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 70 年经济理论与发展实践 

新中国 70 年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发展
经济学领域的重大创新

任 保 平

摘    要    多重转型发展是新中国 70 年经济发展的逻辑，新中国 70 年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在多重转型发展

逻辑下，借助转型来更新发展理念、转换经济发展战略、重塑经济发展动力、创新经济发展路径，不断谋求

新发展的过程。新中国 70 年来，中国大规模多层次的转型发展有八个维度：从农业大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

的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从数量型发展向质量效益型发展的转型、从单一经济结构

向多元经济结构的转型、从人与自然的冲突向和谐共生的转型、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型、从

数量追赶战略向质量追赶战略的转型、从封闭发展向开放发展的转型。在多重转型发展的逻辑下，不仅实践

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理论上形成了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创新：经济发展路径理论的创新、经济

发展动力理论的创新、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创新、经济发展结构理论的创新、经济发展财富理论的创新、经

济发展目标理论的创新、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的创新、经济开放发展理论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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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 70 年来，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中国由一个经济小国转变为了经济大国，由一个

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正在向经济强国迈进。按照麦迪森的计算，1952 年中国经

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仅为 5.2%，2018 年达到了 90.0309 万亿，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 15%。与其他发展中国

家不同，中国 70 年经济发展的逻辑是典型的转型发展。这个转型发展是一个不断借助转型实现发展演进的

过程。在 70 年转型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经济发展从落后的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型、从封闭经

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多层次大规模的转型发展构成了整个中国

经济长期演进的逻辑。在中国经济长期转型发展中，经济发展的任务与经济转型的任务叠加在一起，形成

了双重制度变迁性质的转型发展逻辑。多重转型发展逻辑不仅促进了中国自身经济发展实现了从站起来到

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转变，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为发展经济学做出了贡献，推动了

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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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重转型发展是新中国 70 年经济发展的逻辑

新中国 70 年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在多重转型发展逻辑下，依托转型更新发展理念、重塑经济发展动

力，创新经济发展路径，不断谋求新发展的历史过程。新中国 70 年经济发展背景的识别、经济发展约束条

件的突破、经济发展理念的更新、经济发展动力体系的重塑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转换，都离不开对中国经济

转型发展互动逻辑的考察。转型发展的理论定位，符合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规律认

识。从学术界的研究来看，现有研究多从单一维度考察新中国 70 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逻辑，周振华教

授将转型发展逻辑归结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组成的“双重背景”①；

陈宗胜提出了“双重过渡”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双重过渡就是体制模式转换与发展形式的跃升②。潘

珊、龚六堂、李尚骜将转型发展逻辑归结为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型、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转型的

 “双重背景”③。本文是对新中国 70 年经济发展逻辑的历史考察，认为新中国 70 年转型发展的逻辑具有

多重性与复杂性。具体表现在：
 （一）新中国 70 年经济转型发展的逻辑具有特殊性
中国现代经济发展道路是“共同律动性”与“道路独特性”的统一，“中国现代经济发展道路体现了

这一过程中的共同律动性，即与世界结构转换相联系，与世界历史演化大趋势相吻合；同时由于文化、制

度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在道路上也呈现出了一些独有的特点”④。一方面，历时 70 年的转型发展逻辑相

互叠加，由工业化驱动的技术转型、结构转型以及市场化的制度转型，都是中国追赶式发展战略演进的组

成部分。转型发展效应贯穿于中国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全面转型的整体进程，任何阶段的发展特征都无法

从相互叠加的转型逻辑中剥离。只有理清中国经济转型发展逻辑的特殊性，才能够理解新中国 70 年来的中

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中的特殊性，才能理解中国特色。另一方面，新中国 70 年中国经济转型发展

逻辑具有扩散性特征，转型领域由经济逐渐延伸至社会、文化、政治等多方面转型，转型内容取决于转型

发展最终目标的分解，转型发展作用的层次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任务与推进思路。因此，中国转型发展逻辑

