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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叙事的转变与展望(1978—2025):
历史演进、共识逻辑和政策机制

张摇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北京摇 100836)

摘摇 要: 宏观经济叙事有着经济学共同叙事的逻辑自洽性,包含了分配、规制表达和福利体验等多方

面,涉及了各类社会主体的接受性。 宏观经济学具有经验主义式的叙事风格,更重视经济发展的时间序

贯特征,即一连串的事件组成的发展进程,在历史过程中人们相互共鸣形成了共同叙事,形成了相互协

调的分工协作和协作稳定。 从宏观叙事的时代背景、经济共识、激励机制和政策部门责任等四个方面,
对中国 1978 年以来宏观经济叙事进行梳理,总结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综合平衡理论、有计划商

品经济下的宏观叙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基于出口导向的宏观叙事、高速增长与资产建构的

宏观叙事、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宏观叙事探索等五个阶段的中国宏观经济叙事及其转变。 提出中国正在

面临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公共财政体系改革、货币供给体系改革、政府配置资源体系的改革、构建社会等

非经济因素的“正反馈冶机制和向高水平对外开放转变的新阶段。

关键词: 全球化; 中国式现代化; 宏观经济; 宏观政策; 叙事研究

中图分类号: F0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 - 0398(2023)05 - 0093 - 18

收稿日期: 2023鄄05鄄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053)
作者简介: 张摇 平(1964—),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一、中国宏观经济与宏观政策的叙事视角

“叙事冶(Narrative)就是讲故事,其定义也是在不断流变,同时赋予了新的涵义。 该词先在文

学,后在历史学中使用,当代更是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人类学、商学、金融等领域。 学界认为叙事

是统领人们思维价值观、思想传播和相互协作的“共同意识冶,成为了社会分工协作的关键。 赫拉

利在《人类简史》中认为,人的合作是从讲故事开始的,当人群扩大后,言语让威胁演变为了共同虚

构的故事,“狮子是我们部落的守护神冶“讨论虚构的事物冶正是智人最独特的功能,“虚构冶这件事

的重点不只在于让人类能够拥有想象,更重要的是可以“一起冶想象,编织出种种共同的虚构故事,
这样的虚构故事赋予智人前所未有的能力, 得以集结大批人力、灵活合作[1]。 共同的“叙事冶成为

了合作的关键。 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出版的《叙事经济学》,将叙事传播引入了经济学,探讨了

IS鄄LM、拉弗曲线等在人群中的病毒式传播构造了共同宏观行为特征。 叙事本质上是依据发展情景

人们相互共鸣而来的“共同意识冶,其会协调和激励人们的行为。 在金融投资领域面对不确定性,
更是要共同构造“价值冶的叙事,进行“有意志冶的投资。 当代的大量活动都是在统一“叙事冶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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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如全球防止气候变暖的零碳行动、责任投资等。 叙事在研究历史成为绝对的主导者,历史是

时间序贯的连续,但非因果的决定。 历史只能是当时代共鸣出的价值的共同表述,并非绝对事实,
只是确保证论框架具有共识(公理)基础的合理性。

(一)叙事的宏观经济影响

“宏观叙事冶首先是宏观经济叙事,当然也包含了政策部门应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各种制度改

革、稳定化政策和长期发展激励。 本文以“宏观叙事冶为题,通过大的历史跨度讨论宏观叙事的变

化,特别是 2022 年以来,全球化转变已经构成了明显的趋势,以此展望到 2025 年。 通过历史序贯

的事实去理解共识、政策逻辑和后果,以及宏观政策部门责任。
本文从四个方面对中国宏观经济叙事进行梳理。 第一,以历史的时间序贯为线索,从系列的事

实逐步来确定一个“发展阶段冶,确认叙事的共同背景。 第二,在共同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叙事,相互

共鸣逐步形成统一的协调性认同,即共识,有的经济学家也把共识称为价值观。 20 世纪 80 年代

末,部分学者依据发展经济学的阶段理论,认为中国正处在“起飞冶阶段,需要发展速度,过热是好

的;另一些学者认为发展需要稳定,核心是控制“通胀冶,就此形成了宏观大讨论。 中国价格闯关试

错后,最终达成共识———“稳定物价冶的宏观调控是最重要的,启动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的宏观管

理体制的改革。 叙事要表述出人们相互协调共鸣后的共同认知,说明其内在逻辑,可进行讨论、实
证和修订,形成共识性协调机制。 第三,经济学叙事中一定有激励机制叙述,在共识的价值观后加

入一个最重要的修订机制就是激励。 通过社会共鸣形成共识成为经济协作的关键,协作的成果的

激励直接决定共识的正反馈或负反馈,负反馈达到一定阈值后,则就会修改共识。 人类的经济行为

遵循着“认知有限性冶、功利性等独特特征,并不是只需要证明认知是“合理性冶的即可,更重要的是

要得到激励。 现实中很多经济协调共识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是单一逻辑决定,如计划经济、政府

干预、自由市场经济,这些都在某一历史阶段上起到了共识价值,一旦证伪,人们就开始了新共鸣的

探索,形成新共识,重新协调人们的活动。 第四,宏观经济叙事隐含了宏观政策部门的主体责任,这
个责任更显示出其整体性和跨期性上,很多政策是从总体和跨期角度与微观协调的。

宏观责任政策部门在微观主体一致性地陷入“自我强化冶的过度乐观和悲观的循环状态,进行

干预,打破“自我强化冶循环陷阱,进行跨期救助等,其通过更多的公共信息,如总量数据、市场信

号、政策干预倾向等多方面信息与微观主体的“预期冶进行信息交换,也起到相互形成共鸣,达到共

识的效果。 宏微观共识并非宏观者有“远见冶,而是其有着稳定化的立场和职责,通过与微观充

分交换信息降低行为主体一致化带来的波动。 中国房价长期上涨,导致了人们认为房子什么时

候买都是会“涨冶,这就会引单边住房上涨产生泡沫,需要宏观政策部门不断与市场投资人进行

信息交流,让人们更多地得到宏观数据,推动微观主体认知更多样化,避免出现自我强化的泡

沫。 宏观叙事有着经济学共同叙事的逻辑自洽性,更重要的是对百姓解释的自洽,这个解释的

自洽中包含了分配、规制表达和福利体验等多方面,涉及了各类主体的接受性,宏观经济学形成

了经验主义式的叙事风格,更重视经济发展的时间序贯特征,即一连串的事件组成的发展进程,
非简单的因果逻辑的表达,在历史过程中人们相互共鸣形成了共同叙事,形成了相互协调的分

工协作和协作稳定。
(二)中国宏观经济叙事的演进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历程看,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依然基于计划经济中的综合平衡认知

的。 计划经济的本质就是全国就是一个大工厂,各个企业就是一个车间,全国资源由计划分配问

题,没有宏微观之分。 计划经济体系下的综合平衡不是宏观管理,而资源全国的配置系统,计划经

济下,一个工厂要建一个厕所的投资都需要层层上报到原国家计划委员会进行审批。 中国市场化

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将大工厂逐步化小单元,即承包,再引入激励,通过“承包-激励冶方式打破了计

