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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与文献综述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爆发的欧洲债务危

机，使全球经济、贸易与投资增长大幅回落。至今

接近9年，全球经济贸易仍未出现明显的复苏。我国

经济增长率已经连续7年明显低于过去30年约10%的

年均增长率。目前，我国经济下滑已经非常接近底

部， L型的中长期增长趋势正在成为共识。这意味

着我国经济下滑不再是常规的、围绕相对稳定的潜

在增长率的周期波动，而是长期潜在增长率向下漂

移的供给侧问题。外部危机引发的短期需求萎缩当

然会对经济增长有影响，在全球经济复苏后，我国

经济完全有可能再度出现7%以上的年增长率，但未

来30年，8%以上的平均增长速度应当是个小概率事

件。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较高的经济增长质量，将

成为我国经济转型是否取得成功的标志。

坦率地说，过去几年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

的转型还没真正起步，成功的转型案例不多。从全

国范围看，只有京沪深的转型取得了实质进展，其

中深圳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从低向高渐次转型的案

例。与此同时，我们正在面临一个显而易见的悖

论，成功转型的京沪深正在引领我国的房地产泡

沫，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如何避免创新转型因资产

价格泡沫走向崩溃？这是紧迫的现实问题，也是重要

的理论问题，其中蕴含的深刻的经济学逻辑思维，一

定是确定空间上的经济现象，离开了空间的经济增长

一定是不存在的。本文尝试建立一个经济增长与空间

经济内在统一的理论框架，尽可能揭示经济增长方式

转型中有规律的空间特征。对此，本文参考了近年来

国内外代表性较强的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如下。

萨默斯提出（2014）①，工业化以前的2000多

年，人类的生活水平变化十分缓慢，工业革命在人

类历史上，第一次使人类的生活水平发生了迅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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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人均寿命空前提高。1820年出生的欧洲人，

期望寿命是40岁左右。1820～1860年欧洲生活水平

提高了大约40%，相当于在此前2000多年的增长。即

使如此，工业化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增速也不

过是2%。只有极少国家和经济体能够实现连续10年

6%以上的高速增长。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

长打破了一般趋势，缔造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

长的高速增长期。在过去的35年当中，中国经济每

年以9%的速度增长，每8年生活水平翻一番，35年的

时间内增长了16倍。发展之迅速，涉及面之广，与

世界经济互动如此之强，在工业化史、世界史上都

是绝无仅有的。在《“亚洲欣快症”与经济增速回

归全球均值的典型化事实》一文中，普里切特和萨

默斯提出了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论点，经济增速回

归全球均值是经济增长领域唯一的典型化事实。依

此规律，中印经济增速均会大幅放缓。印度，尤其

是高速增长的中国，持续增长的时间已经是常见的

典型高增长的3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将回归全球均

值，而且不能以中印经济减速来说明出现了重大政

策失误。

伍晓鹰（2014）认为①，过去百年，中国的发展

模式具有很强的一致性，都是自上而下的资源动员

的追赶型增长模式，几乎所有重要的政策都和保证

增长速度有关。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出现了

中国经济史上最快的全要素增长。其中的主要原因

是，骤然扩大的外部市场使得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获

得了突发性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

间竞争在促进高增长方面的作用突出，但并没有解

决经济增长效率问题，引起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和资

本边际收益下降。世界银行（2013）对中国生产率

下降和增量资本产出比例不正常上升表示过担忧②，

认为中国政府为保经济增长正在消耗越来越多的资

本，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即经济每增长一个

百分点需要的投资，在过去20年中已经从3.6上升到

2012年的5.4。相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高速增长

时期的2.7～3.2，显然过高。

青木昌彦（2015）指出③，2008～2012年，中国

年均GDP增速为9.1%。去掉同期0.5%的人口增长率

后，人均GDP增速为8.6%。劳动人口从生产效率低

下的农业地区，转移到生产率高出5倍的城市，对人

均GDP增长的贡献约为3.11%。未来，人口红利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会逐渐消失，这是日本和韩国的发展

经验。过去10多年，中国资本产出比例持续上升造

成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高。受边际收

益递减的影响，单纯的资本量增大，对人均GDP增

长的贡献将逐渐衰减。在新常态下，全要素生产率

（TFP）的增加对人均GDP增长的影响将比以往更加

重要。

弗纳尔德和琼斯将美国1880～2000年间约2%人

均收入年增长率，分解为四个因素：投资、人力资

本、研究开发（R&D）和思想创意，投资拉动或是

资本产出比例（K/Y）的贡献率为0%，教育或是人

力资本投资贡献为20%，研究开发为58%，创新增长

即专业化劳动力的思想创意的贡献为21%。白重恩

和张琼（2014）证明④，我国经济在30多年高速增长

中，投资对生产率贡献率逐渐下降，教育贡献率的

显著性降低，知识积累则明显提高。

刘世锦等（2015）对如何防止中国经济跌入边

际收益递减的陷阱进行了分析⑤，将后发经济体的

增长过程划分为三个类型，一是已有技术的平面扩

张；二是缩小与先行者距离的追赶型增长；三是原

始创新与源头创新性增长，提出人口红利即将消失

时，经济转型的核心是从追赶型增长模式转向源头

创新增长。

格莱泽等（2014）基于对美国2003～2012年房

地产泡沫分析提出⑥，房地产泡沫是货币现象，但

不仅仅是货币现象，城市间房地产价格差异与城市

房地产供求关系、经济状况及由此产生的预期差异

的关系明显。2003～2012年，在巨大的地产泡沫蔓

延崩溃过程中，城市之间出现了明显差异,多数城

市出现了泡沫和崩溃；一些城市避开了泡沫也避开

了崩溃；部分城市区经历了繁荣但没有破灭；少数

城市，如底特律只经历了崩溃而没有繁荣。格莱泽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2016）以巴西、中国、印度和

美国为例，讨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

异同⑦。有效率的经济增长表现为有效率的空间均

① 伍晓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再思考”，《比较》No.6,2014。
② World Bank: East Asia Pacific Economic Update, October 2013 - Rebuilding Policy 

Buffers, Reinvigorating Growth。
③“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比较经济学观察”，青木昌彦：《比较》No.2,2015。
④ 白重恩，张琼：“中国经济减速的生产率解释”，《比较》NO.4,2014。
⑤刘世锦主编：《中国经济十年增长（2015-2024）：攀登效率高地》，中信出版

社2015年。
⑥Edward L. Glaeser Charles G. Nathanson “HOUSING BUBBLES” Working Paper 

20426 http://www.nber.org/papers/w20426 NB ER1050 Massachusetts Avenue Cambridge, 
MA 02138 August 2014

⑦ Juan Pablo Chauvin, Edward Glaeser, Yueran Ma, Kristina Tobio:“WHAT IS 
DIFFERENT ABOUT URBANIZATION IN RICH AND POOR COUNTRIES? CITIES 
IN BRAZIL, CHINA,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rking Paper 22002 
http://www.nber.org/papers/w22002 NBER 1050 Massachusetts Avenue Cambridge, MA 
02138 Februar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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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城市规模结构依照齐普夫法则指数为负1的降幂

排列，内含了大中小城市有序与协同发展。在此过

程中，产业和人口在空间的自由流动会引发城市间

实际工资趋于均衡，会因聚集收益引起产业集中，

也会因聚集成本引起在连续空间上有序扩散，形成

城市间差别化的产业升级过程。格莱泽等发现，自

1980年代以来，与印度相比，中国城市化过程更加

接近美国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空间均衡。当

然受到户籍制度限制等因素的影响，还存在比较突

出的问题。例如，美国人均收入与租金的弹性值为

1.6，巴西为1.4，中国为1.1。理论含义是，中国大城

市在不断吸入人口和资源时，遏制了房屋租金的上

升，吸引人口不断向大城市聚集，形成了以中小城

市经济增长乏力为代价的大城市经济繁荣。

二、我国经济转型的困难与曙光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核心是调整结构，推动

新一代产业崛起，实现对低效率产业的替换，不断

提升创新能力，同时改变经济增长对投资的过度依

赖。

一是结构调整。传统制造业曾是推动我国经

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过去几年已经成为经济增

长拖累。这与全球经济下滑和国际贸易收缩有密切

关系，但劳动密集为主、资源密集为主、高耗能和

高污染行业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不是需求，而是劳

动力和土地成本上升和明显的生产过剩。从此角度

看，目前增速较快的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

科研技术服务和金融业，假以时日会成为新一代替

代性支柱产业。短期内，前者总量大，下降得快；

后者总量小，上升得虽然更快，但不足以弥补传统

产业下滑的缺口，合理的经济结构调整引发了经济

增长持续下滑和失业增加。转型与调结构是客观合

理的，也是艰难痛苦的，要经历痛苦的忍耐与坚持

才能实现。 

二是创新能力增强。创新是用新产品、新企

业、新产业、新生产方式替代传统的过程，是一个

渐进过程。评估创新进展不能仅观察新技术和新企

业已经形成的地位，还要观察创新能力的变化，其

中专利技术，特别是可以横向跨国比较的国际专利

申请量有重要价值。PCT国际专利申请是国际知识产

权组织（WIPO）推动建立的最重要的知识产权申请

与保护体系, 有132个国家加入了PCT专利申请系统。

WIPO的2016年度国际专利申请报告中显示①，2015

年向本地（经济体）申请的专利总数是595400件，

增长5.2%，其中国际专利218000 件。当年，中国国

际专利的申请量增速为16.8%；日本作为全球第二大

申请国，增长 4.4%；美国作为第一大申请国下降了

6.6%。发展中国家开始了专利申请的高增长，2015

年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专利申请增长了148%，智利

增长了45.5%, 马来西亚增长了25.4%, 土耳其增长了

24.7%，南非增长了19.6%。

我国国际专利申请量自2004年开始起飞，当

年位居全球13名，是美国的3.9%，日本的8.4%；

2008年上升到近7000件，全球排名第6，占全球份额

3.7%，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11.7%和21%，超过了英

国，2009年超过法国，2010年超过韩国，2013年超

过德国,成为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第三名。2015年美

国排名第一，占当年全球国际专利的26.3%，日本占

20.3%，中国占13.7%。中国PCT国际专利申请约3万

件，是美国的52%，日本的62%。

过去十几年，我国创新能力进步非常快，PCT国

际专利申请件数的增长远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不

过横向比较，日本国际专利申请量的基数很大，增

长速度不算低。未来5年，按照线性外推美日PCT国

际专利申请量，以非线性外推我国的加速成长，中

日之间的缺口仍然存在，中美之间绝对数量的差距

还会扩大。我国实现追赶的时间还要15年或更长时

间。考虑到国际专利申请量只是国家创新能力的一

个子项，日本近年来出现的诺贝尔科学奖增加，已

图1  中美日PCT国际专利申请比较与趋势

美国件数= 2116x + 8233.5R² = 0.91

日本件数= 1971.1x - 7715.9  R² = 0.95

中国件数= 89.08x2 - 1432.1x + 4156.5  R² = 0.96

 -10,000

 -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70,000

 80,000

19
90

19
91

19
92

19
93

19
94

19
95

19
96

19
97

19
98

19
99

20
00

20
01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20
06

20
07

20
08

20
09

20
10

20
11

20
12

20
13

20
14

20
15

图 2 中美日PC T国际专利申请比较与趋势

美国 日本 中国

① www.wi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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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长为科学强国，我国走向创新大国步伐还需要

更快。

三是我国从投资依赖转向创新驱动有亮点，但

总体看转型的步伐很慢。鉴于目前我国数据样本还

太少，不足以进行全面的经济计量分析。本文尝试

选择代表性样本进行比较。我们选取了“十二五”

期间，全国投资率平均水平、四个一线城市和天

津、重庆两个直辖市作为观察转型的样本。数据均

取自国家统计局和各城市历年正式发布的统计公

报。

依赖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过程是典型的索洛

增长，早在60年前，索洛就给出了要素边际收入递

减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停滞的结论。如今，经济增长

理论早已超越索洛认识，知识、教育、人力资本作

为取代物质资本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

中国经济要实现追赶型增长模式向创新增长转变，

就是要打破传统模式中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减的魔

咒，从持续不断的创新中挖掘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

增的增长，当更多的投入得到更低的效率时，唯一

的选择就是放弃不恰当的短期经济刺激，寻求速度

与效率之间新的平衡点。

由此假设，经济转型步伐快慢的标志应当是

出现了高投资率和创新驱动贡献的拐点。图2中的

右坐标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即投资占GDP的

比重；左坐标是研究开发费用（R%D）占GDP的比

重。以广州为中心点向右，广州、天津、全国和重

庆投资率在上升，广州的投资率从27.5%上升30%；

天津从67%上升到了79%；全国平均从低于64%上升

到接近83%;重庆从77%上升到了98.5%①。从中可以

看出，过去5年，青木昌彦和伍晓鹰观察到的我国资

本产出比上升，经济增长需要更多的资本推动的资

本边际收益递减情况仍在恶化。本文没采取伍晓鹰

使用的增量资本与产出比例（ICOR），而是直接使

用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倒数，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当年

带动的经济增长量，非常直观地分析平均投资效率

变化。不难看出，“十二五”期间，广州单位固定

资产投资创造的GDP从3.6下降到3.3元；天津从1.5下

降到1.3元，全国从1.6下降到1.2元，重庆从1.3下降

到1.015元。如果全国投资效率降到了只有1.01的临

界点会发生什么？这显然是不需要再加以说明的结

论了。

以上似乎得到了一个非常悲观的结论。但是从

广州向左看，可以发现转型的亮点。北京的投资率

从37%下降到35%；上海从26.4%下降到25%;深圳

从20%下降到19%；北京的投资效率从2.7上升到2.9

元；上海从3.8上升到4元；深圳则是从5上升到5.3

元。从研究开发费用（R&D）占比看，尽管城市

之间高低悬殊，但全国和各城市均有不同程度的提

高。北京和深圳已经达到了全球的高点,上海也达到

图2  全国及主要城市投资率及R&D占比

北京, 5.98%

深圳, 4.05%
上海, 3.70%

广州, 2.00%

天津, 2.96%

全国, 2.10%

重庆, 1.41%

重庆, 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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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深圳 上海 广州 天津 全国 重庆

图3.全国及主要城市投资率及R&D占比

2011R&D 2015R&D 2011投资/GDP 2015投资/GDP

① 需要说明的是，各城市之间及与全国平均的价格水平存在差异，GDP平减指数
不同时，固定资产投资率是不可简单比较的。不过，在没有各城市之间的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的价格指数比较时，仅对GDP进行不变价处理相对于现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现价GDP,并非更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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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高水平。由于数据限制，尽管不能直接证明高

资产投资率会挤出研究开发支出，但低收入的重庆

和高收入的广州，投资率上升和R&D比例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天津的高收入和高投资率显著低于京沪

深R&D比率，显然值得引起关注。近年来国际SNA

统计标准做出了重要调整，按照创造知识更重要的

原则，不再把R&D作为一般性支出，而是作为持续

创新的中长期投资来统计。这个统计标准的更改不

仅仅是增加了高R&D支出的发达国家GDP，而且实

实在在改变了我们对经济增长源泉的认知和评价①。

总之，当全国和一些代表性城市在传统增长模

式中似乎越陷越深的时候，京沪深作为我国经济转

型的亮点值得认真研究。回顾历史，京沪深的高速

增长也与投资拉动密不可分。过去35年，深圳每平

方公里的投资超过了20个亿。现在的京沪深超越了

投资依赖型增长。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和创

新能力最强的三座城市,占全国经济总量的份额已经

接近10%,具有了带动全国加快经济转型的能力。

 

