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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革激发结构性潜能
文  |  刘世锦

中国经济经过 30 多年高速增长后，近 10 年开始逐渐回落。这一过程很

难用一般的周期波动理论来解释，而是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从过去 10%

的高速增长转向将来 5% 左右的中速增长。我们的研究测算表明，2020 年到

2025 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都在 5% 到 6% 之间。这一转换也是符合规

律的，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人均 GDP 达到 1.1 万美元时，都会由高速转向中速。

现在看，略低于 6% 的增速，可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但是

根据宏观模型分析，2020 年一季度后，经济有很大可能性再次进入下行通道，

所以 2020 年稳增长的压力和挑战将大于 2019 年。同时要认识到，5% 到 6%

的经济增速是符合中国现在潜在增长能力的，而且要保持 5% 以上的增长速度，

其实很不容易，难度相当大。中国的基数每年都在扩大，每年的新增量仍然

排全世界第一位，提供了全世界 30% 的需求量。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宏观政策并不紧，总体上还比较偏松。如

果想继续把货币政策放得更松，用一种刺激性政策试图达到超过潜在增长率

的增速，实际上是寅吃卯粮。刺激性政策有可能成为以后出现经济真正断崖

式下跌的一个诱因，这是当前特别需要警惕的问题。

目前看来，基建、房地产和出口这三大基本动能已经不足了，中国经济

的增量也不能再依靠这三大需求来源，必须要激发与中速增长期相匹配的新

的结构性潜能，否则 5% 的增速也不一定能保得住。从 2020 年开始，重点要

放到挖掘新的结构性潜能的改革和政策调整上，应该做好如下六件事情：

一是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发展。2020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

新版《土地管理法》，给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开了一个口子，未来改革步

伐仍需加快，否则，大都市圈的潜能我们只能是看得见、抓不住。

二是打破行政性垄断，改进低效率部门。下一步，在石油、天然气、电力、

铁路、通信、金融等领域，尤其是实质性地放宽准入、促进竞争方面，应该

有一些标志性大动作。这样做可以带动有效投资，更重要的是可以降低实体

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的技术性成本，从全局层面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

三是促进产业内优胜劣汰、转型升级。在此过程，要防止由于不公平竞

争导致的优不能胜、劣不能汰的逆向选择，比如一些头部民营企业被抽贷后

的困境问题。

四是以创新带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业的增长。中国未来一定要通

过竞争形成一批区域性的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我们要弥补高水平大学教

育和基础研究滞后的最大短板，培育诺贝尔奖研究成果能够成批出现的土壤。

五是培育更适应中小微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金融体系必须进行专业化、

数字化、市场化改革，全面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和水平。

六是传统的工业化方式要向绿色发展方式转型。这需要解决好生态服务

资本价值的核算，需要解决好绿色发展中如何计算成本和收益的问题，需要

推广更多的绿色技术和配套的体制机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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