划经济体制的桎梏,通过“摸着石头过河冶的边际改革推动中国经济逐步通向市场经济。 与发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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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是认知革命,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开始引入西方的书进行教学参考。 1984 年,有计划的

商品经济正式提出,人们开始认知市场经济。 中国经过几年的微观渐进式改革,微观搞活的同时,
通货膨胀在 1985 年达到了 9郾 3% ,“过热冶的发展特征开启了宏观叙事,宏观叙事于 1985 年的“巴
山轮会议冶(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全面展开,当时仍以改革为主线,宏观认知开始在相互争论

中产生共鸣、分歧。 宏观认知开始,但宏观新的管理调控体系并没有形成。 1985 年后,中国的“通
货膨胀冶不断打断中国改革和发展。 1988 年,物价闯关引发高通胀和社会动荡。 1994 年,通货膨胀

高达 24% ,新的宏观整体性、系统性认知形成和完善。 到 1994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全面

突破,与此阶段相匹配的宏观管理体制逐步建立,宏观学术讨论也成为了主流研究,中国新的宏观

叙事趋向成熟。 1997 年,中国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积极财政政策登台,其宏观体系的稳健、政策

部门调控责任、自主独立的宏观政策操作全面展现出来。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进入到了全面融入全球化

的进程中,中国与全球的宏观叙事融为一体。 中国的高速发展与物价稳定成为新的发展组合。
2005 年,中国汇率改革,人民币升值,资产升值成为了新的宏观线索,推动了城市化发展。 汇率和

资产价格等开放、金融等新的变量纳入到了宏观叙事中。 2008 年,中国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4 万

亿积极财政政策标志着政府激励的宏观叙事达到顶峰,经济快速赶超。 2012 年后,中国经济从高

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增长速度持续减缓,实体通缩和资产价格膨胀并行,实体经济与非实体经

济的平衡被打破,宏观叙事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到了“新常态冶 “中高速发展冶 “高质量冶等发展叙

事中,涵盖了人口变量,总体人口见顶、人口红利消失、城市化放缓和老龄化加速。 全球化策略调整

为双循环,绿色转型强调了可持续性,“五位一体冶的高质量发展等新的主题纳入到了宏观叙事中。
2019 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 1 万美元。 2020 年开始,中国连续三年,经济增长

减缓,但依然稳定。 2022 年,受俄乌冲突影响,地缘安全问题纳入到了全球化宏观叙事中,全球化

叙事转变,全球化逐步被区域联盟替代,挑战了“和平与发展冶世界共识主题。 全球化带来的和平红

利,分工效率推动的低通胀,全球主权信用扩张和高增长的繁荣时代渐行渐远。 全球化新的相互连接

的绿色转型新主题被纳入到了全球化的新叙事中。 随着全球化共识的转变,中国的发展与宏观共识

都要经历新的探索,形成新的协调和激励路径,保证可持续的高质量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扩张。

二、中国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综合平衡理论(1953—1984)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宏观叙事

中国从 1953 年到改革开放前处于计划经济时期,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平均为 6郾 2% ,经济大

起大落,为了控制物价,采取了长达 20 年的冻结工资与物价。 计划经济不是一个管理的概念,而是

一个经济体制概念,在这期间的宏观管理部门———国家计划委员会淤,主要管理资源自上而下的分

配,其经济平稳化目标的叙事是“综合平衡冶。 从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的思想到经济学家兰格对

计划经济的解释,其理论模型是所有资源通过中央计划的方式进行全面配置,按计算出来供需可以

实现最优配置,消除了市场经济的盲目配置导致的资源浪费。 兰格直接从新古典的模型中推演出

来社会主义,称之为计算机社会主义。 当时苏联率先实践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通过计划配置

资源来消除市场配置资源的波动性和所有权导致的阶级矛盾,斯大林根据马克思两大部类理论,提
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冶的理论,这对于落后的苏联赶超起到了积极作用,苏联成为了强大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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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1952 年 11 月 16 日,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 1954 年 9 月,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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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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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贡献。 当时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成为 20 世纪 30 年代全球

经济大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发展的灯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是成为了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
科技-军事冶的体系,建立了华约组织的社会主义大联盟。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

业战略思想和苏联成功的实践对后发国家有着内在的吸引力,很多国家都希望按照苏联的成功模

式进行发展。 中国也积极实施了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实施计划经济与优先发展重工

业。 计划经济成为了动员资源的有力工具,撬动了中国的重工业发展,使中国走上了优先发展重工

业的非平衡的赶超道路。 计划经济与非平衡发展战略内生逻辑上的不自洽,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为

非平衡发展服务,因此“综合平衡冶的叙事成为了最难实现的目标。 计划经济的优化资源配置变成

了非平衡的配置资源,导致了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综合平衡大讨论。 1956 年,马寅初提出了“团团

转冶的综合平衡理论,认为永远在不断追着平衡,消除短板,综合平衡实质上是无法平衡。 杨坚白

提出消费、重工业的比例问题等。 但最后政治正确的方向只有一个“优先发展重工业冶,而后也展

开过综合平衡讨论,所有具有“平衡化冶思想都以政治不正确的“消极平衡冶被评判。 实质上这种平

衡是无法实现的,直接导致了经济的大起大落,直到经济崩溃边缘。 从图 1 中我们可以看出:
(1)大量采取实物分配模式,很多实物都需要配合票证才能得到供应,保证这种供应体系,冻结价

格和工资 20 年,家庭没有储蓄;(2)长期供应处于“短缺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是最好的计划经

济的归纳;(3)经济大起大落,由于冻结了物价,波动来自于经济增长的起落;(4)通过剪刀差等方

式将农村的资源支持工业,导致农村发展落后,成为短板;(5)由于没有激励,各行各业普遍消极怠

工,经济的波动往往伴随着政治斗争,经济滑向崩溃边缘。 计划经济中本质上就是实物形态的数量

化动员资源和分配资源的方式,服务于优先重工业化发展,综合平衡只能是消极平衡,靠增长的大

起大落来自我平衡,最终走向不可维持。

图 1摇 1954—2022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物价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21》,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 年),2022 年 GDP 和 CPI 是预测值。
摇

(二)市场引入初期的宏观叙事

1978 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依然是从综合平衡进行的宏观叙事,主要是调整比例,优先发展民

生,调整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战略转向平衡后,农村改革开始,并通过承包制改变了微观的

活力状态,调整工资,货币增加发行,物价逐步放开,微观被激活,这与计划经济的基于实物平衡的

综合平衡管理不匹配,1984 年经济开始过热,物价逐月上涨,10 月出现了第一次抢购,通货膨胀的

到来引发了宏观叙事的开始。 这一叙述来自四个方面:第一,微观激活,货币的引入,经济波动形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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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增长波动转为了物价波动,因此货币供给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第二,微观经济激活与计划

经济的管理体制直接发生摩擦,微观改革强烈要求对计划经济体制本身进行改革,宏观观分离性体

制讨论和改革艰难地开始探索,1984 年中国确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冶,完成了初步市场的构造,
计划逐步成为平衡工具,而不是全面配置资源的体制了;第三,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直接要求与计划