三、深圳经济的持续动态转型

深圳是一个由无限个传奇故事编织起来的年轻

大都市。它处在不断的转型过程之中，30多年里，

深圳经济走出了一条由低向高、渐进持续的经济转

型之路②。

第一阶段依托全球化，走向工业化。特区建立

之初的深圳是典型的农业和渔业经济，没有工业。

1985年深圳提出 “以外商投资为主、生产以加工装

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③，加快对外开放步伐，

以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中心

-外围关系，到90年代初以OEM生产方式为代表的

加工贸易企业成为支持经济高速增长重要力量，深

圳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大大加

快。

第二阶段走向模仿性创新的生产制造。1995年

上半年两个外部因素在一个时点上碰撞，引发了深

圳经济增速大滑坡。前者是1994年7月广深高速公路

全线通车引发了OEM产业沿广深高速向北迁徙，东

莞崛起，逐渐取代深圳成为全球重要的OEM中心。

后者就是所谓的“特区不特”，经济特区的地域性

优惠政策让位于沿海及更广泛的对外开放的普惠政

策。但从本质上看是深圳OEM的成本在提高，简

单的低水平的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了竞

争力。在危机迫使深圳转型时最典型现象是，深圳

成为著名的山寨城市，模仿国外品牌进行规模化生

产成为深圳转型中的重要的发展阶段。深圳幸运，

在山寨当中很快就走出自己的制造之路，涌现了华

为、中兴、比亚迪、研祥、大族激光等一大批享誉

世界的著名品牌。

第三阶段完成从深圳装配向深圳制造的转变。

华为、中兴、比亚迪等企业异军突起，同时也崛起

了具有核心技术、在国际产业链关键环节占有重要

地位的专业化创新型的中小企业群体。深圳因此从

大规模制造走向横纵向的网络化产业分工，以产业

链为核心的分工体系推动了深圳的持续转型。北上

图3  2015年商标总量、人均及万人拥有量排名前十名城市

北京市 上海市 深圳市 广州市 杭州市 重庆市 成都市 西安市 佛山市 苏州市

人均排名 2 5 1 3 6 38 16 11 10 15

商标总量 142275 122754 109193 86101 43128 38445 33396 26455 25348 25000

每万人数量 72.5 53.3 105.4 67.8 49.6 13.3 23.8 31.2 35.2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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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015年商标总量、人均及万人拥有量排名前十名城市

人均排名 商标总量 每万人数量

①“Depreciation of Business R&D Capital”，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R&D Satellite Account Paper. Wendy C.Y. Li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Rebecca 
Blank Acting Secretary, ECONOMIC AND STATISTICS ADMINISTRATION Mark Doms 
Under Secretary for Economic Affairs,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J. Steven 
Landefeld Director,Brian C. Moyer Deputy Director. October 2012,www.bea.gov

② 参见唐杰、戴群、李战杰：“深圳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J] .中国经济特区研
究，2010（1）。

唐杰：“新常态增长的路径路径和支撑”[J] 开放导报 2014（6）。
③ 参见《李灏深圳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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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深确实是走在前列的创新强市，而从人均指标

看，深圳的分工专业化水平显然是一骑绝尘，遥遥

领先。除杭州外，其它进入前十名的城市在专业化

分工与创新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事实上，当我

们定义专业化分工推动创新时，也就定义了市场化

水平与专业化分工的关系。

第 四 阶 段 向 深 圳 创 造 转 型 。 琼 斯 和 罗 默

（2009）提出①，现代增长理论在大家熟悉的实物资

本和劳动的投入要素基础上，添加了思想和人力资

本存量。思想带来了规模经济效果，好的制度有利

于新思想的规模化创造，新思想是驱动经济增长的

关键。在现实世界中，科学发展以及距科技前沿的

距离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决定性

因素。

过去10年，深圳加快从制造向创造的转型，已

经成为全球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引领者，在基因

测序和测序装备材料产业、新材料、新能源、新能

源汽车、显示技术等领域形成了居世界前列的自主

创新能力。深圳也是全国最重要的时尚品的设计中

心。深圳地域狭小，缺乏自然资源，最富有的资源

是庞大的创新创业的企业家群体。目前，深圳拥有

国内外上市公司350家，销售收入超过千亿的企业

近20家，过百亿企业上千家，过十亿的约万家，过

亿元的企业已经难以统计。众多的创新企业聚集在

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快速分享与传播新思想、新知

识、新技术，形成创新的汇聚，形成潮涌式的相互

推动的一波一波创新过程。

2014年在全球前25名企业中，美国有6

家公司，高通、英特尔、微软、联合技术、

谷歌和惠普；中国有4家，华为、中兴、腾

讯与华星光电。有些令人意外，所谓中国4

家就是深圳4家。深圳4家当年PCT专利申请

数7611件，若加入华为公司下属的华为终端

单独申请的件数，深圳4家企业申请件数与

美国6家公司只相差130件。

2015年，华为的申请件数仍然是第1

名，中兴是第3名；美国高通和惠普公司分

别是第2名和第10名。在前30名里，美国8

家，中国5家；美国申请数合计9041件；中

国申请数合计9272件，减去京东方公司，加

入华为终端申请件数，深圳公司申请数为

8487。2015年深圳企业申请的全部PCT国际

专利件数超过了1.3万件，连续10年占中国总

件数的50%。韩国PCT国际专利申请件数位列全球第

5，也只比深圳领先一年。未来，深圳PCT国际专利

申请件数超过韩国可能一点都不令人意外。一个曾

经如此落后的城市，只用了30多年时间走向了世界

创新的前沿，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再难但只要

坚持就不难，从投资依赖走向创新驱动，真正的驱

动力是法治化的市场经济，是在市场经济海洋中竞

争的企业。

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依赖于空间均衡

现在来讨论一下有关转型面临的悖论。京沪深

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代表，而在现实中京沪深又

是当今中国内地房地产价格最高的城市，是创新带

动了房地产泡沫，还是房地产泡沫会吞噬创新？ 

首先，房地产作为资产，价格泡沫一定是一种

货币现象，而且是具有周期性的货币现象，只要是

泡沫就一定会破灭。但反过来说，房地产价格上升

并不一定是资产价格泡沫。我们也不能从城市之间

房地产价格高低差别来定义泡沫。

其次，经济增长理论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斯

密发现了分工引发增长，马尔萨斯发现技术不变条

表1   2015年全球PCT排名前三十名的中美公司

 名次变化 国别 申请件数   2014年+/-

名次 2014

1 0 华为 中国 3,898 456

2 0 高通 美国 2,442 33

3 0 中兴 中国 2,155 -24

10 15 惠普 美国 1,310 484

12 -6 英特尔 美国 1,250 -289

14 20 京东方 中国 1,227 674

18 8 哈里伯顿能源 美国 1,121 321

20 -3 腾讯 中国 981 -105

23 n/a 微软 美国 860 860

26 -4 谷歌 美国 721 -196

27 -4 华星光电 中国 710 -194

29 -1 3M创新 美国 676 -20

30 -11 联合技术 美国 661 -352

① 罗默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发韧者，也是致力于经济增长理论区域化城市化的先
行者。THE NEW KALDOR FACTS: IDEAS, INSTITUTIONS, POPULATION, AND 
HUMAN CAPITAL，Charles I. Jones，Paul M. Romer，Working Paper 15094 http://
www.nber.org/papers/w15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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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人口增长与土地稀缺引发贫困陷阱，马克思发

现积累与竞争推动增长，熊彼特看到了创新引起增

长，索洛规范化和公式化了马克思积累与增长的命

题，解释了摆脱马尔萨斯贫困增长的路径，即市场

经济条件下有效率的要素边际替代率可以实现平衡

的增长过程。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发现，现代科学技

术和大规模的贸易加速了知识的传播，人类物质财

富快速增加，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意义不断降低，

新知识、新思想的发现与广泛传播成为经济增长的

核心动力，人力资本取代物质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

基本要素。

显而易见的是，尽管经济增长理论取得了巨

大进步，但距离有效解释现实中的经济增长过程仍

然相差甚远，这是因为只有在城市经济无差异的假

设下，才可以将城市生产函数加总为国民经济总产

出。从一切经济增长过程都是确定的空间行为出

发，经济增长理论对空间经济形态的研究,不仅需要

在标准增长模型中加入距离运费和土地稀缺地租上

升的变量，也要考虑要素在空间自由流动所形成的

收入均衡与结构差异,空间集聚与扩散是连续发生的

过程,要素组合重构的空间异质性而不是一致性决定

了空间边际收益递增的过程。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

市场选择过程，而不是行政干预的政府行为①。

罗森（1978）和罗巴克（1982）的开创性研究

为研究经济增长的空间均衡提供了简明的思路，它

被称做“RR空间均衡定理”，核心是以城市的工资

和租金溢价来解释城市的空间集聚和扩散带来的空

间均衡过程。简化的表达式可以写为：高名义工资

+高房价=低工资+低房价，亦可变形为高工资+完善

的基础设施与功能+多样化城市生活+高房价=低工资

+宁静的生活+低房价；名义工资扣除房价是实际工

资，或是企业收入扣除土地租金是实际利润；RR定

理还可以写成：高房价+低通勤成本=低房价+高通勤

成本之间的均衡。在此过程中，空间均衡表现为，

城市范围不断扩大，大都市区周边的中小城市化使

城市区的边缘不断蔓延生长，从单一发展或是恶性

竞争发展的独立城市，走向相互关联协同合作的城

市群。在大都市工作和周边城市之间，出现人口密

度和房价租金以核心大都市为中心逐步递减，产业

以大城市为核心形成阶梯形分布等等。

第三，美国工业化城市和后工业化时代空间均

衡与城市房价关系。美国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时

期的1870～1940年代，城市工资溢价持续上升，从

高于农村10%持续上升到35%以上。大规模的工业化

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城市人口密度大幅上升，城市

租金溢价从1918年的20%开始上升，1930年代达到最

高峰,超过了100%。此后美国城市工资溢价和租金溢

价保持大约40年的稳定。1980年计算机产业和信息

技术革命爆发后，美国城市化进程开始了一个新的

时期，大都市人口密度，工资溢价和租金溢价进入

新的上升期，按照对工资溢价弹性和土地租金弹性

高低开始了产业替换过程②。空间经济增长与空间均

衡的演进，使得分工从人的分工专业化，走向企业

的分工专业化，走向城市的分工专业化。在大规模

城市化开始的时候，由于城市相对于农村，大都市

相对于中小城市有着更高的生产率，有着更多的工

作机会，会出现工资溢价的持续上升；随着人口和

产业聚集，租金与房价溢价开始较低上升，大都市

相对于中小城市的工资溢价与租金和房价溢价的差

距缩小，人均实际收入水平从显著扩大,到逐步缩小

,直到出现均衡。这个均衡过程就是产业和人口从大

城市向周边中小城市扩张的过程。大都市走向人力

资本聚集程度更高，产出工资弹性更高，产出土地

价格弹性更高的产业形态；中小城市则是按照距核

心大都市的远近做相应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由

此出现了，城市发展水平趋同，但城市间经济结构

和产业结构异质化而不是同质化的过程，这是一种

内生的大城市或是创新中心向周边区域持续扩散的

内生升级过程。没有了RR定理阐述的依效用等价的

空间扩散与均衡过程，实际上就不会有真正的经济

转型与升级。 

第四，中国主要城市经济转型与房价关系。考

虑到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投资所占

比例在25%左右，因此城市之间可以比较的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也就是可以比较的房地产供给

水平的代理变量，即投资率越高，房地产的供给就

越多。不失一般性，房地产需求可以定义为人均收

入水平和人口密度，将某个城市的人均GDP乘上单

位土地人口密度可以作为城市间可比较的房地产需

① Aaron Chatterji Edward L. Glaeser William R. Kerr “CLUSTERS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NBER Working Paper 19013 http://
www.nber.org/papers/w19013。

② Leah Platt Boustan Devin Bunten Owen Hearey，“URB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00-2000”NBER Working Paper 19041 http://www.nber.org/papers/
w1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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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强度。深圳的人均GDP和人口密度最高，需求强

度也最大，依次是上海、北京、广州、天津和重庆

（考虑到重庆地域面积太大，城市化比重仍低，本

文选取了2.86万平方公里城市化水平较高区域的人口

密度）。从供给角度看，深沪京的房地产的供给水

平显然比较低，穗津渝的供给水平显然比较高。一

个不会引起太大争议的结论应当是，京沪深房地产

市场的特征是需求大于供给; 穗津渝房地产市场的特

征是供给大于需求。由此引伸出更加符合经济学逻

辑的结论是，供不应求价格高，供大于求价格低。

图5中各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取自中国房地产协会发

布的中国房地产行情2016年8月的住宅价格,其中重庆

是以南岸和江北区代表全市平均房价），应当是比

较好地反映了各城市房地产市场的供求情况。

现在回到有关转型面临的悖论问题。当我们扣

除了房地产泡沫因素，仅讨论城市间房地产价格比

较时，可以看到，城市间房地产价格差异首先决定

于城市房地产市场特征的差别。若进一步扣除城市

间房地产供给的差别，决定城市房地产价格差异的

需求因素可以分解为，人均GDP收入水平和单位土

地人口密度。引入RR定理以实际收入定义空间均衡

及其过程的分析，可以发现京沪深经济转型的空间

效应是创造了更高的产出工资弹性和更高的产出土

地价格弹性。由此引出的问题是，要防止高房地产

吞噬京沪深转型创新成果，关键在于三座样板城市

可否实现持续的产业扩散，以及产业结构与人口结

构与规模的调整，在空间均衡过程中不断提升产出

工资弹性和产出土地价格弹性。京沪深要走向更高

端的产业形态，成为引领全国的创新中心和引导资源

配置均衡分布的枢纽，关键不是所谓的行政性地限制

人口聚集和房价与租金的上升，而是要打破现有的行

政壁垒，以市场化的思路，通过高于工资溢价的租金

溢价，推动人口和产业向周边中小城市扩散。

第五，美国大都市区经济结构调整与空间均

衡。本文依据2001～2013年期间美国六大都市的产

业结构变化①以及对纽约和洛杉矶两个大都市群的统

计数据为基础进行了初步的实证分析。我们得到的

统计结论是, 2013年，美国6大都市群的经济总量占

全美GDP的89.8%。2001～2013年，6大都市群制造

业产业占全美制造业的比重从83%上升为90%。当

以Xi部门的区位商作为城市专业化分工水平的代理

变量时，可以发现6大都市群制造业区位商从2001年

的0.93，上升为2013年的0.961。可以说，大城市群

不仅是美国制造业重心所在，而且地位有上升的趋

势。进一步的细化分析表明，在纽约、波士顿、芝

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和圣地亚哥等6个核心大都市

中②，纽约制造业的区位商稳定在0.5，波士顿略有下

     图4  主要城市房地产价格与供求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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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主要城市房地产价格与供求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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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登峰等：“深圳服务业核算比较研究”，深圳决策咨询委研究课题，2017年1
月。根据其中的附表:美国都市区—387个都市区分行业数据以及世界银行发展指标之美
国数据进行核算。

