 阶段的过渡或处在B 阶段时�其对资源
的利用是不充分的。在存在大量可供利用的过剩
资源的情况下�如果由于某种人为的限制而不能
实现高增长�不但使过剩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
而且在增长率过低的情况下甚至会使已经形成的

生产能力出现部分闲置�导致资源利用的浪费�这
实际上是对生产力发展的一种破坏。

其次�处在经济增长 B 阶段的国家都是发展
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有人口多且自然增
长率高的特点。但是�由于经济规模较小�因此�
若不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就难以吸纳新
增劳动力就业。据测算�我国进入90年代后�国内
生产总值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吸纳新增劳动力
就业62．4万人。据此推算�若保持8％的经济增
长率�每年也只能吸纳约500万人就业。显然�巨
大的就业压力也要求我们必须保持较高的经济增

长速度�否则�就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此外�一国经济从 A 阶段到 B 阶段的飞跃以

及在 B 阶段的高速增长�通常都伴随着制度创
新。制度创新与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相辅相成、互
为条件的。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方面与我国
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贡献分不开�另一方
面�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又
必须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为其提供宽松的

经济环境。如果不能创造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
致使经济停滞�国有企业处境艰难�那么经济体制
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步伐就只能放缓。

综上所述�保持经济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是
中国经济进入 C 阶段即完全实现工业化之前的
必然选择。当然�这并不排除由于经济周期波动
会使增长速度有时放缓�也不排除随着时间的推
移和规模经济边界的临近会使较高的经济增长速

度逐渐降低这一趋势的出现。
有些人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或从我国的历

史经验教训的角度来看�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率
过高�不如把增长速度适当放慢�比如说控制在国
民生产总值年增长6～7％的范围内。

其实�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率应保持多高
为宜�与经济发达国家并无可比性。从前述分析
来看�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
段应有不同的内涵：处在 B 阶段的国家�例如我
国�如果经济增长率接近6％�甚至低于8％�相对
于 B 阶段的客观要求和经济增长潜力来说�就应
被视为低增长；而处在 C 阶段的国家�例如美国�
其经济增长率若能接近6％�甚至高于4％�相对
于 C 阶段的客观限制和该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来
看�就应被视为高增长。原因应该不说自明：两国
的经济规模具有较大差异。美国的经济每增长
1％�其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大约相当于我国按
现行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假如两
国经济均增长6％�美国的劳动力就会出现极度
短缺�而我国的失业率则会迅速上升；对其他经济
资源的利用状况以及经济实力增强的程度和居民

收入水平的增加幅度等也会出现巨大差异。
从1953年到1978年�我国经济曾几起几

落。1958、1965和1970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
民收入增长率分别高达22％、16．9％和23．3％。
但是�这种高增长未能持续下去�随后便出现了
“高台跳水”�于1961、1967和1976年分别出现了
－29．7％、－7．0％和－2．7％的增长率�26年内
平均增长率只有6．6％。1978年以后�我国经济尽
管也曾出现过几次波动�但波幅明显减小�并且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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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现以负增长为特征的古典型周期。虽然改革
开放以后我国未能再出现过20％以上的高增长�
但平均增长率却高达9．8％ 。显然�这是一种基本
正常的增长型波动。

从我国经济增长的历程可以看出�经济增长
速度的确不是越高越好�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高
增长的合理性。我国的经济增长率究竟应保持多
高为宜�应服从于处在 B 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的
客观需要�关键是使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能够充
分发挥出来�而不应人为地加以限制�当然也不能
不切实际地人为拔高。实际上�我国改革以前经
济的超高速增长和暴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为
地造成的�而非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只要
较高的增长速度不致于导致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

货膨胀�不致于导致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的严重
失衡；只要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是昙花一现�而是能
够持续发展�那么这种高增长就应当是合理的和
可接受的。美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以及新加
坡、我国的台湾省在历史上都曾出现过一段持续
的高增长时期�这是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必然趋势。如果我们能够把握住这种趋势�实行
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使我国的经济在未来的二
三十年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中国就会在不远
的将来跻身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相反�如果不
能认清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位置�采取经济保守
主义的政策和措施�就会坐失良机�并把改革开放
所带来的大好形势和发展机会丧失殆尽。

三、经济增长适度区间的
确定与控制

尽管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从本质上说是一国

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最终应由客观经济过
程来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无为而治。
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这已是客
观事实。在此情况下�政府宏观调控作为重要的
外生力量�虽然不决定经济波动的周期性�但却可
以对经济波动的幅度产生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
于正处在经济增长 B 阶段具有较高增长速度的

我国来说�政府宏观调控就显得更为必要。因为
一般来说�一国的经济增长率越高�其波动的幅度
就越大�而经济的长期剧烈波动�不但会造成传统
计划经济体制下曾出现过的资源的巨大浪费�并
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更重要的是�它还会破
坏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因此�为防止
经济在景气波动过程中出现过热和过冷�降低经
济波动的幅度�以实现含常规波动的稳定增长�政
府必须对经济增长速度进行适当的调控。

