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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飞速发展的30年。
从“姓资姓社”和剥削问题，到国有企业要不要改、怎么改，再到现今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改革的回
顾与讨论，短短30年，无论是主题还是方法，国内的经济学研究都发生了“激进式”的变革。
如果不太关注国内经济学研究的进展，你或许以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还沉醉于“有没有中国的经济学
”之讨论，而事实却是，这样的讨论即使存在过，也从来就不是主流。
一直以来，我们对中国本土问题或现实问题的强调，也是在现代经济学语境——这个在我看来早已是
默认的前提之下展开的。
通过在中国这个不同于西方的制度框架内考察现有的经济学发现，也许我们能够为经济学理论提供更
为一般化的答案，所需要的，是一点幸运再加上足够的洞见。
　　或许恰恰是因为变化实在太快，我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与30年前相比，现在的经济学研究还有
什么不曾改变的。
其实，哪怕“姓资姓社”也好，国企改革也罢，在当时的背景下，都是事关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大事
。
30年过去了，不变的正是经济学界对现实问题的关怀，是学者的一种社会责任感。
诚然，类似于“姓资姓社”这样的问题，按当时的讨论法是难以产生在今天看来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
果的，但这正是社会科学之于自然科学研究的不同。
经济学亦不例外。
只要经济学研究需要为政府的决策服务，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决策水平与经济学研究水平就是相
互影响的。
当然，我们始终需要强调，学者的研究应当超前于决策的水平，在今天的中国尤为如此。
如果哪一天，政府需要更多地为决策的后果负责，那么决策的科学性才会更广泛地受到重视。
因为到那时候，经济学研究提供的证据将成为政府问责时的呈堂证供，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时代也会真
正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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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十余篇最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论文。
这些论文考察了工业改革对企业生产率和利润率的影响，改革以来中国金融深化、资本形成与经济增
长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政府治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问题，总结了中国的改革经验。
    从转型与增长这一大的主题出发，本书既从生产率变化的角度评价了转型的效果，也从金融自由化
与政府治理的角度探讨了增长的动力。
在本书的附录部分，作者则试图从理论上探寻中国改革经验的一般意义，并从实践上阐释了中国发展
历程的全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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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军，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特聘教授，现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张军教授是CSSCI核心经济学期刊《世界经济文汇》的主编。
国际SSCI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China Economic Journal、《经济学（季刊）》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经济学报》、《改革》、《中国金融评论》、《社会科学战线》等近二
十种学术期刊的编委会成员或者学术委员。

　　张军教授对中国的工业改革、经济增长和当代中国的经济政策有深厚的研究，担任多个地方政府
的咨询顾问，曾参与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英国文化委员会以硬欧盟、南非等研究与咨询项目，是
国际上十分活跃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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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的金融深化和生产率关系的再检测：1987-20014.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5.改革以来中国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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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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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评价　　二、中国经济体制的形成和遗产
：1949-1979　　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表现是1978年推行经济改革的根源。
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目的就在于使国家强大，人民富裕。
国家领导人认为这一目标可以通过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实现（林毅夫等，1994）。
然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不足，资本是稀缺的。
正因为这一原因，国家建立了集中计划机制以分配资源，同时工商业被国有化，农业实行集体化。
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国家的未来取决于快速建立并发展新型经济。
　　在当时与世界各国政治和经济往来缺乏的情况下，中国发展重工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首先，那时超过80％的人口仍旧生活在农村。
参照苏联模式，中国的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给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特权。
首要的任务是集中所有的物资和精力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先决条件。
面对险恶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中国共产党相信这是带领全国人民从农业经济走向工业经济的最好
途径。
　　但是，发展重工业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
资本的供给极度缺乏，因此，即使是存在市场经济，依靠发展重工业的增长也不会实现。
发展重工业需要很长的准备时期和大量的初始投资。
中国当时同发达国家的关系还没有正常化。
这意味着取得必要的技术和设备将会非常困难，更不用提调动资金的困难了。
从根本上讲，中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违背了其比较优势（林毅夫等，1994）。
　　因此，中国不得不人为地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也就是通过压低劳动力、资本、原材料以及外
汇价格并从国外进口设备和引进技术来降低成本。
为了实现这些低成本，中国不得不放弃市场机制而代之以新的国家计划政策，这一政策将决定产品和
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
同时，低利息政策也保证了重工业以较低的建设成本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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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始终需要强调，学者的研究应当超前于决策的水平，在今天的中国尤为如此。
如果哪一天，政府需要更多地为决策的后果负责，那么决策的科学性才会更广泛地受到重视。
因为到那时候，经济学研究提供的证据将成为政府问责时的呈堂证供，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时代也会真
正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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