的演进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理念、发展战略、激励机制和动力结构具有独特性，不可能与任何国家完全一致。
 （二）新中国 70 年经济转型发展的逻辑能够转化为新的转型发展约束条件
新中国 70 年经济转型发展进程是由多次重大转型叠加的过程，转型发展所具有的矛盾消解能力和制

度转换能力表现为发展控制过程对发展实际过程的有效影响，发展控制过程表现为技术进步、制度建设、

结构协调等系统化的战略选择，发展实际过程具有连续、复杂等特征，容易受到特殊国情与初始禀赋条件

的影响。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目标的转换，在社会分工、要素供给等诸多方面涌现出新的转型特征，

共同构成新一轮发展理念更新、发展战略更新、发展效率改进和发展方式选择的新制约。因此，新中国

70 年不同阶段转型发展面临的约束条件表现为，长期趋势下发展时态转换的惯性约束和风险约束以及制

度、技术、结构等因素冲击产生的间接约束。对这些发展约束的识别，需要对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演进过程

的特征进行判断。合理判断转型发展特征的新趋势、新机遇与新风险，构成了转型发展约束因素破解的前

提条件。
 （三）新中国 70 年转型发展是一种特殊的实践过程
新中国 70 年转型发展具体表现为以转型为动力、发展战略更新为内容、发展理念为导向的实践过

程。一方面，经济转型为中国经济发展动力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机会。中国长期转型发展是由“制度−技术−
结构”动力要素协同驱动的结果，特定目标下的转型发展能够引导发展动力要素的演化，校正发展动力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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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转换过程中的变化与失衡困境。而在中国转型发展的不同阶段，转型驱动下的制度变迁、工业化技术动

力形成以及现代经济结构成长三大过程共同构成发展旧动力优化、新动力生成的系统性转型机会。因此，

中国长期转型发展是由转型驱动的发展过程来实现的，具体表现为转型驱动功能在发展动力体系的系统性

转换。另一方面，全面发展是中国长期转型发展的最终目标。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一种全面发展导向下的转

型，从经济转型开始，扩展形成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转型的全面转型，形成了传统发展模式向现

代发展模式，再向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依次转型逻辑，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将转型新机会作为新的起点，进

一步探寻发展中大国定位下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
 （四）新中国 70 年转型发展理念更新需要特殊的表达方式
中国转型发展理念的更新是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互动过程。不同阶段转型发展理念的更新是由

多种因素决定的，但是关键因素在于各类经济主体身份差异下认知矛盾的协调，同时也决定于转型发展过

程中创造主体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因而，对于转型发展的诸多内容认知的一致性的发展理念更

新需要借助特定的转型方式予以表达。改革开放之前的激进转型发展方式，加速了物本经济发展的理念。

改革开放以后渐进转型发展方式，促进了人本经济发展理念的兴起，新发展理念的确立与更新就依赖于渐

进转型发展方式提供的示范效应与创造性理性。在渐进式转型方式下转型发展理念更新的过程耗时长、成

本高，但是更新结果相对稳定，而且容易引致发展理念的再创新。

二、新中国 70 年多重转型发展逻辑的八大维度

 （一）从落后的农业大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的转型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1949 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只有 446 亿元，人均国民收入只有 66.1 元②。在工农业

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占到 84.5%，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15.5%，重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

4.5%③。可见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工业基础薄弱、门类不全，工业产品的人均拥有量低于发达国

家。建国初期，由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发展，还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生产方式落后。当时中国农

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服务业发展滞后。在整个产业构成中，农业居主导地位，第一产业劳动力所

占比重占到八成以上，从事工业生产的不足一成，服务业也是不足一成。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任务就

是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为了加快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我们从计划经济时期开始积极推进工业化进程，以工

业化为路径推进经济由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的转型。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化是中国工业化的全面发

动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建国初期中国工业化的水平是很低

的，“1952 年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 104 元人民币，第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 57.72%，

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为 83.54%，同库茨涅茨的产值份额截面和劳动力份额截面相对比，明显处于人均收

