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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十三五”

规划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

其中，创新是占据首位的要求。从逻辑上讲，创

新的基点应是经济思想的创新。目前，尽管各界

对于“十三五”规划时期的中国经济转型的认识

和解读存在不同，但对于中国经济必须转型是没

有分歧的，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的各个学派，

还是大大小小企业的管理人员，都已经明确中国

经济改革和发展之后转型的必要性。中国经济

理论界需要确认这一基本事实，更需要从这一基

点出发，探究“十三五”规划时期中国经济转型

在客观上必须实现的思想创新的要求。

一、中国经济转型与实现工业化

著名美国经济学家邹至庄一直以其对中国

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的把握运用现代计量经济

学方法关心和研究中国经济。他撰写的《中国经

济》和《中国经济转型》在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

很大影响。邹至庄的《中国经济转型》是最早明

确提出中国经济需要转型的经济学著作，他的这

部著作是在 2005 年出版问世的。

2011 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魏杰教授

也出版了一部《中国经济转型》著作。该书指出，

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而来的，

因而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的作用表现得极为突

出，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万万要不

得的，这会使中国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表现得

极为强劲，但会带来深层次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因此经济必须转型，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

式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方式。

而在魏杰的这部探讨中国经济转型的著作

出版之前，美国学者勃兰特和罗斯基出版了一部

他们共同编写的《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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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部著作并没有在中国产生太大的影响。

事实上，当时光进入到 2015 年，中国政府和

中国经济界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认识已经是很

深切和很具体了。其要点表现在：一是强调必须

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

国。积极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大力开

发利用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新技术。二是明

确必须发展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国家一定要

实施高端装备、信息网络、集成电路、新能源、新

材料、生物医药、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等重大

项目，把一大批新兴产业做成主导产业。推行

“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等与制造业有机结合，促进现代

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发

展。三是全国各地一起努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使这一产业尽快成为中国经济中就业量最大的

产业，并要大力发展旅游、健康、养老、创意设计

等生活和生产服务业。四是转为依靠创新型人

才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确定扩大股权和分红激

励政策实施范围，确保创新型人才分享成果。致

力于培养国内高质量人才和提升国家科研尖端

智力水平。以创新型人才为本，在不久的时间内

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

按照“十三五”规划的要求，到 2020 年中国

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一目

标的实现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新型工业化目标的

基本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是从 1953 年起步的，

历经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文革动乱时期，一直到

改革开放之后才迈开大步，在 2004 年进入腾飞

阶段，即工业化基本实现的前期经济高速增长阶

段，在“十三五”规划时期结束时即可获得基本

的实现。从经济学研究的角度讲，基本实现中国

的新型工业化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

标必要的经济基础。只不过，在中国目前的经济

理论研究中，还很少有人关切中国的工业化问

题，特别是对于新型工业化的认识存在不足。这

在某种程度上既表明中国经济转型之中存在着

相当的艰难性，也表明中国经济界对于中国经济

转型需要的思想创新认识还缺少一定的自觉性。

依据已有的研究与实践，可以概括地讲，在

“十三五”规划时期的中国经济转型实质是要求

必须实现市场体制转型、劳动主体转型以及向现

代经济转型。与此相对应，在经济理论研究方

面，则是必须实现现代市场经济思想、以人为本

的经济思想以及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创

新。

二、必须创新现代市场经济思想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考察，在“十三五”规划时

期实现中国经济转型，首先必须具有现代市场经

济思想，这样的思想既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思

想，也不同于传统的市场经济思想，更不同于传

统的商品经济思想。

转型的中国经济要求人们抛弃传统的计划

经济思想。中国改革之前计划经济实行了几十

年，影响可谓根深蒂固。但是，计划经济思想与

中国经济转型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

的。计划经济实质上是一种产品经济，既不要商

品，也不要市场。或者说，计划经济就是一种没

有商品意识和市场概念的经济体制。其实，中国

改革了 30 多年，就经济转型而言，在某种程度

上，还残留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阴影。在中国经济

改革的前 15 年，实质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率的计

划经济体制来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改来改

去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下寻找出路。直

到党的十四大召开，明确了：“计划经济不等于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

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

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之后，才开

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建设。但

传统体制的影响还在，直到现在，还有人自觉不

自觉地在延续传统体制的做法，缺少商品意识，

实施住房分配，缺少市场概念，还是迷恋依靠行

政手段管理社会经济。

转型的中国经济更要求人们超越传统的商

品经济思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发生的重

大变化之一就是有了对于商品和商品经济的承

认。但是，必须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就不能使自己的思想停留在商品经济发展阶

段。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是社会经济形态，不

过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不能将商品经济混

同于市场经济，不能将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

态等同看待。也可以讲，市场经济是从商品经济

发展而来的，市场经济是发展了的商品经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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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已经发展了的经济形态已经不再是商品经济