经济相对应的基于实物分配的综合平衡管理体制也要进行改革,大幅度缩减指令性计划,思考财政

和货币等总量平衡的调控;第四,认知的革命,国际上的相关经济学的认知已经大量翻译介绍到中

国,如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等纷纷纳入到了读者的视野中,新的宏观叙事结构到观念逐步形成。
我们从《经济研究》的文章分类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主要集中在农业经济,让我们国家人民

能吃得饱饭,同时也推动农村联产承包制,推动了微观的改革;另一个主题则是经济体制改革,共识

是不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其物价、综合平衡等所有问题都是无法进行操作的,这一点是中国在

计划经济时期反复实践过的。 在这两大主题之下,相关的价值规律理论和再生产理论也是最为重

要的理论探索,一个是微观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这是在理论突破体制障碍的关键性理论研究;第
二个是中国发展战略及宏观研究的理论基础,再生产理论优先矫正“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冶非平衡战

略,调整农业和消费资料(轻工业)的生产,再矫正积累与消费的不平衡问题,为基于增长的宏观讨

论打下了一个基础(详见图 2)。

图 2摇 1978—1984 年《经济研究》研究目录分类文章数量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而得。
摇

三、中国有计划商品经济下的宏观叙事(1985—1991)

(一)体制冲突下的调控难题

任何宏观的叙事都是由一系列时间序贯事件串联而成的过程。 1984 年后中国开始了持续的

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接连冲击中加快微观搞活与宏观稳定的大讨论。 1985 年 9 月,“巴山轮会

议冶是宏观叙事讨论的最为关键节点,核心就是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二次经济过热引起的通货

膨胀。 巴山轮会议包含了广泛的议程,一方面是经济转型中的计划与市场摩擦引起的供需匹配和

价格机制改革问题;另一方面是经济过热的总量问题。 会上科尔奈提出了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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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B 模式),引起中国改革转型的极大共鸣。 托宾等经济学家的宏观管理思想秉承了审慎使用需

求刺激政策,管住货币稳定币值、遏制通货膨胀和央行独立性等诸多现代宏观管理思维,并结合各

国经验进行分析,这些现代宏观管理思维也纳入到了中国宏观管理视野中淤。
1985 年后,中国以宏观管理的叙事模式替代了“综合平衡冶,宏观和改革大讨论成为 1986—

1988 年学界讨论的热点,后被归纳为改革大思路,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思路:第一,基于宏观调整

为主要线索的以吴敬琏为代表的整体改革派和社科院的“稳中求进冶的稳健改革,都强调了保持总

需求收缩是重要的,整体改革派更强调了宏观管理体制整体改革的重要意义;第二,基于微观改革

的推进,包括股份制改革,厉以宁同志为代表,经济学家华生等写的“微观再造冶等理论也属于这一

方面的重要研究;第三,基于起飞思路的发展所、体改所强调的适当通货膨胀对经济有利的“发展

阶段冶的思路,本质上强调了微观搞活的重要意义,强调了价格上涨中的价格改革是关键,不是宏

观问题。 中国政府采取了价格改革,而非宏观的总量控制。 1988 年,中国价格闯关失败,物价快速

上涨达到两位数,国家再次陷入消极平衡,导致经济下滑和物价回落。 可见仅仅微观激活仍然难完

成宏观协调。
(二)面向市场化的宏观经济研究范式形成

与宏观大讨论相配套的就是宏观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全面转变,很多学者都开始希望能统

一研究的话语和方法。 1987 年,《经济研究》顺应叙事体系变化,正式设立宏观经济栏目,同时保留

了原有的综合平衡(国民经济综合问题)和财政·金融·贸易(详见表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

研究所的国民经济计划室更名为宏观经济研究室,可见叙事的方法发生了变化,研究范式也逐步接

受了西方主流的宏观管理理论,同时有了转型的特征,最重要的代表作就是樊纲等写的《公有制宏

观经济理论大纲》。

表 1摇 1985—1991 年《经济研究》论文分类 篇

名称
年份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经济体制改革 39 23 34 20 23 3 18

所有制结构 1 18 13 13 6 9

经济机制·经济杠杆 9

国民经济综合问题 17 25 16 16 16

商品·价值·价格·成本 27 13

宏观经济(1987 后开始分类) 29 24 6 15 22

再生产 5 6

企业问题(1987 年后为国企改革) 8 18 9 11 8

农村经济 14 15 18 14 16 10 7

财政·金融·贸易 20 19 14 8 12 18 29

劳动·就业·工资(收入消费就业) 7 7 5 6 10 6

产业结构与市场(1991 年分类) 16

对外经济关系 7 4 5

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理论 8 11 3

摇 摇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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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出口导向宏观叙事(1992—2001)

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改革全面展开。
1992—2002 年期间,中国宏观管理体制进行了三大攻坚战:第一,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

框架,宏观经济管理是基于市场经济体制而建立的;第二,稳定了宏观管理体系,从财政、金融、发展

和改革,以及法律框架上进行了整体宏观管理体系建构,1997 年在新的宏观框架成功抵御了亚洲

金融危机的冲击,彻底克服了通货膨胀,实现了中央财政的集中,中国走向了稳定经济增长的道路;
第三,宏观管理是基于出口导向工业化发展战略而建构的,通过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和货币发行体

制的改革,推动了中国出口导向型发展,形成了与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高度一致的宏观体制,激励

了中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中国经济增长融入和积极推动了全球化发展。 这三个支柱直接构造了

中国宏观叙事的背景。
宏观管理体制的总体构建积极配合了 1992 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一个具有宏观协调

的市场经济(IIB 改革的目标模式)逐步建设起来。 中国的宏观叙事是基于出口导向战略的宏观叙

事,这是最为重要的宏观叙事内容,宏观调控一定是基于体制和战略的。 同时,中国宏观调控体系

和背后的建构逻辑纳入到了现代宏观经济管理架构中,研究范式也完全国际化,中国宏观架构独立

于微观活动,成为了稳定经济的“当局者冶并担负起了相应的宏观协调职责,继续保持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中党政领导和协调的强有力特征。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共识

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里程碑就是农村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开启了分权与激励的渐进式改革

的到来,人们共识了激励焕发生产力的巨大意义;第二个里程碑就是 1992 年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奠定了经济体制的基础运行基础,市场经济成为共识,经济的运行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

变化,在此基础上有宏观协调的市场经济模式建立起来。 宏观调控体系彻底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无

所不包的数量分配管理的桎梏。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重构了现代宏观管理体系,以其独立运行呈现

出来。 中国宏观叙事是基于市场经济共识而来。
(二)基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的宏观资源配置系统

中国经济第二轮大发展基于市场经济制度基础开始,其发展战略越来越明确,即出口导向的工

业化道路。 2001 年加入 WTO 成为中国出口导向工业化大发展的里程碑。 宏观叙事共识与中国加

入全球化高度相关,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是以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为导向的新的宏观资源配置与管

理系统的整体改革。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一直有着最为重要的资源配置

与激励功能,而不是仅仅现代宏观管理中的“稳定冶目标。 1993 年以来,宏观整体改革既有明确地

服务于出口导向工业化的资源配置与激励系统,也有着现代宏观管理的“稳定冶目标。 1994 年 1 月

1 日起的人民币汇率并轨和一直在进行的外贸体制改革奠定了中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 自 1994
年 1 月 1 日起,取消官定汇率,实行“以市场汇率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冶。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之前的官定汇率 5郾 8 人民币 /美元,降至 1994 年 1 月 1 日的 8郾 7 人民币 /美
元,而后从 1994 年至 2004 年,基本稳定在 8郾 2 ~ 8郾 7 的区间。 2005 年从单向升值开启,有浮动的管