入 50 美元以下的阶段,属于不发达阶段的初期。”④而中国现代工业化是从新中国开始的，通过“一五”

和“二五”计划的重点项目建设，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计划经济时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这一

阶段工业化的主要推动力。这一阶段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国家工业化为中心来推进工业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发展战略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变为优先发展轻工业，同时市场机制的作用得到了发

挥，市场因素成为引导工业企业发展的重要机制，工业化水平迅速得到提高。在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之上，

民间工业化得到了发展，形成了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工业化并存的二元工业化。这一时期经济体制改革促进

了乡镇企业发展，乡镇企业使得农村工业化得到发展，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工业化同时推进了中国的经济发

展。十六大提出了新型的工业化道路，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科技含量

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重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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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十七大把原来的“四

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扩展成为“五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强

调了信息化。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四化同步协调发展，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十九大报告强调，更好发挥政府

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总体来看，经过新中国 70 年的转型发展，中国已经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了现代化的工业化国家，

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跃升为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正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大

步迈进。
 （二）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通过三大改造，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建立国营工业，掌握了国民经济命

脉，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国民经济实行管

理，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计划经济体制已初步形成。1954 年，中国第一部《宪法》的第十五条规定：

 “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计划经济体制已成为中国法定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受苏联影响，总结了

革命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反映了当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要求，在当时的知识存量下是一个合理的选

择。计划经济体制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大规模重点建设。从宏观上对国民经济

重大结构进行调整，促进了中国工业化基础的建立。但是计划经济体制具有明显的弊端，资源配置权力过

分集中，对企业统得过死，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分配方式上平均主义严重。这些弊端严重压抑了微观

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微观经济主体缺乏激励的动力和竞争的压力，致使国民经济在微观层面缺乏

活力。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就开始探索改革转型之路，以摆脱计划

经济体制的束缚，从而释放经济活力。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以价格改革为切

入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最初探索。1992 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中共十六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已经基本建立，进入到完善阶段。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

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

实践上来说，改革开放 40 年最大的成功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

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新中国 70 年

来，我们用三十多年时间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推动了工业化基础的建立。在此基础上，经过改革开放四

十多年的探索，我们完成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通过逐渐摆脱计划经济体

制束缚的方式，中国避免了苏联式的崩溃”②，并且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实现。
 （三）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方式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特点是数量规模扩张、高投入、高消耗、高积累、低消

费、重工业优先、重速度、轻效益。从投入来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资本形成率一直高于其他国家，

 “一五”计划时期中国的资本形成率平均为 24.3%，“二五”计划时期平均为 30.2%，“三五”计划时期

平均为 28.3%，“四五”计划时期平均为 34.1%③。持续的高资本形成率说明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增

长主要依靠高投入，是粗放型的发展方式。这一时期在不能引进外资的情况下，粗放型的发展方式为了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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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任保平、吕春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 40 年的回顾与前瞻》，《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8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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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产规模只能依靠高投入。高投入必然带来高消耗，高消耗必然带来高排放，高消耗和高排放则会引起

高污染。与此同时，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伴随的必然是低效率。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落后农业大国，

工业化基础薄弱，技术和管理都落后，劳动力素质也不高，不可能采用依靠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以提高

效率为目标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只能采取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重视了科技和教育作用的发挥，开始趋向集约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生

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得到提高，科技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提高。经济发展更加依赖于高级生产

要素和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胡祖六和莫辛汉认为：“1979−1994 年增长的 42% 可以由生产率的提高来解

释，生产率在 90 年代早期就超过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①。总体来看，新中国 70 年来中国经济发展

实现了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方式的转型，在追求数量增加的同时更加注意质量的改善，逐步实现从

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方式的转型。
 （四）从单一经济结构向多元经济结构的转型
新中国经济结构演变具有产业结构转型和工业结构升级的双重属性，呈现出明显的特征。新中国

70 年来，中国经济结构沿着“单一结构−结构多元化−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路径在演进。改革开放之