② 在美国城市统计规范中六大都市的纽约大都市是指横跨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宾
夕法尼亚州的纽约，纽瓦克市和泽西城; 波士顿大都市是横跨马萨诸塞州和新罕布什
尔州涵盖了芝加哥、坎布里奇和牛顿市; 芝加哥大都市是指横跨伊利诺伊州、印第安
纳州和威斯康辛州的芝加哥、内伯维尔和埃尔金市; 洛杉矶大都市是加州的洛杉矶、
长滩和阿纳海姆地区；旧金山大都市是加州的旧金山、奥克兰和海沃德地区； 圣地
亚哥大都市是加州的圣地亚哥和卡尔斯巴德。美国大城市群的统计则是指，大都市区
直接辐射影响的城市地区。例如，纽约大城市群又名为美国大西洋沿岸城市群或波士
顿-华盛顿城市带（BosWash、Bosnywash、Boshington、Northeast Corridor or Northeast 
megalopolis）。包括5个联合统计区（CSA）和29个都市统计区(MSA)，涵盖了纽约、波
士顿、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5座大城市，以及40个10万人以上的中小城市，人口达
到650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20%。作为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神经中枢之一，纽约占据
了区域内的核心地位，而位于波士顿郊区的128号公路两侧则聚集了数以千计的研究机
构和高科技企业，也是美国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占全美约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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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芝加哥从1.02上升为1.11，洛杉矶有明显下降，

从0.92到0.8，旧金山保持稳定，圣地亚哥从0.69上升

为0.73。

当我们的分析视角从大都市区扩展到大城市群

后，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当信息技术革命席卷全球

时，大都市群内部的核心大都市与中小城市间存在

着差异化的工资溢价和租金房价溢价，不同产业部

门对两个溢价影响的反应明显不同，具体化为产业

间的产出工资弹性和产出土地价格弹性的差别。制

造业单位产出的土地需求量最大，对地价上升最敏

感，会率先从核心城市向周边中小城市迁移，其次

是零售业、批发业等。以大都市群作为一个整体，

在城市之间专业化分工与结构升级过程中，制造业

等产业部门从大都市退出，在其它城市集聚，从而

形成产业在大都市群内部差异化均衡分布。所谓大

都市一定是去制造业的，所谓大都市群又一定是一

国制造业的精华所在，仍然是一个国家的制造业中

心。

2000～2015年，纽约和洛杉矶大城市群内部结

构变化与空间均衡表现为如下特征:一是信息及信息

服务产业成为纽约和洛杉矶的优势产业，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及金融业的区位商在不断提高,制造业区

位商在1以下继续下降,去制造业化过程仍在推进；二

是零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成为大都市群内中

小城市的专业生产部门。在一个连续空间上，以距

大都市距离，周边城市依次沿着零售与批发业的中

心和高端制造业中心实现结构转换和产业升级。三

是在中小城市，教育、医疗部门的区位商普遍高于

核心大都市，教育医疗部门产出占中小城市GDP的

比重还在上升，成为中小城市重要的专业化部门。

这值得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 ,显而易见的，公共服

务和准公共服务的空间均衡是改变大都市工资溢价

高，实际工资水平高的重要条件。当最优质的教育

和医疗资源高度聚集在大城市，却采取行政手段限

制人口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本应意识到，这将是一

个永远无解的解决办法。当我们不能有效地推动产

业空间扩散，实现空间公平的时候，大城市特别是

少数特大城市的房价持续上升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

果。京沪深走向创新的转型也就很难避免被高房价

所吞噬。

五、结 语

本文围绕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对我国经济方式

转型的目标方向、困难以及成功案例进行了讨论，

提出空间均衡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从中美城市

实证分析的角度，讨论了空间均衡对于我国经济发

展方式转型与创新驱动的重要意义。从现实出发，

经过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

过程已经走完了依靠工业化创造集聚效应以快速推

动城市化的过程。未来，我国城市化将进入以要素

空间扩散实现空间均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城

市之间会依照聚集收益和聚集成本的比较，形成各

具特色的城市经济结构，相互依存地成为一体化发

展的大都市群。

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打破城市间的行政壁垒，

推动生产要素在空间自由流动，强化公共服务均等

化，是构建分工协调创新发展的要素边际收益递增

型内生增长的制度基础，这是我国经济新常态的题

中之意，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更是

防止我国转型升级走向泡沫化的治本之策。

Issu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Spatial Equilibrium in China

Tang Jie, Dai Xin, Tang Wen, Yuan Shuai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henzhen）, Guangdong Shenzhen 518055）
Abstract：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faces a series of issues including why and how to promote the process as well as the difficulties, 

which have not only aroused widespread discussion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s, but also been discussed in the broader society. Despite identifying the 

cyclical factors of Chinese economy, this paper pays more attention to Chines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ng-

term economic growth. Meanwhil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ut forwar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Spatial Equilibrium Theory 

from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Key words: Growth, Innovation, Asset bubble, Spatial Equilibrium

（收稿日期：2017-02-06   责任编辑：廖令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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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逆全球化暗流给我们的警示

都说世事难料。全球化突然变得凶吉未卜，便

是一例。工业革命后，一直以全球化坚定旗手自居

的英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惜凭藉枪炮、战

舰，推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将英国治下的全球

化强加在各国头上。后来居上的美国，则通过推动

殖民主义的终结和建立包括世行和IMF在内的四大

国际组织，将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推向新的高度。

然而，因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究竟是福是祸，莫

衷一是，两国一半左右的民众近来竟生出深深的悔

意。英国选择了退出欧盟的惊人之举；美国则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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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导报2017年2月

第1期  总第19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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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刘易斯拐点的中国道路
—— 关于城市化瓶颈的若干思考

文贯中

（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上海   200433）

[摘要] 全球化面临的再调整，使中国深化自身经济体制的改革更为迫切。迄今为止，中国主要借助非

市场机制配置土地和农村人口的进城定居。不少学者以工资上涨为由，认为中国已抵达刘易斯拐点，但

现实却和刘易斯原意相去甚远。由于在现行土地制度下没有挤出效应，农村留下的人口以老弱病妇和儿童

为主，土地经营规模狭小而低效，城市的户籍制度和高房价也不利于外来农村人口定居。近40年的实践证

明，只要现行土地和户籍制度不彻底改革，通过城市化将农村人口提升到高收入阶层的理想将难以实现。

[关键词] 刘易斯拐点    中国道路   农村逆淘汰   排外性城市化   社会流动性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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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文贯中（1946 — ），原籍湖南，上海生人，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兼任上海财大特聘教授和该

校高等研究院农业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政经研究中心特邀教授，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

所特邀研究员，上海发展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中国农地制度、农业全要素生产力。

了扬言要重新谈判乃至废弃各种贸易协定的川普担

任下一任总统。不但一直以来作为全球化旗手的英

美两国萌生急流勇退之心，面对全球化带来的苦

乐、利弊在各国间的分配严重不均，不少民众对全

球化也日益观望。逆全球化潜流正悄然兴起。

全球化出现逆转，并非第一次，原因还在于全

球化从一开始就面临各国五花八门的理念和参差不

齐的制度所构成的障碍，全球化带来的增益在各国

间苦乐不均的分配也容易引起反弹。

近代以来，英国带领的全球化，其实是其国内

奉行彻底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因而由英国引领的全

球化其实是基于市场原则，即基于等价交换，自由

贸易。全球化的潜在增益首先来源于李嘉图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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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较优势。按照这一理论，国家不分大小，无论

是否经济发达、效率超人，或是经济落后，效率低

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比较优势，以此得以通过

自由贸易获利；全球化增益的第二个来源在于由克

鲁格曼所证明的规模报酬递增。具有这种特征的产

业，即使位于国内市场狭小的国家，也能因全球市

场的开拓而得以大大降低单位生产成本，更不要说

具有市场的天然优势的大国。这两大增益来源要真

正实现，非借助全球化不可。所以，问题不在全球

化能否带来真正的增益，而在于其增益能否为最大

多数人分享，而不为少数人独占。作为“旗手”的

英美两国在民意的挟持下，似有急流勇退之意。这

一事实显示，在强调效率的同时，不能一味忽视收

入分配。

本文将基于市场化原则，能够兼顾效率和公

平，作为良性全球化的定义。作为全球化新力量的

中国，今后面对的最大挑战，不但是如何借助全球

化促进各国合理分工，提高生产效率，而且无法回

避全球化增益的分配公平问题。事实证明，全球化

只有成为上述定义的良性过程，才能行之久远。而

且，如果在推动良性全球化的同时，中国能以自身

的榜样做世界的表率，则更能令人心服口服，事半

功倍。

二、良性的全球化，必须首先实现
要素在国界内的自由流动

主流经济学的一个结论是，如果生产要素，例

如土地、劳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在所有方向上

都能自由流动，自由交换，则不但能促进效率，也

有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

要发现要素的长期均衡价格，必要条件是允

许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由交易，这其实就是市场

化。既然全球化追求的正是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

由流动和自由交易，所以，全球化必然以市场化为

前提。正是基于这个理由，良性全球化必定要求在

一国边界之内允许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由交易，一

旦全球化后，才不会加剧本国的城乡之间，地区之

间，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如果一部分要素借助自

己的地理、政治或教育等的优势，得以通过全球

化，通过自由交易，实现自身更高的价值而获益；

而另一些要素因为没有上述优势，而被屏蔽在全球

化过程之外，无法分享全球化带来的获得自身增益

的机会，则这部分要素的收入分配就会相对恶化。

要素的流动可分水平方向和垂直（指阶层之

间）方向。一般来说，地理障碍仅仅是造成要素在

水平方向上流动阻滞的障碍之一，更主要的是禁止

要素自由交易，禁止货物自由贸易的制度。与阻碍

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相比，地理障碍毕竟还容易克

服。即使并无舟楫之利的远古时代，人类都发生了

横跨大陆，或远渡重洋的大迁移。到了近代，技术

的改进和财力的增长，修路、铺桥、建设机场、开

通港口的能力大增，越来越多的地方交通变得大为

便捷。影响水平流动自由度的越来越是制度性的障

碍，地理障碍的影响日益下降。

和要素在水平方向上的流动性障碍相比，要

素在垂直方向上的流动阻滞则主要来自不合理的制

度，也是今后大家更应关注的。如果一部分要素获

得制度性特权，能够比较自由地流动，例如中国的

城市土地，另一部分要素受到制度性的歧视，不得

入市，或转换用途，实现更高价值，例如中国的农

村土地，则要素的收入差异就难以弥合。影响垂直

流动的主要障碍除了制度性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来

源于个人拥有的人力资本的差异，使蓝领和白领之

间难以自由转换，因而低收入阶层难以向上流动。

城乡教育质量的良莠不齐，既可能来自农村教育设

备的简陋，也可能来自农村学生因机会不平等，

觉得读书无用。两者都可能造成人力资本差异。所

以，教育设备和社会制度两者相互交叉，造成教育

质量在城乡之间的显著差异。

消除不同阶层在人力资本上的差异，并使就业

机会不因户籍的不同而不同，既与推广教育的努力

有关，也与废除歧视性的制度安排有关。东亚一些

国家的经验表明，农村人口在接受良好教育之后，

如果没有进城定居的制度性阻隔，仅仅几代的时间

便能从社会底层整体性地上升到中产阶级。

在现有全球化框架下，非熟练劳动和土地这两

种生产要素在国际间并无自由流动性，唯有资本和

熟练劳动深受各国欢迎，获得高度的流动性，因而

资本和熟练劳动的拥有者的收入高出一般民众。例

如，资本可以从劳动成本比较昂贵的国度流向劳动

廉价的国度，在那里和廉价劳动结合，生产各类劳

动密集产品，然后高价返销本国，获取暴利。如果

要防止本国非熟练劳动收入的恶化，就要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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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自己的技能。又如，如果资本可以容易流向土

地供给严重短缺的地方，当地土地的用途转化又受

到不当管制，造成了地价和房价的奇高，则资本可

轻易获得该处的地产和房产的暴利。

由以上分析不难理解，为何对全球化持有最多

疑惑的是美国中西部的广大居民。恰成对比的是，

东西两岸居民却大多支持全球化的深化。细思其中

的原因，其实和要素流动自由密不可分。主要由于

地理，而非制度的障碍，美国广大内地的要素要和

世界融合毕竟多了一层距离带来的障碍，因而无法

像东西两岸一样得到全球化的眷顾。几十年来，这

些地方知识和技能较高的人口可以逐渐移往东西两

岸，代表资本利益的当地企业可以更迅速地移往别

处，甚至外国。当地剩下的居民因在技能和知识的

升级上（所谓垂直的流动性）受到阻滞，处于进退

两难的境地。如果收入水平难以提高，当地居民对

全球化的怨愤自然会与日俱增。

此刻回顾一下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的定义，会

有特别启发。帕累多改进所需的条件过于严格，要

求某人福利的改善不得损害任何人的利益，使得现

实中很难有改进的机会。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将条

件放宽，只要某种改进对获益者所带来的增益大于

受损者的损失，便值得尝试。不过，这样一来卡尔

多—希克斯改进的可行性的焦点也就聚到一点：如

何说服受益者拿出足够的增益补偿受损者？

这里除了涉及如何估算增益和损失，关键是如

何对受益者和平征收他们的部分增益，公正地转移

到受损者的手中。由政府担任这个角色自然最为合

理。这就对政府提出很高的要求。如果政府本身没

有诚信，贪污、腐败，中饱横行，或者软弱无力，

没有国家能力，无法实施征税和收入转移，自然无

法担任这一重任。潜在的受益者和受损者如果对政

府没有信心，这种利大于弊的改进就难以发生。如

果将上文中的“改进”理解为改革，则所谓的改革

就难以推行。

当然，全球化的潜在增益远未穷尽，总会吸

引各国或迟或早，或快或慢地重新参与到全球化中

来。但是，全球化的增益在各国之间的分配，以及

在各国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和地区之间的分配，因

为各国内部对要素自由流动实行不同的限制而有不

同的结果。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下，并无整个世界的

统一行政当局，强制各国实行要素自由流动，更无

法对国际间因全球化带来的增益和受损实行卡尔多

—希克斯改进。在这种情况下，提倡全球范围内要

素自由流动的困难自然比在一国之内更为困难。

观察英美两国之所以能够长期担任全球化旗

手，原因并不简单。两国不仅各自产生许多杰出的

经济学家，提倡各种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理论，而

且先后成为允许境内要素自由流动的表率，才能各

领风骚一百年。以美国为例，首先实现了所有要素

在境内的自由流动。标志之一，美国从南北战争时

期主要还是一个农业国，到今天农民占总人口的比

例已下降不到2%，其余的农村人口都已转移到城市

部门，并大都上升为中产阶级；标志之二，本来集

中在南方农业州的黑奴，其后代通过进城打工并定

居，不但成为美国城市化最高的族裔，而且主要集

中居住在城市中心地区。美国不但允许境内的各种

要素自由流动，而且主动开放自己的土地市场、资

本市场和产品市场，让本国的要素市场成为国际洼

地，吸引全世界的资本、产品、知识、技术和人才

汩汩流入。

美国虽未完全开放一般的劳动市场，但作为一

个移民国家，美国建国以来吸纳了来自各国的成千

上万的移民，也是不证自明的事实。今日美国光非

法移民，人数就高达几千万，而其中大多是非熟练

劳动。美国的熟练劳动市场的开放性在世界上更是

首屈一指。美国的做法，暗合老子所提倡的海纳百

川，有容乃大。如此看，美国不仅允许要素在自己

的边界内自由流动，而且允许界外的要素和产品比

较自由地进入自己的市场。公正地说，美国通过向

世界开放自己的各种要素市场，确实为全球化作出

了表率，才能成为过去百年间全球化的核心和主要

推动力。鉴于在要素如此自由流动的英美两国，民

间对全球化带来的苦乐不均都已产生严重反弹，对

于边界之内要素尚且不能自由流动，却又立志于推

动全球化的中国，不啻提出了及时的警示。

三、中国抵达刘易斯拐点的独特道路 

中国在各种国际场合大力呼吁，要求允许生产

要素在国际间有更大的自由流动的便利，这自然十

分正确，也击中全球化面临的一个要害问题。只是

推动所有要素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却并非一朝一夕

所能实现。就拿非熟练劳动来说，所面对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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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宗教和政治信仰等的障碍在短期内就是难以