理,到 2015 年双向波动改革。 2016 年 10 月 1 日,人民币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中国人民银行允许各国政府可以

购买中国国债作为国际标准资产。 SDR 货币篮子包含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 5 种货币,权
重分别为 41郾 73% 、30郾 93% 、10郾 92% 、8郾 33%和 8郾 09%加入 SDR淤。 2022 年,人民币在 SDR 份额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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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到 12郾 28% ,人民币市场化机制逐步建立,汇率形成了双向波动机制,成为了全球的准储备货币

国家,但资本项目管制依然严格。
1994 年,中国外汇改革是人民币的一次重大宏观定价改革,其直接改变了商品价格和要素价

格的基础,凸显了中国的资源比较优势,为出口导向战略奠定了“宏观定价冶基础。 1993 年,中国出

现了 700 亿的逆差,在此之前每年出口也几乎全是逆差,而 1994 年汇率改革后,中国从 1995 年到

2022 年均是顺差。 2014 年,外汇储备峰值近 4 万亿美元,2015 年,双向波动后,外汇储备下降,到
2022 年稳定在 3郾 1 万亿。 汇率并轨与相应的改革,直接激励了中国出口导向的大发展,国内储蓄

和生产能力通过出口推动了全球化的规模效率化发展,国内通胀自此逐步下降。 汇率定价是出口

导向转折和大发展的决定性原因,其直接决定了中国的劳动力等比较优势的发挥。 中国基于出口

导向的宏观体制架构并非仅仅是汇率改革,而是一整套的宏观激励性改革,包括税收、货币发行、金
融机构、贸易政策、法律框架和与国际接轨的一整套改革,宏观资源配置以为出口导向工业化服务,
对出口导向战略进行激励。 宏观资源的配置模式推动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同时也意味着减

少国内需求,抑制国内需求也配合了 1994 年以来的抑制通货膨胀。 从长期看,中国设立基于外向

型工业化的宏观资源配置体系,也导致了内外需求与发展的失衡,国内长期拉动经济的两大因素是

投资和出口,国内消费受到抑制。
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建设本身也带了很强的中国阶段性发展的特殊,基于出口导向战略的

宏观管理体制本身内含了一个重要的“资源分配冶性特征,即更多地将资源集中在国际大循环的外

向出口上,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这就是中国宏观管理体系出生之日就有了宏观管理稳定

化功能,也带有服务于出口导向工业化的“资源配置冶特征。
(三)现代宏观管理体系建构

1994 年,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建构是从“总体改革冶(吴敬琏等提出)出发,进行宏观体系

的改革。 从财政体制、货币供给、金融机构与市场、发改、监管、法律等全面改革,特别是在法律框架

下的改革与国际化接轨,法定下的宏观运行的原则越来越清晰。 现代宏观管理体系的建立就是要

起到“稳定冶宏观经济的目标,为中国高速、平稳发展保驾护航,也是对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初期经济

产出或物价高波动的全面治理。 本文集中分析财政体制建构和货币金融体系建构两个部分。
1郾 财政体制建构

中国宏观协调下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共识,财政承包式分权已经不再适合宏观总体管理

与协调,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不断下降:1978 年为 31郾 1% ,1985 年为 22郾 2% ,1990 年为 15郾 7% ,
1993 年为 12郾 3% ;中央财政占财政收入比重下降,1978 年为 15郾 5% ,连续升至 1984 年的最高点

40郾 5% ,之后开始下降,至 1993 年降为 22% 淤。 中国财政弱化是 20 世纪 80 年代“放权让利冶改革

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中央政府财力的弱化,导致政府无法实施有力的财政政策来进行宏观调控。
分税制改革前,“税收承包制冶激励了地方发展,而中央政府却失去了宏观整体协调和反周期能力。
中央财政收入下降本身成为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原因之一。 1994 年财税改革后,财政才有了统

领全局、稳定功能和反危机能力。
分税制不仅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也让中央政府拥有了雄厚的财力基础。 1994 年,中国开展

财税体制改革,将原来的行政包干改革为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事权与财权的“分税制冶。 分税制管

住了强势的地方力量,使得财力集中在中央,同时又兼顾了地方竞争。 分税制是基于工业化的税收分

成制度,有明确的中央和地方的分成比例,其激励了地方发展工业化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工

业化的发展,推动了地方发展工业化的良性竞争与全国统一协调平稳发展的新财税体制。 这一体制

高度地适应了中国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中国实践的鲜明特色,又与国际税收体制规范相一致。

001
淤 http:椅www. mof. gov. cn / zhuantihuigu / czgg0000_1 / czggcz / 200811 / t20081106_88259.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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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体制的地方竞争性体制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体制安排,地方竞争加

速中国经济外向性转向,很多外向政策得到有效性证实,各地方争先恐后地推动,地区靠优惠机制

加速了外向性发展。
分税制改革是不完全的,中央集中了财权,但财政支出的事权多部分交给地方。 随着城市化快

速发展,地方支出责任加大,而财政收入弥补不足,导致中国在 21 世纪初发生了地方财政困难。
2002 年开始,中国土地实施了“招拍挂冶制度,土地出让金弥补了地方财政的亏空和推动了地方政

府城市化的发展,“土地财政冶横空出世。 工业化与城市化双轮推动的发展阶段需要新的财税体制

安排,以工业化增值税和地方基金(土地收入)为双轮驱动的税收体制到了城市化后期必然会受到

双重挑战,即工业化份额不断下降导致税收下降和土地城市化超过峰值后的基金收入迅速下降的

双重冲击,而其支出也内生的从以资本支出直接支持工业化转向公共服务,特别是社保支出刚性不

断加强,地方政府的收入与支出不匹配性成为了 2022 年凸显出来的矛盾,适应新阶段的财政税收

体制需要重新设计。
2郾 货币供给新锚定与现代银行金融体系建立

1993 年底,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淤,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首要的任务

是把中国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冶。 1995 年 3 月 18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于。 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

经济增长,第二十九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

政府债券冶,打破了立法前的政府财政透支央行的软预算特征,具有了货币主管部门的独立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盂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

会议于 1995 年 5 月 10 日通过,自 1995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商业银行法的核心是“以存定贷冶的现

代商业银行规则。 在商业银行法出台前,中国的银行都是“出纳冶的角色,银行贷款大于存款,透支

性发放信贷。 按商业银行标准看,全属于“技术性破产冶,没有资本金,存款少于贷款,而贷款多为

坏账。 国家首先要应对银行的“技术性破产冶,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处理坏账,再注资

银行,推动四大国有银行海外上市,完成了银行从“技术破产冶到上市公司发展的全面操作。 1995
年,中国通过商业银行法,完成了中国商业银行向现代商业银行的转变,并积极推动了银行资产的