前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实施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导致结构扭曲的单一产业结构，

到 1978 年改革开放前，中国产业结构经过近三十年的曲折发展，建立了比较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

济体系。虽然工业化程度不高，但工业内部结构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在尖端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许多领

先的成果，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成功研制了原子弹、氢弹。但是从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来看，产业结构

单一的特征非常明显。中国就业结构集中于农、林、渔业，工业和建筑业、交通行业就业比重比较低，大

量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农业部门，这表明中国仍然是落后的农业大国。工业的技术综合水平不仅总体落后，

而且产量很低。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结构开始逐渐从单一转向多元化。经济结构多元化是相对于单一产业结构而言

的。经济结构多元化就是多样化、多种化、多态化，能满足不同变化的多样化需求。经济结构多元化在产

业选择上，根据产业结构的现实问题和演进趋势，从单一产业结构转向多元化的产业结构是主要特征。

20 世纪 80 年代重点发展最薄弱的农业和轻工业, 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进一步调整改革开放以前形成的

 “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农业太落后、服务业太少”的扭曲的产业结构。20 世纪 90 年代转向出口加

工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以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增加就业和收入。进入 21 世纪开始再次以重工业

为主导, 以完成经典工业化中期的主要任务。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突

出特点，目前正在由多元化向高级化和现代化方向迈进。
 （五）从人与自然的冲突向和谐共生的转型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经济建设大规模的开展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冲突，生态环境问题

开始出现，由于这一时期工业化才开始起步，环境问题只是在局部地区出现且程度较轻，政府并未明确提

出环境保护的概念，也没有制订相应的环保政策。“大跃进”时期是中国生态环境遭到的第一次集中污染

与破坏，在工业领域全民大炼钢铁，大办五小工业，建成了简陋的炼铁、炼钢炉。技术落后、污染密集的

企业数量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工业“三废”造成的环境污染迅速加剧。这一时期在农业领域推行“以粮

为纲”政策，在 “向自然界开战”的下口号，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毁林、弃牧、填湖开荒种粮的做法，生态

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与自然冲突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迅速

扩张，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加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开始起步，环境保护理念开始确

立，在经济发展中开始从人与自然的冲突转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和政策措施，环境污染治理不断推进。1978 年，新中国第一次在《宪法》中对环境保护做出“国家保护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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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为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奠定了法制基础。1983 年，中国召开

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正式把环境保护确定为国策。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

为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十五”期间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颁布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地方性环境

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等。“十一五”时期，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十二五”时期把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十三五”至今，以习近平总书记

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和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

党的十九大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做出了建

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明确了推进绿色发展，加大生态保护和监管等重点任务。
 （六）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型
改革开放之前以及改革开放前期,针对国家贫穷落后的现状,中国经济发展采取了“国富优先”的发展目

标。“国富优先”的发展以 GDP 增长为目标，以做大经济总量为思路实现经济发展。“国富优先”的发展

目标在改革开放之前促进了工业化基础和国民经济基础的建立，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了先进的工

业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总量大幅度提升，国家财政能力不断增强。到 2011 年 GDP 首次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 年 GDP 超过 90 万亿，从一个经济小国转变为了经济大国。“国富优先”在

满足全社会生存性需求和反贫困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同时也使得生产能力快速扩张，成为全球生产大国

和贸易大国。但是“国富优先”抑制了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压抑了劳动报酬的提高，会使民生得不到改

善，人民生活水平长期不能得到提高。

进入新时代以后，在国家富裕的基础上，开始向民富转变，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型。

 “民富优先”的发展目标以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为发展目的，有利于提高消费总量和化解社会矛盾。在中

国经济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中，为了建立新的利益机制，经济增长的目标要从“国富优先”到“民

富优先”转型，由经济总量导向向国民收入导向转变。新中国 70 年来，过去多年的经济增长是以“国富优

先”为导向，“国富优先”的优点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扩展经济总量。但是“国富优先”使财富集中于

