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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背景：“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 6 月

30 日在北京香山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平出席

并演讲。 

 

 

 



演讲内容： 

大家下午好！今天以经济研究作为一个知识图谱解析一下中国的

经济理论。大家都爱讲改革，但是传统体制就建了 20 年，我们今年

是纪念改革开放 40 年。所以，改革确实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意思。

它需要一整套有关改革的理论进行建构。要不然建了 20年，改了 40

年还老说改传统体制，有点过分。 

  所以，真正的改革到今天不仅仅要改革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所谓

的所有制问题，政府过度干预问题，也要改革大量的改革开放以后我

们的利益形成的一些固有的利益机制，比如我们依靠地方政府进行了

GDP 改造，但是同样也使得政府干预经济过程中自身已经成为了一个

寻租者。所以，这些行为都是我们要改革的新的内容，而不仅仅是一

个传统体制。我们理论建构来看中国的情况，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不讲

了，整个增长奇迹使得我们腰杆很硬，人家说你们一直在改革，一直

在前进，但是其实我们改革的背后是一整套理论知识图谱在支撑着我

们，并不是简简单单地说我们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 

  我们的知识图谱不想给大家讲的那么复杂，早期肯定是从最传统

的一些理论入手，比如这时候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大量的大家在“本本

主义”之争，就是我们怎么引经据典批判原来的引经据典，这是我们

的第一步。我们通过新的引经据典，结合中国的国情批判传统的引经

据典，完成了我们对资本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活用，也是把马

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这是第一步。 



  但是这一步最大的推动除了形势以外，我想最重要的一个推动是

调查和实证的清晰，过去中国的研究全是形式主义到形式主义，然后

在 80 年代开始，包括杜润生的农村发展组开始进农村调研，写调研

报告，最早改革发展组体改所，早期改革的这些研究机构，经济所也

好，大量的人都走到了田间地头进行研究。 

  在我们能看到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的所谓改革战略之争，

这就是所谓的三大体系之争，两条线之争也好，还是所有制中心整体

改革，但这时候其实是一个建立市场体系和一个中国理论逐步形成规

范的时代开始了，这个重要的东西大家都知道是巴山轮会议，首先是

东欧的市场化改革的特征，和国际的西方宏观管理的经验引进，这两

个结合才是后面的改革战略大讨论的基础，这个是我们想给大家分享

的一个，特别是宏观调整和宏观经济理论经过 1988 年价格闯关以后

这个理论大家发现宏观定价对整个微观基础的促进非常重要。 

  我举一个例子，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个我们用关健词一

看 1987 年整个宏观经济研究也开始进入了新范式，连经济研究的栏

目也在 1987 年后开始正式用“宏观经济”这个词，原来我们叫“国

民经济综合平衡”，讲的是计划的概念。宏观经济第一次在关键词中

开始我们引入了，大家看总供给和总需求，不要简单地看，原来我们

的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叫循环论，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四个环节，供求关