克服的。所以，主流自由贸易理论也只能退一步，

提倡欠发达国家通过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变相

输出劳动的形式，借助世界市场消化本国的过剩劳

动。然而，对发达国家的非熟练劳动来说，他们原

来的生产岗位必然因大量流入的廉价的劳动密集型

产品而消失。除非他们能够获得新的、收入更高的

工作，不然他们迟早会对全球化产生反弹。

上文指出，美国的收入差别并不表现在城乡之

间，而在地区和阶层之间, 即在东西两岸和广大内地

之间，以及蓝领和白领之间。与美国不同的是，中

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却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两者的

收入差距仍在恶化之中。据曹光四和张启良的研究

（2015），虽然城乡收入比近年来有所下降，但城

乡收入的绝对差实际上仍在扩大：“自2008年突破1

万元后，到2013年这一差距扩大到1.8万元。”2015

年这一数字已扩大到1.9773万元，如果四舍五入的

话，差3元就是2万元。这一切发生在政府近年来加

大了支农力度之后。

除了城乡收入差持续恶化外，根据陈锡文的研

究，中国农业本身还面临以下四大难题。首先，日

益丧失国际竞争力，表现在农产品的价格普遍高于

国际价格，进口日增；其次，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普

遍高于国际水平，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十分缓慢；其

三，农业越来越依赖于政府的财政补助才能生存；

其四，生态环境恶化，农业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越来

越大①。 

现在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经下降为不到10%，

但是农村人口还占总人口的44%。如果加上持有农村

户口的两亿六千万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约占总人口

的20%，则农村户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仍占了60%以

上。由此可见，报道的高达56%的城市化率其实是有

很大水分的。更为严峻的是，近年来农民进城打工

的人数锐减②。这本来是城市化的最主要人口来源，

也是中国借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途径。农民

工进城速度的减缓乃至停顿，则农村人口占总人口

的比重就难以下降，使中国陷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

率大为提高。

很明显，城市化本来应该成为农村人口上升到

中产阶级的最主要通道，但现在却在一定制度上成

了城市自我现代化。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

发达，才能支撑其他一切产业的持久发育和成长。

但是，在制造业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城市的日新月

异的繁华美景得到世界赞叹的今天，农业、农村和

农民反而陷于困境，失去内在活力。那么原因何在

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回顾一下关于刘易斯

拐点的争论很有意思。学界从2003年起，针对城市

工资不断上涨，开始讨论中国是否已经抵达了刘易

斯拐点。以蔡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已经抵达刘

易斯拐点。城市的工资确实在不断上升 （蔡昉 ，

2010）③，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也在急剧地减少 （李

铁， 2016）④，从这些表象看，中国似乎确实抵达了

刘易斯拐点。

但是，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经济学家却认为，

这种提法仍需商榷（文贯中，2016）⑤。刘易斯第一

拐点的抵达，意味着边际产品为零的农村劳动力彻

底消失。而刘易斯第二拐点的抵达，意味着农村劳

动生产率和他们的人均收入应该和城市拉平（参见

本期熊金武《刘易斯经济模型与两个拐点的顺序》

一文， 以下称“熊文”）。如果真是这样，农业

应该具有国际竞争力，农村应该融入了市场经济，

实现了现代化。令人遗憾的是，从包产到户在1978

年的重新出现算起，将近40年过去了，由刘易斯拐

点的抵达所预言的城乡一体化的美好愿景并没有出

现。农村主要剩下的是老弱病残妇的人口，中国家

庭农业的规模仍然过于细碎，农业日益失去国际竞

争力，而城乡收入差仍在继续扩大之中。显然，即

使说中国抵达了刘易斯拐点，但抵达的路径十分不

同于刘易斯所设想的收敛道路。中国的道路为何会

产生与刘易斯的本意十分不同的结果呢？

从刘易斯拐点的原意来看（参见熊文），如

果中国已经抵达刘易斯第一拐点，则中国农村的剩

余劳动力应该完全吸收殆尽。这意味着农村的人口

不应该主要由老、弱、病、残、妇组成，而应该留

① 陈锡文：中国农业发展的焦点问题， 见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
china/ggzl/20150611125671_all.html .

② 李铁：中国城镇化速度严重放缓。在该文中，“李铁表示，按照原有经验，中
国每年大约会有占比1%的人口、约2000万人进入城市。按照这个趋势，到2020年，中
国城镇人口将达到8亿多，2030年将达到9亿多。”“不过，李铁表示，从农村转移劳
动力的角度看，数字要小很多。 2010年至2015年间，农民工总体增量从1245万人下降
到了352万人。其中，跨省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增量从802万下降到了63万，2015年与2014
年相比增长0.4%，“几乎零增长”。”详见：http://m.china.caixin.com/m/2016-12-
16/101027990.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③ 蔡昉：迎接“刘易斯拐点” 充分发掘人口红利。2010年09月22日《中国党政干
部论坛》。详见http://theory.people.com.cn/GB/12794480.html.

④ 李铁等:城镇化视角下的人口发展。 见中国乡村发现网：http://www.zgxcfx.
com/sannonglunjian/94188.html.

⑤文贯中：城乡收入差距拒不收敛的制度原因。详见2016年07月12日 财新网：
http://opinion.caixin.com/2016-07-12/1009655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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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以青壮年农民为骨干的农业生产主力。没有竞争

能力的农村劳力应最先被淘汰，最先进城就业。这

显然与事实不符。如果中国抵达的是刘易斯第二拐

点，则农村人口应该大量减少，农村的人均务农纯

收入应该和城市的非熟练劳动的人均收入接近。这

显然也与事实不符。从农场的规模和效率来说，不

管抵达的是刘易斯第一拐点还是第二拐点，农场的

土地经营规模平均来说应该越来越大，劳动效率

应该越来越高。这些农场应该逐渐成为中国农业生

产的骨干，并具有国际竞争力。这显然也和事实不

符。

四、决定抵达刘易斯拐点顺序的制度前提

细察刘易斯模型的制度前提，就会发现，在他

的模型中，要素的配置必须由要素市场起决定性作

用，才会使城市吸收农村劳动力时顺着边际产品由

低到高的次序，使农村留下边际产品越来越高的农

民，直至他们的劳动边际产品和城市相等，使城乡

收入差完全消失。刘易斯拐点抵达的这种顺序是由

要素市场，特别是土地市场和劳动市场共同决定。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有内在的动力不但使生产

率最低的农村劳力首先从农村中淘汰出来，而且首

先被城市吸收（文贯中，2016）。而一旦被城市吸

收，得益于城市积累的大量资本和人力资本，也就

是城市的集聚效应，这些劳动力的生产力就会显著

提高，收入也会高于农村。这就使这种城市化是一

个城乡收入差逐渐收敛的过程。

使农村劳动力按这种顺序流向城市的动力来

自两种效应：一种是挤出效应，即务农效率低的农

户在土地市场上竞争失败，其土地被务农效率高的

农户收购、兼并，拿了卖地所得，自愿流出农村；

另一种是拉出效应，即一部分农户被城市的更高的

收入所吸引而主动离开农村。值得注意的是，在存

在要素市场机制的地方，两种效应都不会首先使有

丰富的务农经验，劳动的边际产品较高，因而有较

强的务农意愿的人离开农村。在有大量农村剩余劳

动的条件下，城市的初始工资在一段时期内只需比

农村的制度工资略高一些。在这种情况下，要务农

经验丰富，劳动的边际产品较高的农民首先放弃务

农，接受城市低廉的工资，由于机会成本太高，一

定会使遭到他们的拒绝。这就使这些对农业生产最

有用的劳动力保存在农业中。

用熊文的图作说明，OM0段代表农村劳动边际

产品为零的劳动力，M0M1段代表边际产品为正，但

低于城市劳动边际产品的农村劳动力。由于土地市

场的缺位 （不准自由买卖土地），没有挤出效应，

中国城市吸收的农村劳动的顺序是先跳过OM0段代表

的农村劳动边际产品为零的劳动力，而从劳动供给

曲线的A点开始向右移动。A点本来是刘易斯第一拐

点，中国的城市却从刘易斯第一拐点直接开始吸收

农村劳力。在吸收完了M0M1段，抵达作为刘易斯第

二拐点的B点之后，除非回过头来去吸收OM0段所代

表的劳动边际产品为零的农村劳动力，不然只好沿

着供给曲线BC段继续上行，劳动的成本越来越高，

使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的相对优势逐渐丧失。今后

城市的制造业吸收劳动的能力将越来越低。

五、使刘易斯拐点的顺序逆转的制度障碍

在中国制度条件下，土地不允许自由交易。

土地承包权的分配只能由村子行政手段分下去，而

根据的原则并不是使用土地效率的原则，而是每家

在村里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劳动的配置也没有完全

实行市场化。户口制度限制了农村劳动在打工地的

落户。首先，农户并不能通过竞争和兼并稳定地获

得土地。事实上，农户仅凭集体成员的身份，就可

获得一份土地。这样，越是无效的农户越能留在农

业。越是能干的农户，越会感到无法稳定扩大土地

经营规模的痛苦。所以，能干的农户纷纷流向城

市，出现了和刘易斯预言相反的结果，农村越来越

成为老、弱、病、残、妇这样的劳动边际产品较低

的人口的归宿，而流出的却是劳动边际产品较高的

人口。其次，在现行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下，城市

虽然通过拉出效应，得到了青壮年劳力，但又设立

很高的定居门槛，使他们大部分被排斥于城市户口

的大门之外。加上就业机会多的城市，地价和房价

飞涨，使他们无力定居。在他们年老力衰，或结婚

育儿之后，为了养老或抚养小孩，很多人会被迫流

回老家。这就进一步增加农村老弱病残妇的人口比

例。同时，这种户口制度又使农村劳动在打工地难

以实现家庭团聚，完成人口的再生产和下一代的真

正融入市民社会。

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全球化必须以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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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提，才能使配置资源的有效性获得客观标准。

但是，在重视效率的同时，绝不能漠视分配不公带

来的后果。如果市场化不彻底，仅仅允许一些要素

自由流动，自由交易，实现自身的最高价值，另一

些要素由于地理或制度的原因而被摒除于全球交易

之外，无法有机会在全球范围内参与自由交易，以

便和其他要素自由组合，就必然无法实现自身最高

价值。如此，则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增益就被局限在

能够参加全球化交易的要素之中，全球化就变得具

有极大的局限性。少数精英固然获利很多，但全球

化有脱离广大民众的倾向。这种全球化显然不是一

种良性的、包容性的和分享型的过程，因而无法持

久。

为了使新一轮全球化成为一个良性的，普惠

的，和可以持之以恒的过程，中国显然必须借鉴英

美和自身的经验教训，并成为新的表率。无论英

国，还是美国，在它们崛起担任全球化的旗手的时

候，都是追求本身国界之内的要素的自由交易之

余，再推而广之，追求全球范围内的要素自由流

动。在当时的条件下，应该承认他们为世界如何面

对全球化做了极好的表率。

中国由于本身要素市场的发育不全，城乡之间

的资源配置不但效率低下，而且城乡收入差在恶化

之中。世界为中国开放了市场，中国的制造业的规

模和能力世界第一，中国铺设高铁、公路、桥梁、

和造城的能力也举世无双。但是，作为国民基础的

农业却不但没有首先现代化，而且再次沦为国民经

济最落后的部门，丧失了国际竞争力。

尤其棘手的是，当中国的制造业正在像那些非

熟练劳动严重短缺的发达国家一样，讨论如何升级

换代，如何向资本密集和知识、技术密集转型，甚

至在讨论如何用机器人替代人工的时候，农村里仍

留有大量以老弱病残妇和留守儿童作为主体的农业

人口。最能吸收这类农村非熟练劳动的经济发展阶

段，也就是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发展阶段正

在逝去。随着地价和房价的急剧上升，城市的劳动

工资必定面临不断上升的压力。如此一来，今后的

制造业也只能向高、精、尖产品升级，因而将主要

吸收熟练工人。这种劳动成本的变化必然使劳动密

集型产业逐渐衰落，所能创造的就业速度将大大减

缓。

当然，除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服务业本

来也应该提供非熟练劳动力就业的机会。服务业中

既有高端的，例如金融、法律、咨询、教育、科研

等，需要的主要是拥有大量人力资本的人士，更有

大量是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例如公交、运输、餐

饮、家庭服务、建筑、城市卫生、保安、物业、环

保、地勤、物流等等。但是，这类服务业一般需要

人口和产业的集中，即以城市化为前提。同时，它

们的生产力较低，所能支付的工资也较低。除非城

市的生活成本不高，不然难以吸引农村劳动力进城

从事这类工作。

遗憾的是，在有工作机会的城市，目前的房

价与当地工资的比例已变得完全离谱。高昂的租金

使低端服务业难以发展，使其中的就业人员难以生

存。况且，只要户口制度不彻底改革，即使已经进

城的青、壮年劳力在结婚生子，或接近晚年的时候

也会被迫重返农村。因此，这种以老、弱、病、妇

为主的农村人口会源源不断地被再生出来。令人遗

憾的是，一边中国企业在抱怨劳动工资日益上升，

一边广大农村仍存在好几亿的农村人口，每人拥有

的土地十分狭小而零碎。显然，中国未能有效利用

自己的劳动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时候，即使大幅度增加

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补助，以图缩小城乡收入差都会

无济于事。补助少了，不解决问题；补助多了，不

但政府负担不起，而且在农村户籍人口仍占人口一

半以上的今天，且不说滞留于农村的贫困人口今后

更无动力外出打工，连已经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都

会辞职不干，一窝蜂地返乡，领取补贴。因此，如

何使滞留于农村的以老弱病残妇为主的人口不陷入

中等收入的陷阱，而是和城市户籍人口一起与时俱

进，一起富裕起来，显然是中国面临的极大挑战。

六、推进要素市场化
是中国成为良性全球化表率的需要

由此看，借助非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结果，留

下十分严重的后遗症。只要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和

户籍制度不彻底改革，现下的配置机制必然只会暂

时性地利用农村人口中的精华，而将老弱病残妇和

留守儿童滞留在农村，甚至农村精英中的许多人在

被城市利用，年老体衰之后，也不得不回到农村。

因而目前一些农村衰败，农业落后，农民相对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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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所谓三农局面就无法根本改变。