国家，强化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扭曲市场，形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依赖，延缓了经济结构调

整，加剧了产能过剩的矛盾。中国经济要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与此相适应，在经济增长目标上开

始实现从“国富优先”到“民富优先”的转型：（1）“民富优先”的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定位于人的全面

发展，“民富优先”的经济增长不是简单地追求物质的增长，而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大力发展民生事

业、社会保障事业，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实施健康中国战略。（2）由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共同富裕。“民富优先”不是简单地追求一部分人的富裕，而是要把提高大

多数人的幸福作为“民富优先”的目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增长成果惠及所有社会成员。改革开放以

来党和国家推行大规模扶贫开发工作就体现了“民富优先”，使 7 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为人类反贫困做

出了巨大贡献。（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改革和发展都应当考虑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以富

民为目标，谋求人民富裕不仅要加快经济增长，还要解决经济增长成果如何分配。富裕人民需要扩大中等

收入者的比重，缩小收入差距，突出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坚持实现

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酬同步提高。进入新时代经济增长由数量型转向质量

型，与此相适应经济发展的目标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型。
 （七）从赶超战略向质量效益战略的转型
新中国 70 年来，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实行的是数量型增长的赶超战

略，这一战略是经济上的后进国追赶先进国并最终要超越先进国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是基于比

较优势原理，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不变的前提下，通过规模经济的路径形成了传统的数量

型增长模式和追赶型发展战略。追赶型发展战略是指采取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办法，以计划机制取代市

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提高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使产业结构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战略。赶超战略在

中国的实践开始于新中国初期。出于对当时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全面考虑，国家领导选择优先发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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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的赶超战略。这一战略建立高度集中、按计划运行的物资管理体制，通过统收统支的金融管理体制把

有限的资金优先安排到重点产业和项目中，实现资金配置与发展战略目标的衔接。赶超战略的成果是以较

快的速度建成了比较完整的中国工业经济体系，但是该战略使产业结构严重扭曲，扭曲的产业结构导致经

济的封闭性，造成了低下的微观经济效率。

赶超战略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一种数量型经济增长，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知识经济迅猛兴起，

知识与技术在促进增长经济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已经走上了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①，从数

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化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在经济增长的

最初阶段都通过实施赶超战略试图在较短的时期赶上发达国家。但是赶超战略下单纯追求“快”的发展方

式是粗放型的。这种增长方式与经济增长初期阶段的环境相适应②。随着经济发展的全面推进，经济发展

整体水平的提高，粗放型发展方式就失去了优势，这样经济发展战略就需要由赶超战略转向质量效益战

略。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五大发展理念，特别是十九大做出了中国经济已经由

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判断，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从赶超战略向质量

效益战略转型。
 （八）从封闭发展向开放发展的转型
新中国 70 年来，我们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改革开放以前, 中国采取的

是封闭性发展。在国际环境方面,中国与世界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还未建立外交关系,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军事上发动朝鲜战争。政治上美国要求一些国家不承认新中国的合法性。经济上对

中国实行封锁政策，阻止所有国家的商船进入新中国的港口。由于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条件和独立

意识决定了中国在当时只能主要采取内向型发展方式，内向型发展方式是一种封闭性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内向型发展方式开始向外向型发展方式转变，中国经济开始从

封闭发展向开放发展转型，以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为基础实行对外开放，大力发展经济特区。从建立经济

特区到开放沿海、开放沿江、开放沿边，再到加入世贸组织，从大规模引进来到积极走出去，利用国际和

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能力显著提高。“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实行的不断趋于完善的对外开放政策，

把这种全球化大发展转化为促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③。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实

现了从封闭、半封闭经济到全方位开放的转折，形成了从东部沿海到沿江、沿边和内陆地区，从对外贸易

到国际投资，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领域不断拓展的开放格局。“从引进来到走出

去，中国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并一跃成为开放型经济大国。中国不断

拓展国别区域合作，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合作，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

太经合组织等机构和平台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为全球经贸治理发出中国声音”④。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型，