形态，而成为了一种新的市场经济形态。市场经

济与商品经济最为明显的区别在于，商品经济只

有一个商品即劳动产品交换的市场，而市场经济

既有商品交换市场，又在此基础上出现了生产要

素市场。这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是在商品交换市

场发达的基础上又进展形成生产要素市场的社

会经济形态。所以，面对中国经济转型，必须深

刻地认识到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不同之处，必

须明确地认识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

一定要建立并完善生产要素市场，并充分发挥生

产要素市场的作用。对于转型后的中国经济，人

们需要超越商品经济意识，具备高度重视市场上

游的生产要素市场作用的市场经济意识。

更需要明确的是，转型后的中国经济要求建

立的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人们应具备现代

市场经济思想，而不能停留在传统的市场经济思

想上。只要是出现了生产要素市场，社会经济形

态就是由商品经济转为了市场经济。但是，最初

出现的生产要素市场并没有高度地证券化，那时

的生产要素市场规模小，发挥的生产要素的市场

化配置作用有限。而现代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

就是，生产要素市场高度证券化了，发挥的市场

化配置生产要素的作用是具有支配地位的，这与

传统的生产要素市场作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

证券化的生产要素市场成为市场经济的中枢，中

国经济的转型就是要以证券化的生产要素市场

为市场中枢，而不再延续传统的经济体制，既不

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也不停留在商品经济的改

革阶段，而是要一步到位，建立并完善现代市场

经济体制。因此，在“十三五”规划时期，中国经

济必须高度重视资本市场作用和其他生产要素

市场作用，必须推动资本市场高度证券化，并要

有能力控制高度证券化的资本市场。这需要人

们必须认识到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不同，必须

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的市场经济的不同，

将研究现实经济的视野建立在现代市场经济的

思想认识基础上。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要

求，也是一种最基本的要求。

三、必须拓展创新人本经济研究

从根本上讲，在“十三五”规划时期的中国经

济转型必须依靠劳动主体的变化，即依靠劳动者

的转变。可以肯定地讲，缺少劳动者的提升，不

可能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对此，同样需要经济思

想或经济理论创新。传统的经济理论是以劳动

客体的研究为主线的，对资本的研究取代了对人

本的研究。其实，社会经济最活跃的因素是人，

人是劳动主体，缺少对劳动主体的研究不可能准

确把握经济的实质。同样，对于劳动主体的研究

也不能混同于对于劳动客体的研究，即不能将对

于人本的研究混同于资本的研究。对劳动主体

的研究属于人本研究，不能将此搞成人力资本研

究。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传统理论中的劳动主体

研究的缺失，于是开始重视劳动主体研究，并将

这种研究概括为人力资本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

济学奖，这是经济学的悲哀，是经济学不科学的

典型实例。人本是不同于资本的，将人本的研究

纳入资本研究的范畴，不仅不合逻辑，而且难以

研究持续。所以，面对中国经济转型，必须重新

起步对于劳动主体的研究，必须明确要求补上人

本经济研究的缺失。

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

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实事求是地讲，

这样的成就取得决定于两个方面：一是开放带来

的现代高科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再是改革之后

中国劳动人民发挥的冲天干劲。中国的劳动者

是与引进的先进技术相结合才创造了巨大的社

会财富，才使中国摆脱了贫困的帽子，至今已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技术基本上是引进的，

至少在核心技术方面还缺少中国的自主研发能

力。这么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基本上是依靠技

能型的劳动者辛勤努力取得的。而中国经济的

转型，必然要求从主要依靠技能型劳动者创造财

富向主要依靠智能型劳动者创造财富转变。如

果还是主要依靠技能型劳动者创造财富，而达不

到主要依靠智能型劳动者创造财富的发展水平，

中国经济无法实现转型，那将是一个永远迈不过

去的坎。拉美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

是这个道理，缺失劳动主体的提升转变，社会经

济的发展不会进入一个更高的水平。这也是现

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重大区别，不是光看

GDP 的多少，而是要看到劳动者创造 GDP 能力

的大小。目前，美国几乎没有制造业的工厂，而

是将需要技能型人才的工作全部转移到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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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美国的经济收入才是世界最高的，现