如果中国在自己的国界之内都拒绝让要素市

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后果又如此的严

重，又如何通过自己的表率，事半功倍地去推动全

球范围内的要素自由流动和收入分配的公平呢？显

然，中国农村，农民和农业的现状十分严峻。我们

必须正视现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弊端，尽快按

照市场化和良性全球化的要求，彻底改革这两种制

度。我在《吾民无地》一书中已经提出具体的改革

方案，并在《财经》发表的题为“土地制度改革急

需新思维”（2016）①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愿意进一

步思考这个问题的，谨请参阅该书和该文。因为篇

幅的缘故，这里不再赘述。

如果中国能够尽快改革阻碍国内要素自由流动

的制度障碍，则仅仅因此而出现的中国国内市场的

潜力就是不可估量的。如此，不但中国将能克服全

球化暂时出现的逆流带来的困难，而且一定能以自

己的巨大市场容量为新一轮全球化提供巨大市场。

如果美国仅仅3亿人的市场便首先支撑了欧洲在

二次大战后的复兴，支撑了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经

济的高速增长，最近20多年之间，又支撑了中国的

崛起的话，可以想见，一个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和组

合，拥有将近14亿人口的中国，一旦结束城乡割裂

的局面，成为一个城乡统一，繁荣分享，均衡发展

的经济，不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表率，并将以自己

的巨大而又开放的市场，为新一轮的全球化提供源

源不绝的动力。

China’s Approach upon Reaching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Analysis on the “Bottleneck” of Urbanization                                                       

Wen Guanzhong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search,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rinity College, 300 Summit Street, Hartford, CT 06106, USA）
Abstract: The coming adjustment in globalization makes it very urgent for China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its own economic system. Up to now, China 

has mainly relied on non-market mechanism to allocate land and the settlement of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areas. Numerous scholars believe that China 

has reache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using the rising urban wage as an evidence. However, the reality is far from what Lewis predicted if an economy has 

reached the turning point. As a result of no squeezing-out effect under the current land system, the rural areas are increasingly inhabited by those who 

are aged, weak, sick, and female, plus the children whose parents left them for urban jobs. Consequently, the average scale of land operation of a typical 

rural household is small and inefficient. In addition, the urban authorities are using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to exclude non-local rural migrants 

from settling down. The nearly forty years’ experiment shows that it is next to impossible to realize the grand plan of uplifting the whole rural population 

into high-income group through urbanization without thoroughly reforming the current land system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Key words: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The Chinese Path, The Rural Inverse Elimination, Exclusive Urbanization, The Social Mobility Trap 

（收稿日期：2017-01-06  责任编辑：垠 喜）

① 文贯中 （2016），详见 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16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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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 . 阿瑟 . 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1915

～1991年）因对发展经济学作出首创性贡献，而于

1979年与芝加哥大学的T. W. 舒尔茨共获第十一届诺

贝尔经济学奖。他于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

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一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

劳动力有限供给的假设，提出了二元经济模型（也

称两部门模型 Dual-sector Model），用农村过剩人口

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陷于低收入陷阱的原因，

提出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吸收农村剩余人口作为走

出陷阱、迈入现代化的出路。在他的二元经济模型

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由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

代的城市部门构成（见下图）。

上图中，横轴表示的是由农村进入城市部门

的劳动力数量；竖轴表示的是劳动的边际产品或平

均产品。Wu为城市工资，由城市的劳动需求曲线

（由递降的劳动边际产品曲线D1表示）和劳动的供

给曲线（由WuBC曲线）的交点共同决定。Wr为农

村工资。 在刘易斯模型中，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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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经济模型与两个拐点的顺序

熊金武

存在，出于生存需要，农村工资演变为等于农村劳

动力的平均产品，即农业总产量除以农村全部劳动

力。Wu高于Wr的部分代表城市化的红利，可以用于

支付农村劳动力进城所必须支付的迁移成本和城市

较高的生活成本。WrAB段曲线可理解为农村劳动市

场上的供应曲线，代表被城市更高的工资吸引而潜

在愿意进城的农村劳动力人数。WuBC曲线为城市的

劳动供给曲线。基于以上理由，从图中可以看出，

在B点的左边，劳动供应曲线在城乡之间是分叉的。

WuB段位于WrB之上，在B点之后汇合成一条统一的

劳动供给曲线，表示由于城乡劳动边际产品的差异

消失，城乡劳动市场完全统一。D1，D2，D3分别代

表劳动需求曲线随着城市部门的扩张而向右位移的

情况。

有趣的是，刘易斯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

经济学上的区别做出了自己的独特定义。根据他的

观察，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通常以劳动的边际

产品支付工资，但是这些国家的农村地区却十分不

同于城市地区，平均产品被用来代替边际产品作为

农村工资。他的解释是，农村存在大量的边际产品

为零的劳动力。如果农村也像城市一样，对每个农

村劳动力支付的工资等于其劳动的边际产品，则边

际产品为零的劳动力及其家属将无法生存。因而，

发展中国家在其长期的生存挣扎中，发展出一种社

区共享的文化习俗。虽然这种习俗使人口过剩到每

个人只能维持最低的生存水平，却使人口全体保

存下来了。刘易斯将这种平均工资称为制度性工资

（institutional wage）,并将这种分配方式作为传统社

会的特征，以区别于现代市场经济下工资由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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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产品所决定的收入分配方式，因而现代化过程

也可以说等价于用劳动的边际产品取代劳动的平均

产品所决定的收入分配方式的过程。

上图中，OM0就代表农村劳动边际产品为零的

这部分劳动力。由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

使得传统农业部门一开始就可以对现代城市部门提

供具有无限弹性的劳动力。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

市部门逐渐吸收完毕，抵达第一个转折点，即“刘

易斯第一拐点”M0之后，如果城市部门的扩张仍然

需要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则会先吸收M0M1段代表的

农村劳动力。尽管农村劳动力边际产品已经为正，

由于城市工资仍高于其边际产品，所以他们仍会被

更高的城市工资所吸引而进入城市。M0M1这部分

农村劳动可被视为准剩余劳动。 如果城市部门继续

扩张，则在M1点之右，由于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城

市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品已完全相等，城乡一体化的

劳动力市场于是正式形成，经济发展就结束了二元

经济的状态，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

态。 此时，无论在农村就业，还是在城市就业，他

们的劳动收入是相等的。在M1之右，劳动供给曲

线相对AB段更加陡峭。M1被称为“刘易斯第二拐

点”。

“刘易斯第一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

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

失。“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到来，则表示剩余劳动

力无限供给时代的彻底结束。由此看，在正常的市

场经济下，抵达刘易斯第一拐点的时间必定在抵达

第二拐点之前，必定在吸收完了剩余产品为零的农

村劳动力之后，才接着开始吸收那些边际产品为正

的农村劳动力；必定在吸收完了边际产品较低的农

村劳动力之后，才接着开始吸收那些边际产品较高

的农村劳动力。这是刘易斯模型隐含的根据吸收农

村劳动力边际产品，由低到高吸收农村劳动力进入

城市的顺序。在20世纪下半叶，以东亚经济体为代

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利用“人口红利”，不但实现

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而且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一跃

而进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不过，不少发展中国家

却迟迟没能抵达刘易斯拐点，或者在抵达刘易斯拐

点之后，没有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方式，陷入了中等

收入陷阱。深入考证和解析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

和如何抵达刘易斯第一拐点、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先

后顺序，对于正在努力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尽

快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当代中国，应该具有很强的

借鉴意义。

（收稿日期：2017-01-06   责任编辑：垠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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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大城市户籍改革是政策焦点

在中国，户籍制度的内涵是不断变化的，如今

中小城市的落户已经变得相对宽松，而特大城市的

户籍门槛仍没有明显变化，依旧实行着严格的政策

控制。与此相关的，政府对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也在

不断调整，对大城市的人口导入限制有所放松，但

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仍然受到政策的严格控制。

在近期有关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文件中，2016

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国发〔2016〕44号），

与之前的有关政策文件相比有较大的突破。该文件

内容有三点尤其值得一提：第一，扩大公共服务，

包括义务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都要向外来转移人

口放开。政府财政要对向外来人口提供义务教育、

中等职业教育的地方进行转移支付；第二，随着劳

动力跨地区流动，各项改革措施、制度需要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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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城市：放松户籍管制探讨

陈 钊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要] 特大城市的户籍改革是当前的政策焦点，特大城市严格的户籍控制使城市现在与将来都会付巨

大的代价。未来改革的思路是在顺应大城市发展道路的前提下加快放松户籍管制，并实现基于常住人口的

人大代表选举。

[关键词] 户籍制度    放松管制    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 D03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1-0025-03

[作者简介] 陈钊（1973 — ），浙江舟山人，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士

生导师，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研究方向：

中国问题（应用微观），涉及产业政策、环境治理、城乡与区域发展等。

很重要的就是医保的接续，能够实现异地就医结

算。第三，维护农民土地权益，包括土地承包权、

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可以在获得城市户

籍身份的同时予以保留。最后一点如果真的得以实

施，可以说这一步迈得相当之大。

从实践进展以及政策动态来说，户籍制度改革

已经取得不少成绩，但最终的焦点也显得越来越为

突出，那就是，对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应不应该人

为限制，特大城市是不是应该加快放松户籍准入。

换个角度来说，眼下我们需要回答的政策问题是，

如果政策按照国发〔2016〕44号文的内容来推行，

对特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就显得不那么紧迫了

吗？而我想说的是，虽然政策有了很大突破，但放

松特大城市的户籍管制，既符合特大城市的长远利

益，也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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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大城市户籍严格管制代价高昂

看起来，对大城市利益的强调恰恰是当前户籍

管制的重要理由之一。以户籍积分制为例，其背后

所反映的理念就是，通过人为的方法控制谁能够落

户，谁不能够落户，而积分的高低恰恰反映了这个

城市的管理者所认为的落户者对城市的价值。对市

民化成本的讨论也反映出类似的理念。言下之意，

如果给外来人口解决一个本地的户口指标，城市就

要为他提供各种公共服务，而这是要由城市来支付

成本的。因此我们应当要算一笔账，如果市民化成

本太高，就应该通过严格的户籍管制对落户加以控

制。

但既然要算账，就必须算一笔明白账，应当

把潜在的成本与收益都考虑在内。事实上，目前严

格的户籍政策也在让特大城市付出代价，只是我们

对此有所忽略。例如，对于那些在城市里面长期生

活的“农二代”们，他们或被城市吸引，或早已不

能适应农村的生活，想让他们彻底离开城市是不现

实的想法。如果城市为了控制人口规模，不让他们

融入市民化，甚至在他们未成年之时就通过限制教

育等手段来“教育控人”，那么不仅他们未来的人

力资本积累，还有他们的心态，都会受到不利影

响。这一定会让城市在不久的将来付出代价。试想

一下，在北京上海户籍管制最为严格，而这样的特

大城市，也正是我国老龄化问题最为严重地方，不

可避免地，这样的城市以后需要大量的年轻人提供

养老服务。而在这些预备为城市提供养老服务的人

里面，其中相当一部分，不正是现在城市不太想让

他们进城，或是城市无法将他们赶走，也不想为其

提供更好公共服务的“农二代”们吗？就算他们被

挡在城市之外，成了大批留守儿童中的一员，也有

研究告诉我们，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会受到影响。

在未来的10年、20年，这些人的人力资本、技能水

平，包括他们的心态能够为城市提供满意的服务

吗？这对城市来讲不是一笔损失吗？这个账不能不

算进去。

特大城市的产业升级也需要户籍管制的放松。

当劳动力、土地的成本不断提高时，未来特大城市

的竞争力需要依靠产业升级来保证，而这又势必对

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产业升级如何

实现？现在看来应有两个办法，涉及两种投入要

素，一个是物质资本，一个是人力资本。依靠物质

资本就是增加投资，甚至用先进的机器人代替劳动

力。依靠人力资本就是为大量的产业工人、农民工

提供技能培训，包括从一开始就给他们提供更好的

教育服务，让他们拥有更好的人力资本积累。第一

种做法是有风险的。我们是可以投入大量的机器设

备，但这些机器还是需要人来操作的。此外，即使

劳动力很大程度上可以被机器替代，那么，这就意

味着以后可能有大量的低技能劳动力失业，全社会

的收入差距就会越来越大。这些都是潜在的危害。

事实上，我们不用等上太长时间，户籍管制让

城市所付出的代价我们早已经在承担。目前特大城

市希望通过户籍门槛筛选出高端人才留在城市，而

将所谓的低端人才挡在城市之外。但事实上我们真

的很难对人才作这样的区分，政府想像中的低端人

才很可能是城市更为需要的，城市缺的往往是保姆

而不是大学毕业生。为什么不交给市场来决定人才

的去留呢？诸如保姆、钟点工、快递员、专业司机

等等的流动人口只要在城市有立足之地，就不应当

人为限制他在城市的发展，不然的话结果肯定是这

部分人的供给不足，从而致使城市的生活成本和服

务价格偏高。相信这种状况对高端人才的生活需求

及福利水平也免不了有影响的。

而且，这样的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家庭的幸福和

谐也有不小的负面影响。应当看到，这不只是农民

工自己的事情，也不只是农村人口的事情，如果他

们不和谐，不幸福，与城市的福利水平差距过大，

就一定会通过各种渠道对城市产生负面影响。这可

能表现为城市的食品安全问题、城市的生活治安问

题，这是笔更大的账，我们也必须得算。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看放松户籍管制带来的潜在

好处。一旦劳动力要素能够自由流动，资源在空间

配置的效率就会提高，城市的产业升级与中国的国

际竞争力也有了更好的人力资本保障，城市化、工

业化与市民化也就能够同步实现，城乡之间、地区

之间的发展差距就会缩小。

三、未来的改革思路

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以公共服务的付费机制

为核心，从扩大公共服务、完善付费机制、措施先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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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难这三个层次讨论过未来户籍制度的改革步骤①。

这一改革思路在目前仍然适用。此处，我想结合前述

国发〔2016〕44号文件，讨论未来的改革思路。该文

件与以往相比，在政策上有很大的突破，但对特大

城市的户籍问题依然没有放松的迹象。而我们前面

所分析的户籍管制的各种代价，主要都集中体现于

特大城市。因此，特大城市的户籍改革是无法绕开

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则可能在其它的改

革措施上产生偏误。例如，44号文提到了市民化的

奖励机制，其中一条是向中西部的中小城镇倾斜。

这就与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向大城市集聚的市

场趋势相悖，不是有效率的做法。

44号文在赋予进城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保留宅

基地权利、土地承包权利、农村集体收益分配权的

同时，也提出要健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的市场，建

立土地权利的退出机制。这事实上是给进城农民更

多的选择。但可惜的是，目前这样的产权流转仍被

严格限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对交易范围的这

一限制将使农民土地权利的市场价值大打折扣。在

这一点上，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制度创新的空间。正

如该文件中提到要多渠道筹资支持进城农民居住、

创业和投资，而所有可能的渠道中，恐怕最重要的

还是农村土地权利的变现。只有这样，外来转移人

口才可能在生活成本日益提高的特大城市真正实现

市民化转变。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户籍制度改革事关民生

和国家发展，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性制度变迁。

我国城市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问题现实而又紧迫，

在一些中小城市，本地户籍人口本来就比较少，在

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外来人口就愈来愈超过城市本

地人口。尽快实现市民化，让外来人口真正成为城

市中的一员，他们真正建立了公共意识，城市社会

才是和谐的。我认为，未来实现城市社会和谐的一

个重要制度保障，就是进一步推进基于常住人口的

人大代表选举，让主流渠道成为农业转移人口进行

利益诉求的通道，这是比户籍制度改革更为一般性

的未来改革的方向。

① 参见：陈钊，2015，《面向和谐发展的城乡融合：目标、难点与突破》，《国
际经济评论》，第3期。关于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化问题，读者也可参考与本文相关的
其它研究：陈钊、陆铭，2008，《中国如何在平衡区域发展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学习与探索》，第3期；陆铭、陈钊，2009，《为什么土地和户籍制度需要联动改
革——基于中国城市和区域发展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学术月刊》，第9期，78-84
页；陈钊、陆铭，2009，《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中国城乡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研
究》，北京大学出版社；陈钊、陆铭，2011，《户籍制度改革的多赢方案》，《文汇
报 . 文汇学人》，3月28日；陆铭、陈钊，2013，《户籍制度改革步骤、措施及可行方
案》，《东方早报》，8月27日；陈钊、陆铭，2016，《迈向社会和谐的城乡发展：户
籍制度的影响及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陆铭，2016，《大国大城：当然中国的统
一、发展与平衡》，上海人民出版社。