中国经济不仅融入到了全球化，而且开始主导全球化，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重

要的引擎。目前，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发展高水平、高质量和高层次的外向

型经济。

三、新中国 70 年多重转型发展逻辑下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创新

新中国 70 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在多重转型发展的逻辑下，实现了八个方面的转型。这种多重转型发

展的逻辑不仅在实践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借鉴和印证了发展经济学的某些原

理，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推动了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通过理论创新促进了中国发展经济学的

形成，形成发展经济学领域的一些创新。这些创新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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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经济发展从落后的农业大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转型以及通过二元工业化的特殊路径，
实现了经济发展路径理论的创新

新中国 70 年来，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大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的转型和其他国家一样都是通过工业化道

路来实现的，但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工业化独特性在于通过二元工业化路径来促进中国从落后

的农业大国转向现代工业化国家。由于中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双重演进”的特征，形成了农村

工业化和城市工业化同时并存的城乡二元工业化路径。这种二元工业化路径的特征是:工业化空间分布的二

元性、工业化实现路径的二元性、工业化资源配置手段的二元性、工业化产业层次的二元性。二元工业化

的发展路径使得中国经济由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向了现代工业化国家。
 （二）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以及实现了市场动力与政府动力的结合，促进了经

济发展动力理论的创新
新中国 70 年来，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以国民经济计划化为动力建立了完善的

国民经济基础和工业化基础。改革开放又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以市场机制为动

力，正确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了经济发展合理的动力体系，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实现了经济

发展动力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于计划，通过计划集中力量办大事，建立了

中国工业化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针对计划经济的弊端，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探索，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通过市场动力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

的奇迹。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市场化的改革取向作为目标，正确处理了计划与市场的关

系，建立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结合的独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实现了市场动力与政府动力的结合，

推进了“中国发展奇迹”的实现。在理论上实现了经济发展动力理论的创新，创立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理论

范式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在经济增长中既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又有效发挥了政府的

作用，描绘出一个发展中大国如何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动力理论逻辑。
 （三）从粗放经济发展向集约型经济发展的转型以及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发展方式，再到

创新发展，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创新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了“发展型式”的概念，他认为发展型式的选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

展至关重要。新中国 70 年来，我们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实现了从粗放经济发展向集约型经济发展的转型，尽

管这一转型任务还没有完成，但是成功探索出了通向集约化发展的方向，形成了经济发展动力理论的创

新。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内

容，是促进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依

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

要依靠科学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发展，十九大提出创新是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发展方式，再到创新发展，实现了发展方式理论的创新。
 （四）产业结构呈现出了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再向高级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变化以及协调发展理

念的实施，促进了经济发展结构理论的创新
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主题是结构性转变。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中国产业结构

呈现出了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再向高级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变化，这一变化进一步推动了发展经济学结构

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之前，利用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建设，虽然形成了单一的产业结构，但

是却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奇迹，关键在于改革推动了经

济结构转换，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由低收入阶段迈向中等收入阶段的进

程中，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充分释放生产力，中国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实行沿海开放，针对不

同地区的发展情况实施不同的政策，这些实际上属于不平衡发展战略。新时代下经济发展向高水平迈进的

过程中，面对着新环境和新难题，发展理念需适时向协调转换。协调意味着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整体性和

平衡性，强调转变当前经济各个方面存在的失衡现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提升，同时还要补齐现阶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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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中的短板，为经济的高水平发展拓展空间并开发潜力。
 （五）从人与自然的冲突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转型以及绿色发展理念的实施，形成了兼具生态

财富在内的多维度财富观的创新
新中国 70 年来，我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经历了人与自然的冲突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转型，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中，我们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文明以及绿色发展等理论。

这些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演进体现了发展经济学财富理论的创新。对财富的追求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话题。

人类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归结为不断创造、分配与使用财富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上，财富观经历了