政府对经济增长速度实行必要的调控并不等

于对经济增长速度进行人为的选择�但也不可能
回避增长率应保持多高为适度的问题。

从1978～1997年间�我国按可比价格计算的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这一增长率基本
上代表着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趋势。
由于我国处在经济增长 B 阶段这一事实在短期
内还不会改变�并且�经济增长的制度效应还会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不断地释放出来�因而
这一趋势还将会继续下去。因此�在确定我国经
济的适度增长率时�应首先考虑这一历史平均趋
势。但是�由于经济运行受周期波动的影响�并考
虑到宏观调控应保持一定的弹性�故经济的适度
增长应是一个区间而非某一固定的增长率�例如
8％或10％。

应该如何确定我国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呢？
首先�可以考虑以9．8％的增长率作为增长

趋势线�然后再以此为基准设定一个浮动范围�这
个浮动范围的大小可以参考我国历史上经济波动

的幅度。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运行的实践来
看�1984年14．6％、1992年14．2％和1994年
12．6％ 的经济增长率都曾不同程度地导致经济
过热；而1981年的4．4％、1989年的4．1％和
1990年的3．8％的经济增长率又导致了经济过
冷。同时考虑到我国2010年以前的巨大就业压力
和经济增长潜力�似以在9．8％的增长趋势线上
下各浮动两个百分点为宜�即把我国近期�例如
1998～2000年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控制在7．8％
～11．8％�这样的经验区间和波动幅度既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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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适度增长区间设想 （％ ）
时期 增长趋势线值 增长区间

2001～2005 9 7～11
2006～2010 8．5 6．5～10．5
2010～2015 8 6～10
2016～2020 7．5 5．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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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阶段性要求相一致�又不会带来
大的经济和社会震荡。

如果考虑到未来由于我国经济总量的不

断扩大而逐渐逼近规模经济的边界以及制度

创新的效应会逐渐递减这一事实�随着时间
的推移�可以而且应当对9．8％的增长趋势线
进行调整�使之逐步下移�然后再根据不同的
增长趋势线设定一个浮动范围�例如仍然上
下浮动两个百分点�以确定不同水平历史时
期的适度增长区间�并把这个适度增长区间
作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见表2）。需要
说明的是�表2中的增长趋势线值仅仅是一种
推论。未来我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应以多高
为适度�不取决于任何人的主观预测�而应以
未来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需要为依据。因而
这里仅仅是提供一个简单的思路。

为了把我国的经济增长始终控制在适度

增长的区间内�政府应根据我国经济运行周
期不同阶段的特点�采取更为灵活的宏观经
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从我国经济运行周期的特点来看�从波
谷到波峰的时间都比较短�一般只有2～3年
的时间�而从波峰到波谷的时间则相对较长�
一般需要5～6年的时间（见图2）。之所以会
有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在国民经济
中居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预算

约束是软的�而由软预算约束所导致的扩张
驱动和投资饥渴以及地方政府的速度偏好�
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会把经济迅速推向过

热�出现超高速增长；而在经济衰退的过程
中�同样的原因又会对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
利用行政手段对经济过热的压缩、调整和双

轨体制下紧的

财政政策和紧

的货币政策形

成一种抵制�
从而延长了经

济衰退的时

间。可见�正是由于这种根源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
的软预算约束和速度偏好导致了我国经济运行周期的

上述特点。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来看�上述特
点不会在短时期内完全消失。

图2 1953年～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波动曲线
鉴于我国经济运行周期的上述特点�当我国经济

走出谷底开始复苏并接近于增长趋势线时�就应当实
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延长景气上升
期；当经济增长率越过趋势线值逼近适度增长区间的
上轨时�则应加大“紧”的政策力度�以防止总量失衡和
经济过热。相反�当经济运行从波峰掉头下滑时�则应
放松 “紧”的力度�尤其是当经济增长率越过趋势线值
继续回落时�则不宜继续实行紧的或适度从紧的政策�
而应采取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以防止谷底
过深即经济过冷�同时刺激经济复苏。政府如能根据
经济波动的客观形势适时、主动地实行灵活的财政政
策和货币政策�就能起到 “削峰填谷” 的作用�降低振
幅�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从而把经济增长始终控制在适
度区间之内。

此外�在我国经济运行从波峰到波谷的回落过程
中�通常会出现一个较为宽松的供给环境�显然�这是
调整产业结构�使产业升极的大好时机。因此�在这一
期间内�政府在灵活地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
经济总量的同时�还应出台相应的产业政策�调整产业
结构�使之更趋向合理并逐步走向高级化。政府在进
行宏观调控时�如能把调节总量和结构�把调节需求和
供给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为以后经济的持续、稳定、
高速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责任编辑：蒋东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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