系的引入是真正的宏观范式的引入，而从这时候的引入到我们真正的

建立宏观范式，已经又花去了很多年，我们经过了 90 年代开始的宏



观范式引入使得我们大量的领导者和学者都心里已经非常的明确了

一些他思维上的宏观概念，这时候才真正的启动了所谓的我们宏观体

制的建立。 

  刚才大家讲了很多所有制，我在这里略微给大家详述一下中国是

什么样的宏观管理理论和体制，在什么时期建立的，到现在我们应该

干点什么。 

  中国的宏观体制非常有意思，是 1994 年、1995 年彻底奠定的中

国现代的整个宏观管理体制，这“现代”包含了两个含义，第一是跟

国际接轨的现代宏观管理体制，第二是现在还在用的这个宏观管理体

制。这个宏观经济理论非常有意思，大家老说很多人比较优势理论等

等，很少人关注过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宏观定价对比较优势的伟大

的贡献，没有宏观定价做不到比较优势。 

  大家知道中国有一个很绝的年叫 1995 年，在这年以前中国全是

贸易逆差，在这之后中国全是贸易顺差到现在，这一年干了什么？就

干了一件事情，干的事情就是人民币汇率并轨，从 4.26 并轨到 1：

8.3，大概 4.7，并轨到 8.3。这一次并轨相当于我们一次大的宏观定

价的变革。所以，在之前我们也好好地有竞争力，但是在之后我们就

有顺差了。所以，不能说全部靠微观改革，也要看到宏观改革的根本。 

  1995 年我们启动了商业银行法，我们才从过去银行印票子我们

都是贷款比存款多的时代开始转入了以存款为基础的贷款，我们滥发

货币这件事儿到 1994 年结束了，而後我们是什么呢？通过外汇占款



进行货币发行，我们 2013 年货币占款占整个央行资产表的 83%。所

以，人民币一直过度超发，其实这是不严肃的一个论题，其实中国是

基于非常强大的中国从无价变有价的劳动力，无价变有价的土地市场

的货币化过程进行的国际交换而创造了货币。还不是简简单单国内无

价变有价，而是我们通过国内的无价变有价，这个价还是国际交换。 

  过去农村劳动力叫剩余劳动力，住家里还得吃饭，不但不挣钱还

得消耗粮食，现在变成了工厂的工人，而且他的产品能出口，这个价

格滚动。所以，我们能看到 1994 年开始我们的汇率改革了，我们的

银行的发钞方式做了重大的改革，然后其他四大银行工农中建原来就

叫四大出纳，你一听就知道农业的出纳找谁，现在变成商业银行法运

转，我们的财政体制也是在同期进行了所谓的分税制改革，以我们增

值税，而且就是以工业增值税为基础进行征收，直至去年我们把第三

产业的增值税并在了一起，这样我们才形成所谓的财政框架。 

  所以，大家要记住我们整个宏观管理框架是 1994、1995 年基于

中国工业化快速增长时代创立的，但是现在我们 2019 的年城市化率

达到 60%以后，我们这套的基于工业化的宏观管理框架是否应该变革，

税收是不是应该从间接税向直接税改革，整个金融体系是不是还是应

该以银行为基准的服务工业化还是转向更为不一样的东西，而我们的

货币发行也很明显，外汇占款不断下降，我们货币发不出去了。所以，

这套体制都是面临着我们的改革。所以，我们的理论一定要走在前面。 

  刚才说整个宏观理论 1987年开始，到 1994、1995 年，因为社会



都理解了这套汇率、供求关系、财政问题、税收，这个改革才开始。

所以，理论的探索一定是超前于实践的。这点希望大家有所认识。现

实问题成为了很多的焦点问题，确实很重要。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给大

家的一些分类，这时候宏观研究非常重视。 

  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是我们进一步的大的发展过程，也是中国赶超，

中国从这一时期，1999 年到 2012 年中国另一个学问词崛起，也是我

们课题前途就此而崛起这就是“经济增长”，过去我们叫“经济发

展”，大家知道“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概念按卢卡斯的

名言经济发展能说得清的部分的就是经济增长，说的清的部分可以科

学化、理论化，中国经济越来越从朦胧性的发展，各方面率先逐步纳

入了整个基于经济增长核算框架的这么一套理论，从而也奠定了中国

现在都用 TFP，TFP 写到了党中央的文件中。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看

到的。这时我们发现我们的学科，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公司治理、

人力资本成为主线，特别是我们能看到金融经济学也在这方面快速发

展。 

  所以，中国其实现在我想跟大家讲的，我们的理论不但是越来越

丰富化，我们的理论也越来越规范化了，我们的词语定义不是朦朦胧

胧的，我们必须建立在理性思维的框架下，我们现实也丰富化了。 

  我们笼统地说改革，你说改革一个房地产不知道有多少人反对，

这个不是一改就灵，而且不是那么简单了。所以，我们需要在学科建

设中有很多的，包括田国强教授一直拉扯着我们做机制设计，为什么



呢？你现在的大量的改革是公共服务的改革，简而言之你用一个市场

价格是很难定价的，你可能要设计一套机制使分配是公平的。这些东

西都是我们在理论研究上的最重要的一系列贡献。 

  最后，一分钟时间我用最后一个总结，现在我们中国成为了经济

增长的第二大国，我们现在也确实有资格向世界提供新的智慧，但是

我们也要认真地反思我们自身的毛病和学科建设问题，使得创新引领

成为中国发展的主流。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