Megacity Behemoths: Relaxation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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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ey point of Hukou system reform in China is to deregulate population control in mega cities in order to avoid efficiency los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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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推进“城中村”城市化，是一项整体、系统的

改革。从目前普遍采取的失地安置补偿政策看，失

地农民已经获得一定的土地增值收益和与市民等同

的社会福利。然而，由于失地农民受劳动技能的制

约，就业和长远生计问题仍是制约城市化质量提高

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已经证明，发展原来村级集

体经济是失地农民经济收入的稳定保障。

当前“城中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虽然经济结

构已经实现非农化，但普遍以土地为依托，以物业

经济为主导，多数实行非企业化经营，难以向投资

型、产业服务型经济转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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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集体经济只有向市场主体转型才能实现

持续发展。不过在现行的土地制度下，集体经济转

型面临四重困境：一是集体土地如何归属；二是

“寄生型”经济形态如何参与市场竞争；三是“政

企不分”的管理体制如何转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四是模糊的集体产权如何转为产权清晰的现代产权

制度。突破口在哪里呢？运行了30多年的征地留用

地安置政策，在原集体经济在向市场主体转型方面

也表现出了明显优势。但是目前学界和媒体对征地

留用地仍持疑虑。对留用地合法性的质疑,一是认

为留用地与现行法律冲突，二是认为留用地政策的

落实缺乏法律支撑和保障。对留用地政策可行性的

忧虑，主要观点是认为留用地政策适合在“城市规

划稳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房地产市场成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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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需求较为旺盛的地区实施”，但是还面临着规划

衔接、地权归属、管理困难等问题。这也是征地留

用地一直没有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土地政策的重要原

因。目前的研究和认识以“问题——对策”为主，

对征地留用地发挥的作用还未全面认识，尤其是在

“城中村”集体经济转型方面的作用，鲜有论述。

杭州的征地留用地开始于1999年，现在已经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我们依托杭州国际城市学

研究中心，多次走访职能部门咨询相关政策，并且

深入调查丁桥镇、三叉社区、江口社区等留用地项

目，对征地留用地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本文拟在

梳理当前集体经济发展困境的基础上，结合杭州留

用地项目开发和发展情况，分析留用地在“城中

村”集体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以期对当今农村土地

制度改革有所裨益。

二、征地留用地可扫除
城中村集体经济转型的制度障碍

（一）征地留用地的法律属性

学界对“城中村”城市化过程中集体土地的归

属问题存在很大争议，有学者甚至提出修改宪法。

事实上，这个难题在现行法律体系下是可解的。因

为《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第2款规定：“承包

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

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

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条第5项规定：“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成员转为城镇居民的，原属于其

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归国家所有。”由此看来，农

民转为市民后，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符合法律程

序。当然，前提必须是农民享受与市民平等的社会

保障和国家福利。因此，将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

和将农民转为市民同时进行，不是制度方面的障

碍，而是农民是否真正享受了市民待遇。杭州在农

民市民化方面采取的措施是：按照“房改房”的标

准对原“城中村”的“农转非”房屋办理“三证”

——《房屋产权证》、《房屋契证》、《国有土地

使用证》，允许失地农民的拆迁安置房转为国有土

地上的商品房。同时，为失地农民办理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就业培训、提供最低生活保

障等。这种措施对农民个体来说，确实享受了市民

的待遇。而对于村级集体经济来说，随着农民转为

市民，其附着的土地也就转为了国有土地。因此留

用地也并不是如学界所说的没有法律依据。

目前，全国征地留用地都已经转为建设用地，

但有些地区还存在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两种形式，

比如惠州就规定城市规划区内的留用地为国有，规

划区外则无限制。两种不同的权属，在转让、出

租、抵押等方面有很大差异。有些地区在留用地使

用权取得方面也不明确，例如，广州以“无偿返

拨”的方式返还留用地，但相关文件中又没有“返

拨”的概念和操作方式。杭州留用地的获取方式协

议出让，不过社会上对杭州征地留用地的性质还存

在误解，认为是集体土地上的“小产权房”。事实

上，杭州“撤村建居”地区的留用地已经参照征收

集体土地的补偿标准予以补偿，统一纳入市政府土

地储备库（杭市委[2001]29号文件），由市政府整理

成“三（五）通一平”的成熟地块，然后以国有土

地划拨的方式返还给原村集体。留用地上的项目可

以办理“国有土地证”、“契证”、“房产证”。

这样，留用地项目与国有土地上其他项目的开发经

营几乎没有区别：先由村集体（撤村建居之后是社

区）向发改委申报立项，然后须同国有土地一样走

“招拍挂”程序，再进入开发阶段。以国有土地划

拨的方式，给原村集体返还留用地，土地权益、性

质、经营等方面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另外，留用

地项目仍为原村集体所有，产权不能分割到户或转

让，但盈利折股量化到户（人），所以产权不能分

割，对原“村籍”农民收益的影响不大。

有学者质疑征地留用地的公平性，认为现在

的征地补偿标准太低，应将大部分土地增值收益留

给农民。这一观点忽视了我国土地公有制和土地增

值收益的特殊性。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影响集

体土地增值的主要因素：一是区位因素。二是制度

“红利”。在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下，我国采取严格

的土地使用管控，建设用地稀缺，集体土地只有转

为城市国有土地后，使用范围才更加广泛。三是土

地使用性质的转变。集体土地农转非后，会有更多

机会积聚资本，地价也会迅速增长。四是土地物质

环境的影响。“城中村”土地级差地租显然要受到

周围国有土地上的直接投入、大型配套设施建设的

影响。可见，“城中村”集体土地增值的主要因素

就是制度因素。我国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如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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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获得与市民等同的社会福利后，继续让这部分

农民及集体源源不断地获得巨额的土地增值收益，

则会形成双重保障，又造成一种新的不公平。因

此，给原“村籍”农民留一定比例的国有土地来解

决就业和收入问题，具有合理性。

有学者认为在政策文本上各地留用地的比例不

一致，相关文件也没有明确规定，容易损害失地农

民利益。事实上，由于各地城市规划稳定性不同，

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更适宜各地因地制宜的划定

留用地的比例。目前多数地区采用10%～15%这一比

例，这一比例究竟是如何确定的，我们在相关的研

究成果和调研过程中都没有获得准确的答案，此问

题留待以后再做专门研究。

（二）征地留用地指标的落实

“城中村”改造和开发的形势比较复杂，各村

情况不一，落实比较困难，这也是目前学界对留用

地质疑的一个因素。杭州留用地指标落实方式比较

灵活，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落实难和开发难的问题。

1. 留用地指标折抵。留用地指标可以折抵符合

要求的“未办理出让手续的村属企事业项目地，”

也可以折抵“多层高层农居建设中的配套公建”(杭

政办[2005]128号文件)。这种办法解决了原村级集体

企业转型的制度障碍。西湖区古荡村的浙江国力大

酒店项目就是折抵了留用地指标。

2. 留用地货币化。如果留用地指标无法定点或

折抵，可由村自愿选择“指标货币化收购”，收购

价格按同类地段商业用地基准地价乘以年度地价指

数乘以55%确定(年度地价指数由市国土资源局统计

后确定)，货币化收购资金由各级财政支付(杭政办

[2005]128号文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受财力、

物力和人力等因素限制自动要求放弃安置留地的”

（浙土资发[2006]23号文件），可以货币形式回购安

置留用地。这种方式确保了无地可留的情况下留用

地指标的落实。

3. 留用地指标置换。为了资源整合，达到最大

的集聚效益，留用地可以打破乡镇、村的界限，由

区、乡镇政府统一组织、统一协调，相对集中使用

（杭市委[2001]29号文件）。例如，拱墅区的孔家埭

与石塘的经济合作社，就进行了指标置换。孔家埭

出48亩地，用石塘的留用地指标开发。建设时，各

24亩地，既有了用地指标，也有了区位优势。

杭州这种“固化权益，虚化区位”的做法还

有更深刻的意义，一是消除了原村级集体建设用地

发展的瓶颈，转为国有土地后，在转让、出租、抵

押等方面将获得很大收益；一是解决了留用地落实

难、布局分散、使用效率低的问题。地块规划选

址，主要集中在区位较好、市场发展相对熟化的区

域，提高了留用地项目的商业价值。一般认为，在

指标落实过程中，指标如何兑现，如何落实，目前

没有文件明确规定，主动权在政府手中，失地农民

处于被动地位。其实解决这个难题完全可以通过法

律文件进行规范。

三、征地留用地项目的开发和管理
带动集体经济向市场主体转型

目前，全国各地留用地的开发有三种方式，一

是农户个体独立经营，二是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

营，三是政府主导经营。学界对这三种方式都有疑

虑：农户个体独立经营留用地，会有效率低下的问

题；集体经济组织在资源发生转让、定价的时候，

信息成本比至于自用陡然上升，更容易攫取成员的

权益。政府主导经营容易使农民处于受制于人的不

利境地。虽然政府主导模式确实容易出问题，但是

也有一定的优势存在，姚如青研究了杭州集体开发

模式和温州的个体开发模式，认为政府主导的重组

集体开发模式更能使留用地可持续发展。在我国现

行土地制度下，土地增值主要是制度红利，农民个

体分散开发利用土地的收益实际上不能与国有土地

集中利用获得的收益相比。下面看一下杭州的情

况：

（一）征地留用地项目的开发

“城中村”的亲缘、地缘、血缘特性决定了集

体经济的自我封闭性，这是制约集体经济取得规模

效益和转型的重要因素。杭州留用地的物业入股、

合作开发、自主开发、产业服务等多种开发模式，

打开了面向社会融资的渠道。

1. 合作开发。允许原村集体以土地或土地指标

折价入股的方式找开发商合作开发，但村集体持股

比例不得低于51%。依据公司法或者经济合作社组织

法进行经营管理。一般原集体经济实力比较弱的采

取这种经营模式。江干区四季青街道三叉社区的新

业大厦和广新商厦项目、五福社区的五福新天地项

目、三堡社区的东方大厦、笕桥镇佰富勤商贸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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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等，都属此类模式。

2. 租赁经营。按土地面积收取每亩七至十万

元的固定回报，并在几年后按比例提高租金，租期

一般是30年到50年，期满收回物业。例如，三墩的

创美华彩国际和剑桥公社就是租赁形式。这种方式

不管原来村集体有没有经营能力，都可获得稳定收

益。

3. 自主经营。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会选择自建，如留下村建造的商业综合楼，

虾龙圩村建造的虾龙圩综合楼（紫金港大酒店）。

这种经营方式保证了集体的绝对占有权，而且从自

营逐渐转向与社会资本合作经营，将农村集体拥有

的各类资产和潜在优势转变为现实的增收能力。杭

州在招商方面也进行了优化，引进银泰、美达等知

名企业及项目，增强开发建设的投资吸引力。

（二）征地留用地项目的经济形态

就“城中村”集体经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

虽然用地越来越收缩，但是随着利用征地补偿款等

资金修建房屋来出租，出租经济呈现增强趋势。这

种“借地生财”的发展模式，缺少自主产业和高附

加值产业，抗风险能力差。各地对于留用地的经营

一般没有严格限制，温州的留用地可用于开发房地

产，而典型的厦门“金包银”模式、长沙咸嘉湖模

式对留用地的开发都无明确规定。杭州对留用地的

开发有严格限制：鼓励被征地集体利用留用地兴办

二、三产业，并规定可用于发展除一次性销售的商

品住宅外的所有二、三产业，包括标准厂房、商

场、宾馆、写字楼等经营性项目（杭政办[2001]15

号文件）。通过提高物业管理和改善投资环境，把

留用地项目打造成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引导

集体经济向投资型、产业服务型经济转型。由此证

明，出租经济也可以向实业经济转型，但是需要政

府政策支持和引导。

（三）征地留用地项目的管理

“城中村”虽然以出租经济为主，却没有与之

相对应的公司或者其他专门的经营实体，普遍以非

企业化经营为主，由村集体领导班子管理，缺乏管

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而且容易出现腐败、寻租

等问题。杭州“撤村建居”和“村改居”过程中已

经将村委会的经济职能剥离出去，留用地项目建立

了较为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

一是实行集团公司制。原集体经济实力强的

合作社、村办企业成为集团公司的一个法人股东或

原村经济合作社中的村民成为公司的自然人股东，

依据《公司法》进行管理。拱墅区东新经济合作社

与海外海集团公司进行整体合并后，上塘镇沈塘湾

村经济合作社与建华集团整体合并后，都是实行的

公司制管理。公司制管理模式能够理清企业产权关

系，将企业转化成资本开放的社会性企业。

二是实行股份合作制。原村级合作经济实力

较强，以二、三产业和租赁经济为主的合作社，将

全部资产进行评估，剔除待处理资产后量化给原村

全部村民。拱墅区的八丈井村经营者持股20%，原

村民人人有股份。原村级集体资产由村和组两级所

有的，将之分两级进行量化，村民享有村级和组级

双重股权，分配时享有双重收益。拱墅区的李家桥

村、阮家桥村、吉如村都是这种模式。公司制和股

份合作制创新了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打破了集体

经济组织资产的自我封闭式占有和循环，促进产业

结构向高级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

总体来看，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政府主

导下的集体主义开发模式能够促进集体经济组织较

为彻底的转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这种开发

模式的形成，一是原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原本就掌握

着大量的集体土地，如珠三角桑基鱼塘地区；一是

政府在城市土地利用过程把“城中村”纳入统一规

划，进行规模开发，也就是杭州这种情况，“打破

乡镇、村设的界限，由区级、乡镇政府统一组织协

调”（杭市委[2001]29号文件）。

四、征地留用地项目的收入分配
促使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

通过改革将集体资产量化到人，解决产权虚置

问题，是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城

中村”改造过程中，农民虽然失去了土地，但他们

仍然保留着“村籍”，并保留着村集体经济的股东

权。留用地项目收益分配应该将集体经营性资产量

化到人，实现“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

（一）留用地项目收益的量化

我国现在还没有集体资产量化分配的标准和规

范，现在争议的焦点是集体资产的范围如何确定，

是只包括集体经营性净资产，还是把经营性资产、

非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都包括进来？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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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资产中的非经营性资产，基本上属于公益性