 “实物形态”的国家财富观、“货币形态”的国家财富观、“价值形态”的国家财富观、“知识形态”的

国家财富观①。新中国 70 年来，从人与自然的冲突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转型，特别是新发展理念中，

绿色发展理念的实施体现了财富观的创新，形成兼具物质财富、知识财富、文化财富、生态财富的多维度

新国家财富观，从资本产出、自然资本和无形资本三个方面来衡量一国综合财富。
 （六）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型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贯彻落实，体现了

发展目标理论的创新
新中国 70 年来，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型，体现了经济发展目标的转型，体现了以人

民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目标。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为了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确定了“国富优

先”的发展目标。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富优先”的任务已经基本完

成，需要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型，“民富优先”考虑的是经济发展能否给人民带来利益，

能否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能否使人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民富优先”不仅涉及加快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而且涉及到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民富优先”要使人民群众得到最大收益、最大的社会福利问

题②。要让人民富裕，要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普遍提高人们的收入，让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而且

还要缩小收入差距。“民富优先”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民富优先”表明经济发展不是为发

展而发展，而是为富民的发展。根据新发展理念，人民的富裕程度要与经济发展同步。“民富优先”不是

一部分人富，而是大部分人富。“民富优先”不仅要看平均收入，还要看达到平均收入的人数。“民富优

先”包括劳动致富、创业致富、经营致富和财产致富等路径。
 （七）从追赶战略向质量效益战略的转型以及对高质量发展追求，体现了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的创新
新中国 70 年来，实现了从追赶战略向质量效益战略的转型，体现了发展战略理论的创新。中国和世

界上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在经济发展初期，为了解决贫穷落后的面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以追求速度为

核心，实施追赶战略。经过 70 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已经由发展问题转变为了发展起来以后的质量效益

问题，追赶战略的任务已经完成，需要进行发展战略的转型，从追赶战略向质量效益战略的转型。要以高

质量发展为目标，以知识、信息和人力资本先进生产要素为核心，以创新为第一驱动力，构建现代化经济

体系。要实现以现代化发展为核心的新时代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围绕高

质量发展目标，由制度创新转向以现代化强国为内容的综合创新。由单一市场化路径转向市场化、工业

化、城市化、生态化和信息化的协调同步发展。
 （八）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型以及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开放发展理论的创新
新中国 70 年来，中国经济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型，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体现了发展经济学开放发展理论

的创新。新中国 70 年的历史表明，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带来的必然是落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

劳动的世界分工不断细化，生产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通过开放可以积极参与全球分工，通过比较优势

的发挥来实现发展。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加强国际交往，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

术，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闭门造车是万不可取的。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十九大报告中又一次强

调要主动参与和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要抓住机遇、直面挑战、审时度势、迎难而上，努力推进中国

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重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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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洪银兴：《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及其理论和实践意义》，《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 年第 5 期。

35



与世界的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发展的理论开拓了经济全球化理论的新境界，使中国

由经济全球化的从属地位转变为主导地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有至

关重要的地位。新时代背景下中国致力于从贸易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

变，努力向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坚持开放发展新理念，进一步提升开放经济水平，以“强起

来”为目标构建新时代对外开放新格局，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本文为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经济学基本理论问

题研究”（18VXK00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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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 of China’s 70-Yea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Innov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N Baoping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o  use  transformation  to  update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transform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hape  the  powe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novate  the  path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stantly  seek  new  development  processes.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new  China,  China’ s  large-scale  multi-leve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has  eight

latitudes:  the transition from a large agricultural  country to a mod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y,  the transition

from  a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to  a  market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quantitative

development  to  quality-effective  development.  The  transition  from  a  single  economic  structure  to  a

diversified  economic  structure,  from the  conflict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o  harmonious  symbiosis,  from

the transition of “national wealth priority” to “the priority of the people’s wealth”,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number  catch-up  strategy  to  the  quality  catch-up  strategy,  The  transition  from closed  development  to

open development.  Moreover,  it  has been innovated in theories of the path, dynamics,  methods, structure,

wealth, goals, strategies, and openn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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