重组,对银行进行现代股份制改造,完成了银行在大陆和香港的上市,增补了股本金,将技术上完全

破产的银行变成了全球最挣钱的银行。 中国以商业银行为依托,建立了现代金融体系。
总的来说,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宏观经济学的认知基本上以全球的主流宏观经济学为

主,并在引进宏观经济理论和相应国际宏观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银行制度改

革、公司治理改革、金融市场改革,根本地稳定了中国的宏观经济。 金融管理体系的改革也是积极

服务于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的,不论是汇率定价、以海外资产抵押发行人民币的货币供给模式等,
都对于稳定币值促进出口有着积极的对应。

(四)经济学范式与国际接轨和共同叙事全球化

自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中国经济学基本也与国际接轨了,相关学科

经 2001、2002 年调整后,基本定型,与 2017 年相比也是基本一致,基于研究规范和范式基本到位,
宏观叙事的语境、主题和逻辑基本与国际接轨。 但中国宏观叙事的精髓是基于出口导向的工业化

体制,宏观是为此保驾护航的。 贬值推动了出口,同时降低了国内需求,中国经济逐步从通胀转向

通缩,除刚进入 21 世纪后有过物价上涨的小波动外,基本价格一直处于比较低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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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后,《经济研究》再次调整学科分类,包含理论经济学、宏观经济研究、金融市场和公司

财务、公共财政与收入分配、国际经济与贸易、微观经济和产业组织、市场体系与区域经济学、农业

和自然资源,学科分类越来越宽泛,需要通过主题词才能获得研究的真实意义。 到 2002 年学科分

类逐步稳定,与 2017 年的目录相差无几,更为偏向理论,应用经济学进一步下降,发表论文趋于均

衡(详见表 2)。 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从探索转向成熟,与国际上的研究逐步接轨。 宏观经济学研

究更结合了金融与财政成就宏观经济理论与应用。 由此形成了标准的经济学四大学科,即政治经

济学、宏观经济(包括金融与公共财政学科)、微观经济学(包括行业、企业和劳动学科)和国际经

济学。

表 2摇 2001、2002 学科目录与 2017 年学科目录发文量对比 篇

2001—2012 年学科目录 2001 2002 2017 年学科目录 2017

理论经济学 22 23 政治经济学 15

宏观经济研究 24 17 宏观、货币与增长 21

金融市场和公司财务 35 37 金融和证券市场 23

公共财政与收入分配 7 14 财税和地方政府 20

国际经济与贸易 2 9 国际经济与贸易 14

微观经济与产业组织 33 17 行业与产业 23

市场体系与区域经济学 5 企业和公司治理 20

农业和自然资源 4 5 劳动、就业和福利 20

摇 摇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而得。

摇 摇 宏观叙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滞胀冶,通过调整,到了 90 年代的全球

化。 苏东解体推动的冷战结束,全球从两分化变为了全球化,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融入全球化。
1995 年,印度加入 WTO,2001 年,中国加入,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加速,经济进入到“低通胀-高增

长冶的大发展,全球技术转移、扩散和成果共享水平不断提高。

五、中国高速增长与资产建构的宏观叙事(2002—2012)

(一)全球化时代的宏观经济发展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标志着其开始融入全球化,人均 GDP 达到 1 000 美元,进入到中等收

入国家行列。 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经济增长逐步从工业化转向工业化与城市化双驱动的高速增

长轨道。 2002 年,中国开始了土地“招拍挂冶,标志着中国进入到了一个“资产建构冶的高速增长时

代,私人资产建构主导着库兹涅兹的建设周期(biulding cycle),即私人对不动产的购买推动了城市

化的全面建设。 库兹涅兹认为这个基于私人资产建构推动的城市化建设周期在 23 ~ 25 年左右,这
意味着中国的建设周期到 2027 年前后基本完成,城市化率将达到 70% 。 1997 年前,中国主要以单

位建房再分配给居民,住房难以改善,也阻碍了城市化率发展,到 1997 年中国开展住房制度改革,
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化发展。

1997 年,政府允许私人住房进行抵押贷款,即按揭贷款。 1998 年,公有制住房改革,进行公有

制住房货币化购买,2002 年允许土地招拍挂,居民购买、政府供地,企业购地建房卖给居民,形成了

一个房地产完整的循环。 中国住房土地制度的改革真正开启了中国城市化步伐,推动中国经济从

工业化变为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双引擎带动,经济进入到了高速增长的时期。 中国经济每年都是以

两位数增长,2008、2009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增长率仍为 9郾 7%和 9郾 4% ,高速增长直到 2011 年,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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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率突破 50% ,达到 51郾 3% ,经济增长才逐步回落。 2012 年,中国经济增长为 7郾 8% ,之后没

有再上过 8% 。 2012 年后,遍地开花的城市化建设加速周期转向以中心城市为带动的稳定增长阶

段。 预计到达 70%之后,城市化率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城市部门和农村部门的自然出生率来进行自

然提升,由于城市人口占 70% ,人口年轻,而农村人口只有 30% ,人口相对老龄化,出生率低,城市

人口自然会不断提高,而农村人口自然下降,依靠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到城市的城市化结束,相应

的私人的资产构建活动也基本完成,城市化大型基建完成,城市从扩张进入到了“运营 + 折旧冶的
阶段(详见图 3)。

图 3摇 1992—2021 年中国城市化率和其增长速度的关系
摇

(二)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的高潮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理论集中在经济增长理论的建设上,金融、公司治理等发展很快,
该阶段主要的任务不仅仅是解决中国的问题,而是在逐步向国际主流经济学理论靠拢。 我们的经

济学研究更强调跟踪国际经济理论发展,积极学习和接轨,国际上使用哪类的方法,针对哪类研究

方向,中国经济学者也跟着去做。 2008 年,各发达经济体受到了经济危机的重创,但中国仍然保持

着较快的增长速率,海内外经济学者开始关注这一独特现象。 有关中国经济增长开始被全球经济

研究者所关注。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原多以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理论为基础,强调的是赶超战略与政府

干预的有效性。 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成熟,国际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内生增长理论强调的市

场配置有效性和增长靠创新、人力资本、新供给要素的思想更为符合中国这一阶段的内在发展转

型,结构主义的发展叙事转向了内生增长的叙事模式。 国内学界也逐步运用国际主流经济增长理

论、特别是内生增长理论对中国经济的事实开展研究和规范。 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理论逐

步兴起。 这一理论更注重内生经济增长,强调创新的价值,强调城市化的推动和产业结构变革,逐
步将“结构主义冶发展经济学中可解释部分纳入到主流经济增长理论中,内生增长、生产函数、全要

素生产率核算等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 中国对这一时期快速发展的积累的问题反思仍有不足,如
汇率升值引起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宏观激励政策如何正常化、金融创新活动对经

济加杠杆的影响、工业化带来的污染、土地城市化发展带来问题等。 这些问题为后面的经济发展和

调整留下了隐患。
从《经济研究》的研究主题词看,经济增长已经成为这一时期最为主流的研究主题,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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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货币政策是同期的另外几个重要的研究主题。 同时,经济转型、收入分配、金融危机、信
息不对称、消费金融、人民币汇率等与这一时期有关的新的研究主题逐步显现出来。 2008 年,全球