质，随着农民转为市民和集体土地转为国有，这部

分资产也转为了国有土地上的资产，不需要进行量

化。征收集体土地给予的补偿金，应该按照集体成

员进行合理分配。集体土地上的经营性资产，收益

量比较明确，容易量化。因此，集体资产量化应该

以经营性资产的净资产量化为主。杭州对留用地项

目收益分配也是采取的直接将净资产折股量化到户

(人)(杭政办[1999]8号文件)的标准，以股权的形式明

确社区成员(股东)在集体所有者权益中所占有的份

额，并作为享有股利分配的依据。

（二）折股量化的方法

对集体资产进行量化的关键问题是集体成员

身份的认定。目前争议最大的是以“农龄”还是以

“人头”为依据，以及股份是否可以转让。目前集

体资产量化分配时，股权（份额）普遍以“农龄”

计算。杭州的做法是：总量以“人口股”为主，对

“城中村”改造以前已经转非的人口，依据“农

龄”进行折算。“‘人口股’按撤村建居时实际在

册的农业人口计数；‘农龄股’按社区成员满16周

岁至退休前的农业户口身份年限计数。对撤村建居

前已‘农转非’的原社区成员，可按其在本社内的

‘农龄’，享受一定的折股量化股权或给予一次性

经济补偿。折股量化时对在校大中专学生、入伍战

士以及劳教等人员的股权‘也可作相应考虑。在折

股量化总额中’，以‘人口股’为主，具体比例由

社区成员民主讨论后，按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的

方案确定。”“原则上不随人口增减而变动；维持

现有持股成员(股东)的稳定”（杭政办[1999]8号文

件）。原“村籍”农民个人没有集体资产的处置

权，只有收益的分配权。

五、结论和建议

依附于土地性质转型的集体留用地项目，不

但可以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和转型，还顺利跨越了

现有土地制度下的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之间的“鸿

沟”，实现城市、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市

民的多方共赢。虽然这一政策发挥实际效用，要受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但是通过近年来杭州开

发建设的尝试，在保证农民持续增收、加快城乡区

域统筹发展、促进集体经济转型等方面，留用地已

突显出其独特的助推作用。尽管杭州的发展模式不

能全盘复制，但是借鉴杭州经验，结合其他地区留

用地的特点，对照集体经济转型的困境，本文提出

以下几点建议，希望可以为“城中村”集体经济的

转型提供参考。

1. 以政府文件形式，明确留用地政策。目前全

国十几个省市都已经实行留用地政策，而且已经有

了近30年的探索经验，取得了显著成效。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制”、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

设用地市场”。2014年的中央1号文件中强调“加快

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因地制宜采取留地安置、补偿

等多种方式，确保被征地农民长期受益。”留用地

政策也符合集体土地流转和征地制度改革的国家方

向。因此，建议全面梳理《土地管理法》、《物权

法》等法律中的相关规定，以政府文件形式，明确

留用地政策，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顺利转型。

2. 留用地政策文件中，需明确：（1）留用地

使用权的取得方式。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被征用

后，应以国有土地划拨方式取得留用地，面积控制

在被征用的可转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总面积的10%

～15%以内。（2）留用地的经营方式。留用地可用

于发展除一次性销售的商品住宅外的所有二、三产

业，包括标准厂房、商场、宾馆、写字楼等经营性

项目。（3）留用地指标落实的方式。留用地指标

可以通过指标折抵、货币补偿、指标置换的方式进

行落实。（4）留用地项目的管理方式。留用地项目

实行集团公司制或股份合作制管理，原村集体必须

持有一半以上的股份。（5）留用地项目收益分配方

式。采取直接将净资产折股量化到户(人)，以“人口

股”+“农龄股”为折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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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30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实际是以土地大量

投入为支撑的，随着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日益显化，

区域间和城市间争取建设用地扩张的竞争愈演愈

烈。当前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很大程度

上依然表现为效率第一，公平被忽视，农民的权益

被轻易剥夺。计划内指标和城乡增减挂钩指标作为

城市建设用地的两个主要来源在今后如何操作，如

何在区域间和城市间比较公平地实现土地资源的分

配，达到“效率与公平兼顾”，下一步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该怎么走，需要一些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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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公平视角考察东西部建设用地资源配置中的公平问题。当前看似公平的土地政策实际

对西部不公平，东、西部地区发展起点不公平的后期连锁效应，也很易导致其在发展过程和结果上的不

公平。应基于差别原则，对西部地区实行更具政策梯度和实质优惠的差别化土地政策；基于机会的公正

平等原则，维护过程实际公平，按最佳城市规模采取城市发展用地中的分级限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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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平视角下的土地资源配置

城市化中土地资源配置的公平分配是以起点公

平、机会公平及过程公平为基础和前提的，否则，

分配就将是缺乏效率的，或者将是不可持续的。

1994年中央政府实行分税制以来，各地方城市成为

经济发展的竞争主体，土地资本化成为城市化发展

的杠杆，对土地资源的占有和支配成为影响城市发

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城市发展必然存在竞争，而城

市主体之间“竞争能力”的非合理差异是影响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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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竞争“起点公平”的主要因素，而由城市主体之

间“资源占有量”存在非合理差异决定了城市竞争

的非合理差异。因此，城市之间存在竞争起点不公

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城市主体之间“资源占有量”

的非合理差异。

城市竞争主体的“理性”选择是追求利益最

大化，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各城市主体会采取各种

不公平竞争的行为。因此，保证竞争过程的公平，

是实现区域公平发展的核心。而中国的东部发达地

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目前正处在这样一个状态。

在上世纪80年代，东部地区，尤其是特区，在土

地、税收等方面得到了优惠，我国东西部的城市用

地在竞争起点上存在着显著的“资源占有量”的非

合理差异。区域和城市竞争中的竞争起点不公平是

一个既成事实，我们应做的是基于在与正义的储存

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差别原则），并遵循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

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正平等原

则），提供尽可能完善的差别化的土地、户籍、财

税、金融等制度政策，以矫正各区域和城市主体之

间在竞争起点上的各种“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差

异导致的持续影响，以程序的公正尽可能的引向资

源配置的结果公平。

二、看似公平的土地政策实际对西部不公平

1. 发达地区以财政补贴政策打破了现有土地供

给政策的实际公平

在当前我国政绩考核机制、财税体制、非市场

化低价征地、以及地方政府竞争策略选择背景下，

地方政府选择外延式扩张模式的经济收益和政治收

益都明显高于内涵式扩张模式，经济增长中技术进

步、制度变迁等要素对生产率的提高更多表现在增

量土地上，因此，在经济增长方式未获得转变前提

下，未来较长时间内，无论东中西部都将保持对土

地要素的高需求。

基于“理性人”选择，在国家统一的看似公

平的土地出让政策和标准下，各区域为了取得相对

的竞争优势会采取各种不公平竞争的行为。例如，

当前土地“招拍挂”政策和“工业用地统一最低标

准”等政策考虑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水平，看似公

平，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因规则变异而失效。因为研

究发现：东部地区对开发区新增工业用地的补贴最

多，中部次之，西部最少。东部地区利用自身已有

的财政优势采取地方政府补贴，依然能够实行比中

西部更优惠的招商引资供地政策。东部发达地区因

为区位优势，先发优势，财力补贴优势而采取的不

公平竞争的行为会严重破坏土地市场秩序，甚至使

土地秩序彻底失效。这些不公平竞争的行为会严重

破坏土地市场秩序，甚至使土地秩序彻底失效，进

一步加剧不平衡发展过程。

2. 东部可以更高的“土地级差收益”获得更多

发展机会，中西部落后地区处于发展受阻

现在发展最快的，是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

单列市，这些基本都属于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先

发展起来的大城市以更高的“土地级差收益”获得

更多发展机会，小城镇本身级差地租收益低，无法

与大城市“竞争”而造成发展受阻，因此，在竞争

起点上居于优势地位的大城市在以后竞争过程中继

续保持获得机会的优势，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处于发

展困境。而我国“三大增长极”都位于东部，大中

城市也多位于东部，这种现状导致在同样严厉的土

地政策下，东部可以更高的“土地级差收益”获得

更多城乡建设用地置换的机会，而落后地区本身级

差地租收益低，无法与发达地区“竞争”而处于发

展困境。

3. 西部为东部承担外部成本

城市化对耕地的前期占用和破坏，及后期保

护和限制是普遍规律，但不同区域和城市作为资源

分享的主体，其分享土地资源的权利和机会应该是

平等的。东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发达城市在

改革初期都经历了大规模的廉价征用农地，低价，

甚至负地价提供工业用地招商引资的阶段。东部早

期为人诟病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虽然有诸如

环境生态等弊端，但却利用改革初期宽松的政策环

境为城市发展极大降低了土地非农化的成本，为城

市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规模基础，而后发展的区域

或者之前“听话”的城市在后来的发展中却遇到了

更严的土地管控和更高的扩张成本。东部发达地

区在早期率先发展中通过“土地换资本，空间换发

展”策略获得低成本高速扩张，造成的耕地紧张，

环境污染等问题却要中西部地区同样承担“全世界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西部为东部发达地区承

担外部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是“东部生病，西部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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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更需关注的是西部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起

步发展期，同样严厉的土地政策是“砍了东部的尾

巴，斩了西部的头”。这种部分地区和城市先期非理

性占地，后期所有地区和城市共担责任的事实，本质

是前期公共管理政策的失误所致，是一种基于城市和

区域发展的起点不公平，其后期连锁效应也很易导致

城市和区域在发展过程和结果上的不公平。

4. 主体功能区规划可能存在的缺陷

资料显示我国22个限制开发地区，西部占了17

个。主体功能区划分标准有欠严谨。和主体功能区

战略配套的各种投资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环

境政策、地方政府考评体系等等方面存在不完善，这

种现状势必导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不仅在短时间内

不会缩小我国的区域发展差距。相反，在相关配套政

策不到位情况下，随着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推进，我国

区域间的差距将会扩大，而不是缩小。

主体功能区战略的确定很大程度上依据所谓因

地制宜原则，其理论依据遵循静态比较优势理论，

研究发现，改革开放30多年来西部只有资源密集型

行业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强化，基于传统比较优势理

论的固有缺陷容易导致产业结构的“低端锁定”。

根据对西部欠发达典型区新疆的研究发现，新疆资源

优势未能有效转换为竞争优势，“比较优势陷阱”凸

显，资源诅咒特征明显，甚至处于资源诅咒严重区。

在这种现状背景下，由于主体功能区的核心逻辑是对

外生条件和历史事件的绝对遵从，相比发达地区，主

体功能区战略对落后地区具有更大限制作用，其“东

西互动，优势互补”策略会不会加剧西部的资源依

赖，加剧“资源诅咒”，也值得思考。

三、基于公平理论的解释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西部大部分

落后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差

距并不明显，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1992年

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之后，东西部差距加速形成并不

断扩大。西部地区落后的原因，一方面遵循西方经

济理论所阐述的一般机理，另一方面也具有其特殊

性，这是西方经济学的某一种理论所无法完整解释

的。而根据公平理论则可以得到可能的解释：竞争

起点不公平将持续影响过程不公平，并导致结果不

公平。东西部城市发展竞争中，如果在竞争起点上

存在明显的“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差异”并进一步

引起竞争力差异，随之而来的过程中，这种“不公

平效应”将会被持续并放大，必然会导致“不公平

的结果”。而这一“不公平的结果”进而又会在新

的一轮竞争中成为新的“不公平的竞争起点”，进

入下一轮不公平竞争的循环。

如果能保持过程公平，东西部城市在竞争起

点上虽然存在“初始条件的差异”，但有可能在竞

争过程中通过自身努力缩小差距，但是，在起点上

居于优势地位的竞争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

定竞争过程中的规则，其目的是在竞争过程中也保

持竞争优势，这种形态的竞争常常“貌似公平，实

质上却不公平”，最终导致非公平的竞争结果。因

此，在竞争起点上居于优势地位的城市竞争主体在

竞争过程中继续保持获得机会的优势，后发的地区

和城市处于发展困境。欠发达地区欲享受东部地区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优势政策资源几无可能。在东西

部城市用地政策方面，由于起点竞争不公平可能导

致的过程（规则）不公平，有必要进行相应矫正，

以利于东西部区域均衡发展，和谐发展。

四、结论和建议

研究发现，当前“中国最严格的耕地政策”，

“集约节约用地”等政策虽然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对于处在工业化初、中级阶段的西部经济欠发达

地区，形成了客观上的制约作用，存在为先获得发

展的东部地区承担外部成本的嫌疑。我国新的区域

发展总体格局已全面形成“东部率先、中部崛起、

东北振兴、西部开发”的所谓“四大板块”战略，

区域间的激烈竞争表现在对产业的竞争。但我国

区域援助政策体系存在严重缺陷，以前是“一刀

切”，现在是普惠制，普惠制使得政策泛化，重点

不突出，四大板块之间难以形成有效政策梯度，成

为“都优惠就没有优惠”。甚至有研究指出落后地

区获得的许多优惠是仿照东部的普及，并且西部的

总体优惠水平还是低于东部，乃至不及“振兴东北

等老工业基地”的政策含金量高。

“公平分享”是改革发展成果分享的一个重大

命题，公平化是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核心内容之一。

针对东西部城市用地政策中存在的不公平问题，本

文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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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基于差别原则，对落后地区实行差别化

土地优惠政策。当前的工业用地出让标准虽然是一

种差别化地价的体现，追求“有保有压、区别对

待”，但是否能体现基于公平理论的“差别化补偿

原则”，尚有疑问。有必要对东西部土地政策落差

进行时间上的纵向比较研究和现阶段空间上的横向

比较研究，评价一下西部大开发的土地政策与东部

早期和现阶段相比到底是优势还是劣势，然后结合

各区域产业比较优势制订东、中、西部合理落差的

土地政策，形成促进产业向西部转移的土地政策梯

度，有利于东西部产业转移。

二是基于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维护过程实际

公平。第一，对工业用地出让加强监管。虽然中央

政府严令工业用地出让按统一标准进行，严格禁止

财政补贴行为，但实际上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央政

府甚至难以做好对地方政府违法用地的有效监控，

对地方政府的变相补贴行为的监管将更难奏效，一

方面，应该采取措施加强监管，维护土地参与宏观

调控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土地政策的实际过程

公平。另一方面，当前工业用地出让标准是否真实

合理地反映了各地区之间经济差距，这个差距是否

能够体现对落后地区合理的的差别化补偿有待重新

考量。本文认为基于差别原则，对西部“老少边穷

地区”应该给予更优惠土地政策，甚至零地价政

策，要保证土地政策竞争过程中的实质公平，并有

利于土地政策梯度的形成。第二，按最佳城市规模

采取城市发展用地中的分级限制政策。东部发达地

区也有欠发达区域，西部落后地区也有发达区域，

无论东中西部，对发达区域和大城市应该提高土地

要素价格，提高城市扩张成本，促进产业升级和经

济增长方式转变；对落后区域，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采取鼓励和支持性用地政策，有利于促进城市升

级、区域均衡发展和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建议

按最佳城市规模采取城市发展用地中的分级限制政

策，据研究，城市最佳人口规模100～400万人口①，

按人均100平方米建设用地标准计算②，最佳城市用

地规模为100～400平方公里，建议在计划内指标和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执行中都对达到或超过最

佳城市用地规模的城市采取分级限制，逐级严厉的限

制用地措施，并利用土地级差收益规律引导改善城市

空间和规模布局，引导产业布局朝这些地方转移，为

大中小合理搭配，和谐发展的城镇体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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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Differentiated Urban Land Utilization Policy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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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jiang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Research Center, Xinjiang Urumqi 830012, China; 2.School of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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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research the fairness in resource allocation of land for construction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based on the Rolls-equity 

theory, and put forward appropriat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urrent land policy seems to be fair,but the actual to the west 

is not fair, not fair starting point for development of late-stage knock-on effect in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is also very easily lead to unfair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results.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principle, to apply differential land policy for western area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to maintain the process of actual fair and take city development land grading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optimal city size.