代美国经济主要依靠的是智能型人才，而不是传

统的人数众多的技能型人才。

在“十三五”规划时期，中国经济的转型也要

同美国一样主要依靠智能型人才创造社会财富。

这是一个相当紧迫的要求，也是一个十分硬性的

要求。而现实地讲，中国理论界并没有为此呼

喊，更没有为此迅速行动起来。在这方面，不能

不说，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各界都有一些

麻木，看不到这种转型的实质性要求，看不到经

济发展到此必须迈过这个坎的紧迫性。现在的

中国高等教育，还在推动职业化，还在大喊培养

技能型人才，或者说，还在浪费着宝贵的教育资

源和时间，还不能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经济转型对

于人才的要求。实际上，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发达

地区，已经开始了机器换人和机器人换人。不用

讳言，机器换人就是对一般技能型人才的挑战，

而机器人换人就是对高级技能型人才的挑战。

从这方面讲，中国高等教育的思想落后及混乱已

经对中国经济转型造成一定的阻碍。所以，目前

需要中国经济理论界大声疾呼，研究和宣传劳动

者提升转变的重要性，积极地推动人本经济的研

究成果，创新性地推出新的人本经济理论，深刻

地阐明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的转型一切都取决于

劳动主体的道理。在这方面的经济思想的创新

是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最为重要的贡献，也是现代

经济学研究的一项最为重要内容，而且，无论是

现实经济研究，还是经济理论研究，都应将此作

为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性研究内容。

四、必须创新基础理论研究领域

再有，面对“十三五”规划时期的中国经济转

型，中国经济理论界的研究，还必须高度关注经

济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创新。对此，不能延续传

统的经济基础理论认识，更不能自缚手脚将传统

经济基础理论奉为圭臬。时代不同了，中国经济

发展了，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接轨了，中国经济

正在转型，物是人非，今非昔比，不能依靠和延

续传统认识是必然的。对于这一问题，根本不需

要争辩，事实是摆在那里的，没有人能够无视今

日中国经济已经绝对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前的事

实，因此，合乎逻辑地讲，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

须向前发展，不能停留在改革开放之前，更不能

停留在上个世纪和上上个世纪。无论何时，刻舟

求剑的做法都是十分愚蠢的，对于中国经济转型

需要的经济基础理论创新来说，不能接受任何现

代版的刻舟求剑。在中国经济理论界，其实很有

一些人愿意抱着前人的著作对于中国经济的现

实问题说三道四，这是很不好的一种学风。不能

讲这叫实事求是，这只是本本主义的态度和做

法，于中国经济转型只有阻碍，没有任何的帮助。

即使是没有学习过任何经济学理论的人，也可知

道，现实经济变化了，需要研究新的经济理论，

而不能用传统的经济理论来匡正现代的经济现

实。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变化明显地表现

出领域的扩大，从只有实体经济领域到出现虚拟

经济领域与实体经济领域并存，国民经济已经是

高度地实现虚实一体化了。而任何一位学习过

经济学的同仁都知道，传统的经济学基础理论都

是通过对于实体经济领域进行研究而概括出来

的，传统的经济基础理论并没有涉及虚拟经济问

题。举例来说，传统经济基础理论对于货币发行

量的确定，就没有包括虚拟经济领域经济活动需

要的货币量。而事实上，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一

样需要使用货币，而且在同一个国家，需要使用

的必然是同一货币。传统的价格理论也未涉及

虚拟经济领域的定价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在虚拟

经济领域的劳动及劳动成果在其交换问题方面

毫无认识。这说明，传统经济基础理论的研究领

域与现在的实际经济运行的领域不一致，在这种

状况下，即使是用传统经济基础理论只分析实体

经济领域也是不可以的，因为现代的社会经济是

一个整体，现在的实体经济领域是与虚拟经济领

域并存的，并不是不受虚拟经济影响的单纯的实

体经济领域。所以，对于经济学基础理论没有创

新，是不能适应中国经济转型面对的现实，不可

能指导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践。创新对于经

济基础理论，就目前来说，比任何方面的理论创

新都重要。

如果没有经济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那中国

经济能否实现转型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这就

是实践会先于理论的表现，只不过这种转型的实

践是缺少理论指导的实践，具有一定的自发性和

盲目性，缺少必要的自觉性，往往会为此付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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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山水风景资源丰富，近些年旅游经济增速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 10 个百分点，未来应进一步完

善基础设施网络，提升旅游景区的交通通达度，

以生态旅游构建区域发展的核心优势。

[ 注 释 ]
① 嘉兴与台州的经济发展差距：是指嘉兴的地区生产总

值（GDP）与台州存在的差距。

② 劳动生产率=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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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代价。就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货币发行来

说，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只能是蒙着来，要么

发多，要么发少，没有个定准。发多了，当然知

道不好。于是，就往往控制着少发，而少发了货

币，会影响经济的活力，那些发行货币的部门就

不管了。日子只能这么混着过，在 21 世纪，人类

可以发射飞船去火星，但是对于发生在地球上金

融市场的事情却只能说个大概，甚至有时连大概

也说不准。创新的宏观调控理论与传统的宏观

调控理论的不同在于，传统理论只关注实体经

济，而创新的理论是虚实一体化的宏观调控理

论；传统理论要求宏观调控只做货币总量调控，

而创新的理论要求宏观调控必须抵达资本市场，

必须对市场运行的资本进行必要的控制。这是

不同的经济思想，因为人们都知道，资本不是货

币，资本是能够增值的货币。由此人们应该认识

到，在“十三五”规划的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扩展

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领域，实施虚实一体化研

究，创新经济基础理论，是十分重要的。缺少这

样的创新，中国经济转型很难避免出现某些会造

成经济恐慌或经济呆滞的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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