金融危机爆发后,有关金融危机研究开始。 这一时期的研究在方法论上进展很快(详见图 4)。

图 4摇 2002—2012 年《经济研究》主题集中度

资料来源:作者统计。
摇

经济增长成为了宏观叙事的基础。 宏观理论讨论中有六个典型话题:(1)高增长与低通胀的

理论解释;(2)以 8%为宏观目标,强调了增长与通胀组合的最优政策区间的讨论;(3)房地产等资

产价格上涨,一个基于城市化建设周期的主题讨论;(4)金融纳入到宏观的讨论范畴,金融结构,特
别是银子银行;(5)地方财政竞争研究、土地财政与积极财政政策;(6)基于增长方式的宏观理论再

探索。
全球化推动了中国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和通货膨胀持续下降,2002—2012 年 GDP 年均两位数

增长,通货膨胀为年均 3% ,低利率和高增长的组合,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和升值双重刺激,引发了信

用扩张,这是阶段性的第一特征;第二特征是从 2002 年土地招拍挂以来,中国资金流程根本性的改

变,土地招拍挂直接刺激了城市化,房地产大发展,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发生转变,土地财政是地方

发展的资金来源,形成了城市化—土地扩张—财政扩张的资产循环,与之配套的是“影子银行冶的
逐步崛起,中国资金流程改变;第三特征是城市化真正建立了家庭资产负债表结构,大量房屋供给

开始,个人通过按揭贷款进行房地产抵押融资获得信贷,开始了家庭资产负债表的构建,这是个人

财富快速增长的关键;第四特征是基于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财富效应,升值推动了中国房地产等资产

价格快速上涨。
正是基于这一阶段性特征,宏观以 8%作为了年年发展的目标,8% 的增长既可以满足抑制过

热,低于 8%亦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刺激,成为了一个好的目标管理模式,保持了一个稳定

预期。 8%上下两个点成为了政策的安全阈值区间,政府政策保持平稳,不会产生大的调整,如果经

济增长突破 10% ,经济过热,而向下突破经济增长 7% ,则刺激;并与通货膨胀 3% 为界进行匹配,
向上突破 5%必须大的调整,刺激主要看增长是否低,调控看物价是否高的一个稳定的政策空间。
因此,2002—2012 年物价波动远远低于改革开放到 2001 年[2]。

高度平稳的背后是资金流程的变化,财政和金融主导的资金流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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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房地产根本改变了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和家庭的资金流向和重新构造了新的资产负债表。 财

政突出的是土地财政;金融突出的是影子银行,特别是 2009 年后反危机以来的信托大发展带动的

更大规模的影子银行的崛起。 而企业和家庭部门也都积极构造基于房地产的资产负债表。 抵押贷

款大幅度地提高了金融杠杆,这一点与欧美国家在 20 世纪 80 年末开启的情况相近。 由于全球化

推动的低通胀和高成长,信用扩张成为全球主流,而资产抵押是这一主流的引领者。

六、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宏观叙事探索(2013—2025)

2013 年,中国人均 GDP 达到 7 000 美元,处于中高收入国家上游,向着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淤,
进入到了向高质量增长转换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特征有 6 个方面:第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

中高速增长。 2015 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只有 6郾 9% ,2019 年,中国人均 GDP 1 万美元,随着中国

GDP 基数的增大,增长率开始放缓。 2020 年开始,经济增长放缓,“十四五冶增长均值在 4% ~ 5%
之间,预计到 2027 年前后,中国经济达到高收入国家,高质量经济发展阶段到来;第二,更多的非经

济因素纳入到了现代化进程中,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冶的发展方式转变,把政治、法制、文化和生

态纳入到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这是现代化关键所在。 新的发展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强调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些都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因素,而不单单是增长的速度,但如何保

持多目标的激励相容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第三,中国从出口导向的小国模型逐步转向大

国模型,2015 年中国进行汇率市场定价机制改革,2016 年人民币纳入到 IMF 的特别提款权

(SDR),中国加快了资本项下的改革步伐,加大了双向开放的步伐;第四,中国城市化率 2021 年

64郾 9% ,预计 2027 年达到 70% ,进入到了城市化自然人口成长阶段,大规模建设周期结束,与城市

化相伴生的金融、财政配置资源体系也要调整;第五,2022 年后,逐步进入到了一个全球化转变的

时期,新的全球发展格局需要我们更高水平的开放才能深度介入,中国承诺绿色转型,加入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等都是中国的真正行动;第
六,2030 年碳达峰,中国向全球承诺,2030 年碳达峰,2060 年碳中和,碳达峰也意味着中国经济规

模扩张阶段的终结,彻底转向内生增长模式。 新的发展阶段需要新的叙事,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相互

激励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等共同认知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叙事主题。
针对新的发展阶段,国际货币基金(IMF)为中国宏观管理框架改革列出的 11 项阶段性评估:

(1)从外部需求转向国内需求;(2)从投资转向消费;(3)从工业转向服务业;(4)资源分配上,从国

家导向转向市场和私人部门推动;(5)从过高的企业债务转向可持续的杠杆水平;(6)从财政债务

上升(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转向可持续的财政;(7)从金融部门自由化转向改善治理;(8)从增加

要素投入转向提高生产率和鼓励创新;(9)从不平等的增长转向更加包容性的增长;(10)从高污染

转向绿色增长,可持续利用能源;(11)从旧式的、间歇的政府公告,转向及时、清晰易懂的沟通[3]。
这些评估指出了未来发展的目标、宏观资源激励方向都进行根本性改革,而不是修补。

中国政府始终保持着非常清醒的头脑,从 2012 年以来提出的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改革,2015
年签署巴黎全球气候协定,进行高质量经济增长转型,制定两步走的现代化目标,重新确立新的发

展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制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把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的目标和步骤清

清楚楚地摆放在全国及全世界人的眼前。 中国发展路径的方向和目标是明确的。 方向明确后,需
要改变政府治理形态和与之相关的宏观经济资源配置与激励机制,才能激励和配置资源向正确的

方向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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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按照世界银行标准,2019 年的高收入国家门槛为人均 GNI 12 376 美元。 https:椅datatopics. worldbank. org /
world鄄development鄄indicators / stories / the鄄classification鄄of鄄countries鄄by鄄income.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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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公共财政体系改革

国家治理高度密切相关的就是财政体系,中国已经通过了“税收法定原则冶,在国家治理层面

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随着城市化进程,纳税规模的覆盖面越来越广,城市居民转化城市纳税公民,
公民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财政收支体系纳入到人大立法体系中。
公民通过参与政府公共财政收支体系的决策与监督过程,逐步形成现代政府治理与公共财政体系。
政府软预算约束,公共服务与纳税不匹配,公共决策与监督机制缺失等问题,都需要政府与财政体

系进行调整与改革。
调整国家治理最好的就是从财政入手,一方面改革基于工业化建构的财政体系;另一方面在通

过立法建立规范的政府治理体系,将公民纳入到国家治理过程,通过立法、公共决策与监督参与等

方式完善政府治理,建立起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治理体系架构。 从财政改革看,首先就是重构

财权和事权匹配的财政税收体系。 这种重新匹配,不仅仅表现在财政收入和公共支出的数字匹配

上,更应该体现在城市居民享受服务与纳税责任、以及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的匹配上,否则会造成

财税体制缺少可持续发展的韧性和合理性。
公共财政制度改革方向应是:第一,从流转税为主导的税收体制,转向以直接税和间接税为

双支住的混合型框架,从单一针对企业法人征税转向对自然人和法人共同征税,逐步形成纳税

人与享受公共福利相匹配的格局;第二,增加地方消费增值税做为地方的主税种。 要从流转税

征收环节上入手,从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征收增值税,即从生产环节继续向企业征收税收,税率

应该继续下降到 9% ,降低企业的增值税负担,提升企业竞争力,同时从消费环节开征价外消费

型增值税,税率从 1%以内的水平开启,征收的税收归地方,减轻地方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同
时可以通过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聚集人流消费,来获得税收收入;第三,强化政府预算和负债硬

约束。 这需要立法层面和政府监督层面的改革,当然这一改革也需要做债务的技术型处理,因
为大量地方债务是因弥补地方财政缺口而累积出来的,属于中央和地方收支不匹配的产物,需
要纠正过来;第四,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匹配。 按服务范围与效率等原则进行中央与地方

事权的合理划分,在城市化发展的今天已经无法回避。 中央与地方事权匹配,经过多年磨合,已
经有很多技术性的讨论,但事权改革一直没有落实,上面请客下面买单,买单的钱要靠负债和卖

地来筹集,这都是不合理的存在。 需要全国统筹的事权,如保障劳动要素全国统一市场形成的

统一社保问题都没有进行推进。 中央和地方关系是财税改革的重点,相关划分有中国历史上积

累经验,也有大量国际经验,因此是决心问题,而非技术难度问题[4] ;第五,包容性、绿色发展和

未来社保基金的可持续性,都在挑战当前的财政体系收支体系和运转效率,需要纳入到新的构

建财政体系中进行系统性设计和确立[5] 。
(二)货币供给体系改革

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公共财政现代体系的建立才能推动中国的货币供给体系的改革和利率市场

化。 中国基于外汇占款的货币发行方式正在逐步转变。 2013 年,外汇占款达到顶点后,随着 2015
年汇率改革,外汇占款显著下降,导致央行缩表。 2016 年,央行依靠“其他金融机构借款项目冶———
以其他金融机构的国债等抵押物发行各类短期、中期便利等,大幅度创造资产,新的资产带来的货

币创造占比已经逐步弥补外汇占款下降;同时,通过不断降准提高货币乘数,以扩张 M2 的供给。
以外汇占款作抵押的货币发行模式是明显的小国模型,类似于货币局制度,可稳定盯住汇率,最利

于出口导向,并推动“出口-货币供给冶的相互良性循环,形成了以出口导向为基础的货币供给体

系。 中国现阶段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逐步结束,汇率按市场定价,货币发行的基础也发生了变化。 现

在通过银行的债券作为抵押再贷款的方式属于过渡模式,逐步转向以公债为资产的大国信用模型

体系,国债作为新的资产来源将逐步登堂入室。 国债收益率作为利率市场化和货币政策导引才是

未来大国选择的方向。 中国没有快速转向大国货币发行的原因很多,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政府软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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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财政收支体系存在着很多非规范状态,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货币转向大国模型的前提[6]。 基于

公债的货币供给转型时不我待,一方面为中国长期发展筹资,另一方面也要改变中国依赖外汇资产

的货币发行的格局,利于加快利率市场化建设。 以国债利率为基准替代基于中期借贷便利(Medi鄄
um鄄term Lending Facility,MLF)利率为基准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oan Prime Rate,LPR)利率的改

革。 国家治理和财政体制需要建立有效地自我约束的监督体制,克服政府的软预算,才能采用公债

货币化的货币发行机制,否则必然会导致经济的波动加大。
从城市发展资金需求看,央行货币供给 90%分给银行体系,银行再分配给非银机构绕开监管,

贷款给城市发展,资金成本高,期限短,这与城市化需要低成本和长期限的资金需求完全不匹配,也
是导致城市化大发展的同时负债快速增长的弊端。 中国的银行体系是工业化效率发展的代表,但
随着城市化发展,多样化的需求需要更多样性的金融机构满足。 应增加金融机构的多样性,配置的

灵活性,防风险,改进金融监管效率,增强金融体系韧性。
中国城市化阶段,建立统一的债券市场和多层次资本市场成为了越来越迫切的需求,特别是债

券市场的改革需要进一步加快,债券市场难以统一,监管规则不统一,债券品种创新难以推出,极大

地延缓了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和满足城市发展需求。
(三)政府配置资源体系的改革

中国赶超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政府干预资源配置,即有为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土地政策、
税收优惠政策、选择性金融政策进行工业化推动和对外积极招商引资。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税收都

与工业化高度相联接,部委也与地方政府发展工业化纵向配置资源体系,形成了一组激励相容的中

央地方大力发展工业化的特征,取得突出的赶超效率。 但工业化见顶后,产能过剩、过度污染和负

债等问题慢慢暴露出来,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针对这些方面的改革举措。 未来发展

方向清晰,激励和机制并没有跟进,政府继续沿着传统配置资源体系进行推进,发达地区当前最重

要的任务依然是招商引资,产业链延伸发展,扩大工业制造产能是各个属地工作的重点,在需求难

以扩张的条件下,存量博弈,产能扩张,浪费资源[7]。
中国政府从干预资源配置的产业政策转向激励竞争和创新激励的“创造环境冶的资源配置的

产业政策依然任重而道远。 产业政策在发达国家的重要的功能性干预工具,注重产业和创新成长

条件的改变,创新环境的塑造是这种干预的本质。 发达国家产业政策致力于对小企业的扶持,但多

集中于改善环境、降低风险方面,而不是直接用补贴的方式。 城市化后期创新和就业都需要中小企

业的大发展,产业政策重点也从干预产业发展转到主体开发区规划,为小企业发展创造条件,在改

善基础设施、金融设施、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等领域加大投入。
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加快推进,特别是以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为突破口,降低科教文卫体的

行政管制,这样可以有能力保障基础公共服务的质量。 可以按市场需求让市场配置资源满足大众

的需求,促进服务的升级,满足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需求。 转变政府职能,一方面要推动立法层面

去放松行政化的管制、干预资源分配;另一方面要提高监管水平,不断提升营商环境质量,迎接规则

层面的治理参与并与国际规则对接,探索中国屹立于世界的相互融合之道[8]。
(四)构建社会等非经济因素的“正反馈冶机制

两个宏观资源配置体系的资源争夺和激励机制不协调导致的经济摩擦,已经引起政府高度重

视。 鉴于现阶段的宏观调控仍然囿于传统工业化的资源配置机制,不可避免地导致混乱的状况出

现,这有悖于城市化发展和转型的阶段性要求。 从经济阶段转换的要求看,必须着眼于新的宏观资

源配置体系的建设,第一,发展目标已经发生从物质生产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的转变,生产供给

导向的宏观管理系统转向消费者导向的宏观管理系统。 这种转换背景下,提高居民收入份额和人

力资本回报率、强化消费跨期效率补偿,成为宏观调控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发展机制已经

发生从“低成本-规模扩张冶的单一效率标准向基于“多样性-风险分散冶的经济韧性标准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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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形成“效率-韧性冶较为均衡的宏观资源配置体制。 第三,激励方式已经发生从工业化的产业

干预向竞争性政策的转变,特别是将服务部门从管制和低效率中释放出来,以部分市场供给的方式

促进服务业升级,强化创新的市场激励。 第四,发展战略逐渐从出口导向调整为“大国模型冶,以内

需为主,提升国际分工价值链的地位,增厚出口附加价值,而非补贴化发展。
为了推动发展阶段转型,宏观资源配置进行适应性转变,归根结底需要坚持两点:第一,要

逐步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构建基于城市化发展的资源配置体制,财政、金融、产业政策体制并

轨,完成协调、监管、配置、激励信号的一致性性,实现主体目标的一致性,从根本上转变到服务

以人为中心的内需发展;第二,重构国家发展目标,发展目标从单一 GDP 绩效标准转向以人为中

心的新的国家福利目标,包含包容性、可持续的经济效率目标,并将社会等非经济因素纳入国家

福利目标体系。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绿色“五位一体冶的国家福利目标的实现需要一组非经济类因素参与

到转型过程中,构造“正反馈冶机制推动高质量发展模式的转型。 国内已经很多研究都涉及到了这

方面,特别是刘世锦在“参与促进型改革冶中明确提出:“以促进社会成员最大范围、最深程度、更高

质量参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为目标,着力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取得突破;其要点可概况为:扩大参与

机会,提升参与能力,完善鼓励创业、创新的制度和政策,创造稳定的参与预期的法制环境。冶 [9] “高
质量发展是一个总括性理念,经济高质量是社会高质量和治理高质量的输出。冶城市化的本质是福

利社会,其转型的核心是要发展出“知识中产阶级冶,知识中产阶级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参与转

型,形成“正反馈冶的群体理论[10]。 高质量转型需要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并从中获益,构造这种

“正反馈冶机制才能有效地推动目标、路径方向和机制的成功转型。
(五)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迎接全球叙事的转变

全球化叙事成就了从 1991—2021 年的 30 年的全球贸易带动下的全球大发展。 全球化叙事表

述了全球“共同协作冶的价值观,中国提出的“和平与发展冶,国际上流行的观念是“世界是平的冶,
全球以全球各国参与治理制定的 WTO 规制为主导,全球贸易、技术、生产要素等便利性流动和转

移。 全球化推动了和平、分工、效率、规模、发展和共享的合作理念,促进了全球经济规模和效率的

提高,经济生产成本持续下降,通货膨胀逐步走低,成就了高增长与低通货膨胀。 全球化自身积累

的矛盾,贸易冲突增加,加上近年来疫情冲击和 2022 年的俄乌冲突,全球化转变已经成为了趋势,
全球化叙事转变。

全球化转变趋势明显,第一,新的区域组织替代 WTO,全球化转向区域集团化,地缘政治定义

的“安全冶纳入供应链考量。 地缘政治的需要可能会限制跨国公司的全球范围的低成本操作。 美

国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和欧洲签订的零关税协定等在组织上开始了布局,新的组织体系替

代了原有的 WTO 框架。 区域联盟与供应链调整直接分割了全球化市场的规模和降低了效率,引
发供给成本上涨,这也是当前担忧的通货膨胀“顽固性冶的原因;第二,全球经济增长因贸易扩张停

顿和全球收缩信用克服通货膨胀而下降,全球经济高增长陷入停顿;第三,各国出台“对峙冶性的产

业政策和“资源与工业主权冶诉求不断增加,贸易、产业、资源和能源摩擦不断,价格上涨等动荡会

加大全球经济的放缓和波动放大的风险;第四,和平与发展的红利迅速下降。 全球化的叙事发生变

化,低通胀和高增长的组合是否会转变为高的通胀与低的增长组合仍处于不确定,但各国必须积极

应对全球化转变带来的冲击。 中国一直推动着全球化发展,未来需要以高水平的开放积极参与到

新的全球化过程中,特别是在绿色转型议题、“一带一路冶议题、RECP 议题等更多边议题上加大双

向开放,积极推动全球化发展。
中国经济历经快速转变:第一,从体制上看,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很多人用转

型经济学来概括;第二,从发展方式看,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比较优势冶出
口导向性赶超,带有浓重的发展经济学,而到了 21 世纪中国加入 WTO,融入世界,城市化和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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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双轮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又从非平衡的结构主义的“发展冶转向技术进步主导内

生“增长冶了;第三,宏观体制从基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基于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宏观体制,再次转

变为基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宏观体制,但这一转变仍没有完成;第四,开放体制从封闭转向开

放,中国加入 WTO 推动了全球化发展。 当前,全球化逐步转向区域联盟,中国以高水平开放应

对全球化的转变。
中国经济的历程阶段性特征明显,宏观研究、研究范式和政策目标、激励也是紧跟阶段变化而

变化,由于充满了变化,记录与分析也充满了研究的挑战和乐趣,未来学界可以重新细化这一个快

速演进的历史时期,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

七、结论

叙事是研究宏观经济的新视角。 本文从叙事的时代共同背景、宏观经济共识、发展激励机制、
宏观政策部门责任等四个方面对中国 1978 年以来宏观经济叙事进行梳理,总结计划经济到改革开

放初期的综合平衡理论、有计划商品经济下的宏观叙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基于出口导

向的宏观叙事、高速增长与资产建构的宏观叙事、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宏观叙事探索等五个阶段的中

国宏观经济叙事及其转变。
从中国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的历程看,在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在面向构建高水平开放

型市场经济新体制转变的新阶段,本文认为,只有实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才能更好

地发挥政府作用,全面完整准确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在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中国需要大力推进公共财政体系改革、货币供给体系改革、政府配置资源体系改革,在后工

业化阶段不断构建社会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正反馈冶机制,才能实现经济现代化、国家治

理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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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The Transformation and Prospects of China忆s Macroeconomic
Narrative (1978—2025) : Historical Evolution,

Common Logic and Policy Mechanism

ZHANG Pi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Macro narrative generally refers to macroeconomic narrative, including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s, stable policies and growth incentives for the policy authorities to respond
to the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Macro narrative has the logical coherence of economic co鄄
narrative, and includes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distribution, regulatory expression, and
welfare experience, involving the acceptance of various social entities. Macroeconomics has a
narrative style of empiricism, and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time sequential feature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composed of a series of events, in which people resonate with each other to
form a common narrative, and form a coordinated division of labor, cooperation and stability in
the course of historical process.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the era background, economic
consensus,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the authority responsibilities, this paper combs and sums
up, in the five stages of China忆s macroeconomic narrative and transformation into high鄄quality
economic growth, the macroeconomic narrative of China since 1978, the comprehensive
balance theory from the planned economy to the early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鄄up, the
macro narrative under the planned commodity economy, that based on export鄄oriented market
economy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at of high鄄speed growth and assets
construction. It also proposes that China is facing a new stage of " positive feedback "
mechanism by non鄄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he public
finance system reform, the money supply system reform, the government忆s resource allocation
system refor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thus a new stage with a shift towards high鄄level
opening鄄up to the outside world.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macroeconomics; macro polices; narrat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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