Keywords: Rawls Equity Theory; Urban Land Utiliza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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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规模在100万至400万人的大城市，净规模收益最高,达到城市GDP的17%～19%。
超过这个规模区间，净规模收益逐渐递减，而规模小于10万人的城市，则无法发现净规
模收益。 (见王小鲁、夏小林,1999)。

② 建设部2005年重新颁发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国家用地标
准的最大区间为60～120 m2 /人，指定引导标准100m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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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论题】

一、宁波都市圈对长三角
城市群建设发展的意义

国务院新近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

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较2010年的《长江三

角洲区域发展规划》，在理念、框架、内容等方面

都有了较大变化。新变化蕴含新机遇，宁波都市圈

作为长三角城市群内联的关键节点和外接的重要门

户，有条件集聚高端要素、提升城市综合功能，更

有机遇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共同打响国际港口城

市区域品牌。

新《规划》对标一流世界级城市群，就进一

步发挥长三角城市群在国际、国内的重要作用做出

了总体部署，在诸多方面进行创新和拓展，体现为

新范围、新布局、新定位、新任务、新机制这“五

新”（表1）。

长三角城市群格局与宁波都市圈建设

孙立锋1,2 ，夏艺瑄2

（1.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  200020；2. 宁波市发展规划研究院，浙江  宁波  315040）

[摘要]《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宁波都市

圈作为长三角城市群“五圈”之一，发挥其在我国内外双向大开放中战略节点的作用，亟需强化亚太开放

门户、制造业创新中心、海陆统筹发展等功能特色，构建“一主一副四带”空间构架，加强与上海和周边

都市圈外联对接，强化区域内在融合发展，做强中心城市极核功能。

[关键词] 长三角城市群  宁波都市圈  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1-0038-05

[作者简介] 孙立锋（1979 — ），浙江宁波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宁波市发展规划研

究院规划部副主任，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国际投资与贸易；夏艺瑄（1990 — ），女，浙江舟山人，宁波市发展

规划研究院，经济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规划》作为指导长三角城市群未来一个时期

发展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其对城市群内各城市的战

略定位，将对相关城市未来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

影响。《规划》综合考虑了宁波及周边城市的资源

禀赋条件、区位交通优势、现有发展基础及在国家

内外双向大开放中的战略地位，将宁波都市圈提升

到较高的战略高度。因此，进一步深入挖掘宁波都

市圈的功能特色，优化空间格局，对长三角城市群

建设发展意义重大。

二、宁波都市圈的功能特色与空间结构设想

（一）关于宁波都市圈的功能特色

总的设想是融入国家战略、体现圈域价值，既

要服从国家《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确定的总体

战略定位，更要立足圈内城市的地理特点、经济特

点和人文特点，凝炼发展共识、明晰功能指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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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和区域一体化实践，成

为东部沿海有影响力的新兴都市圈。具体有四个定

位：

一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开放门户。充分发挥港

口、开放、产业等组合优势，以打造颇具活力的资

源配置中心为指向，着力构建功能强大的“三位一

体”港航物流体系，加快对接国际贸易投资新体

系，打造全球一流的现代化综合枢纽港、国际航运

服务基地和国际贸易物流中心，争取创建自由贸易

港区，成为立足浙江、服务全国、面向全球的亚太

重要开放门户。

二是全球有影响力的制造业创新中心。强化

宁波和台州的制造业优势，充分利用宁波中国制

造2025示范城市等试点机遇，主动服务制造强国战

略，推进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在重点优势产业特

别是新材料、高端装备、节能及新能源汽车、智慧

信息等领域形成若干个千亿级产业，建成全球领先

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制

造业创新中心。

三是我国区域一体化实践先行区。宁波、舟

山、台州三市城乡统筹水平较高，宁波城乡一体化

程度位居全省前列，区域一体化实践基础扎实。要

按照国家新型城市化要求，借力长三角打造有影响

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契机，深化宁波、台州国家新型

城镇化综合试点，提升圈内城市服务功能，探索城

乡融合发展的新机制与新路径。推动宁波、舟山、

台州三市联动发展，形成区域融合度和发展层次较

高的都市圈，为我国区域一体化实践提供样板。

四是海陆统筹发展创新示范区。作为浙江海洋

经济发展核心区，宁波都市圈承担以海洋科技创新

为引擎、以港口开发为龙头，引领海洋经济转型升

级的历史重任。随着生态文明更加深入人心，宁波

都市圈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建

设美丽中国示范区的新重任。统筹发展海陆生态文

明，保护与修复江河山湖海自然生态、塑造迷人的

水乡城市，将成为宁波都市圈建设的重要指向。

（二）关于宁波都市圈的空间结构

依据区域总体功能定位，立足现有产业基础、

城镇分布与资源条件，通过内联外接共同组成空间

相近、功能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的地域结构，构建

“一主一副四带”的空间构架。

做强“一主”。即宁波都市圈核心，包括宁波

市区与舟山本岛。这个区域是宁波都市圈功能联系

最密切的地区，未来要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极核功

能，重点发展行政办公、航运服务、金融保险、商

贸物流、信息科技、休闲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做强

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的核心功能。

提升“一副”。即宁波都市圈副中心，包括台

州市区。重点要加强台州与中心城市在港口、贸易

物流、先进制造、民营经济等领域的对接合作，加

快融入宁波都市圈进程，共同建设更具国际影响力

的先进制造创新中心、经贸合作交流中心。

发展“四带”。环杭州湾发展带，包括余姚、

慈溪、上虞、海盐、平湖。全省重点打造的环杭州

湾产业带，一直以来都是宁波都市圈的重要增长

极，同时也是对接上海、杭州的前沿地区，未来应

表1 《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比较

《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

规划时间 2010-2015年，远期展望到2020年。 2016-2020年，远期展望到2030年。

区域面积 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的共25个城市，区

域面积21.07万平方公里。

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省的共26个城市，区域面积21.17万平方公

里。

空间布局 一核九带：以上海为核心，沿沪宁和沪杭甬线、

沿江、沿湾、沿海、沿宁湖杭线、沿湖、沿东陇

海线、沿运河、沿温丽金衢线为发展带。

一核五圈四带：以上海为核心，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

圈、苏锡常都市圈、宁波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强化沿海发展带、沿江发展

带、沪宁合杭甬发展带、沪杭金发展带聚合发展。

战略定位 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

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

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总体定位：面向全球、辐射亚太、引领全国的世界级城市群。

具体功能定位：建成最具经济活力的资源配置中心、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高地、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亚太地区重

要国际门户、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排头兵、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区。

主要内容 城镇发展与城乡统筹、产业发展与布局、自主创

新与创新型区域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与布局、资

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与公共服务、

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对外开放与合作。

打造改革新高地、争当开放新尖兵、带头发展新经济、构筑生态环境新

支撑、创造联动发展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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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进一步加快功能、空间的整合，发挥规模效应、

优化产业分工，形成联动发展态势；甬台温发展

带，主要指沿甬台温高速沿线一带，包括宁海、象

山、三门、临海，以及温州的部分区域。该区域拥

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旅游资源、滩涂资源等，具备

优越的生态空间和湾区资源，长期以来在经济水平

上落后于北部地区。未来可依托甬台温铁路、甬台

温高速公路和沿海高铁等交通轴，推动轴线上城市(

镇)、产业区、交通节点等的整体优化和协同发展，

带动国际性产业集群和沿海城市连绵区域的形成；

义甬舟发展带，主要包括宁波、舟山、嵊州、新

昌、天台，辐射至金华的义乌、东阳、永康等地。

义甬舟发展带位于省里确定的开放大通道，应强化

国际航运、物流、贸易、金融等开放功能，对外连

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对内服务长江经济带

发展，共同打造对外开放重要门户功能区。同时，

强化西部区域生态保育，建设生态屏障，适度发展

休闲旅游；东部海洋经济发展带，空间范围包括宁

波、舟山、台州海岛及海域，发展方向是海洋旅游

和大宗商品储运、中转。这些海岛群距离大陆均较

远，与宁波都市圈其他区域的联系有限，而且自

身的经济规模比较有限，无法独立成长为具有较强

综合功能和经济能级的区域。未来重点是发挥海岛

生态优势发展海洋旅游，同时建设成为国家战略物

资、大宗商品的储运空间。

三、加快宁波都市圈建设的重点领域

《规划》从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的战略高

度赋予了宁波都市圈重要使命，一批重大战略、重

大项目、重大平台被纳入其中，推进宁波都市圈建

设应着力在强化“三大融合”上下功夫。

（一）强化宁波都市圈外联对接

正确处理好与上海和其它都市圈尤其是杭州都

市圈的关系，是宁波都市圈参与长三角城市群建设

的重要内容。

1. 积极融入上海全球城市建设

在新的长三角城市群版图中，上海继续处于最

核心的位置，推进宁波都市圈融入上海发展，应重

点做好“四个对接”。一是对接开放平台。以接轨

上海自贸区为重中之重、实现借梯登高。实时追踪

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动态，立足宁波都市圈现实

基础和发展需要，围绕投资开放、推进贸易便利、

深化金融创新、优化监管服务等重点任务，第一时

间复制和采用自贸区制度创新成果。二是对接制造

体系。有计划地做好承接性对接和协作性对接，实

现互利共赢。重点关注上海电子信息产业、海洋制

造业、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的发展走向，主动承

接向外转移和扩散的产业和项目，吸引企业落户；

紧密跟踪生物医药、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等高

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产业链中找到宁波

都市圈发展空间，实现协同共生。三是对接服务

功能。借助上海国际化、高端化、综合化的服务功

能，取长补短。强化与上海知名医疗机构、教育集

团等多方位合作，提升宁波都市圈社会服务功能；

重点强化与金融、保险、咨询、信息服务、文化服

务等专业服务业的对接，完善宁波都市圈现代服务

业体系。四是对接科创资源。主动接轨上海的高端

科创资源，实现借力转型。探索共建园、园中园、

飞地园等新模式，融入上海科创园区建设；以委托

或合作研发等模式，接轨上海科研机构；以专家聘

用、分时兼职等方式引进上海高端科研人才和尖端

科研团队。

2. 探索与杭州都市圈的协调发展

推动与杭州都市圈协调发展，关键在于明晰

宁波与杭州两大核心城市的发展方向，实现协同发

展、错位发展，共同唱好“双城记”。产业创新领

域，将发展智能经济作为再创竞争新优势的主攻方

向，推进智能经济创新发展。以中国制造2025试点

示范和智慧城市建设为重要载体，以智能制造和智

能应用为主攻方向，构建智能服务、智能装备及产

品为主体的产业体系，打造成为我国智能经济发展

的先行区、示范区。开放合作领域，充分发挥港

口、贸易、物流等综合优势，推进国际港口名城建

设。紧抓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和宁波港口经济圈

建设契机，强化高端航运服务和贸易物流功能，打

造更具国际影响力的港航物流服务中心和经贸合作

交流中心。 

（二）强化宁波都市圈内在融合

宁波都市圈范围内的甬舟台三市地域相邻、人

文相近、资源互补、经济互动，同城化发展已经有

了一定的基础。为全面实现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

一体化发展，应凝聚建设共识，着力做好“两个加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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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强推进重点领域合作

推动交通互联、民生互惠。一是加快构建以

轨道交通和高速公路为骨干，以普通公路、铁路为

基础，以水运为补充，有效衔接圈内城市和小城镇

的多层次快速交通运输网络。重点推进市域轨道交

通串城，加快甬金、甬舟、沪嘉甬等铁路的谋划与

建设，推进城际铁路的规划与建设，加快市域轨道

交通延伸至周边城市。二是立足增强全体人民在共

建共享发展中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协同推进智慧都

市圈和民生都市圈建设。放大基本公共服务同城效

应，加快都市圈市民卡“一卡通”建设，强化优质

教育、医疗、卫生资源共享，构建统一的就业服务

平台、联合征信平台等；整体谋划区域信息网络布

局，实行都市圈区号统一、手机同城无漫游，推进

信息服务均等化。

推动创新互促、智慧互用。一是加快构建宁

波都市圈研究开发、成果转化、试验示范和产业化

发展一体化的区域创新链条，推动科技基础设施、

科技信息资源等共享共用，推进圈内产学研合作，

加快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协作攻关创新；围绕科技成

果转化对产业配套与空间发展等需求，结合各地产

业发展重点和用地空间情况，强化甬舟台三地产业

链的合理分工。二是大力实施人才兴圈战略，推动

圈内人才发展规划、开发培养、市场配置、政策设

计、制度创新一体化，畅通人才流动渠道；对都市

圈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公共安全、民生保障起到

促进和支撑作用的年度重大项目，通过公开招标、

课题委托、自由申报等形式，实行联合攻关，实现

“智慧效益”区域最大化。

推动平台共建、政策共享。一是共建优势平

台。高效整合三地海港资源和平台，共建江海联运

服务中心、港口经济圈，打造全球一流的现代综合

枢纽港、国际航运服务基地和国际贸易物流中心；

联合利用北仑—金塘、梅山—六横一带的深水港和

海关特殊监管区优势，以集装箱物流、大宗商品贸

易、保税物流、保税贸易等业态为重点，共建自由

贸易港区。二是共享试点机遇。利用中国制造2025

示范城市机遇，充分发挥宁波、台州制造优势，在

智能经济、新材料、高端装备、节能及新能源汽车

领域取得突破，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制造业创新

中心；利用宁波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和台州小

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验区平台，发挥两地民

间资本优势，完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系，为实体

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利用宁波、台州国家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探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新

机制、新路径，打造全国率先探索区域一体化发展

的先行区。

2. 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推进要素资源自由流动。提速金融市场一体

化，强化圈内银行业务合作，鼓励圈内各城市商业

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跨地市参股，或

组建跨地市的商业银行和金融控股公司，争取银行

分支机构设立同城化；实施圈内金融票据交换业务

一体化，推进异地票据同城结算；探索产权交易市

场一体化，共享产权（商品）交易所；推进资源市

场一体化；探索实施更加灵活的户口迁移制度，促

进人口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

探索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机制。研究设立宁波都

市圈一体化发展投资基金，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基金

设立和运营，重点投向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生态环境共保、创新体系共建、公共服务共享

等领域；积极推进与金融机构合作对接，为宁波都

市圈重大项目、重大平台建设提供金融支持；建立

地区间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区域生态建设投入

激励机制等。

（三）强化宁波市域统筹

 1. 做强中心城市极核功能

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提升文化服务功能，

推进市图书馆新馆、宁波艺术剧院、宁波报业传媒

大厦、宁波奥体中心等项目建设，规划建设市文化

馆、河海博物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等；提升

医疗健康服务水平，加快省医学副中心、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深化医联体建设，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

立医院改革，倡导社会办医，引导创建国际化、高

端化医疗机构；提升教育服务水平，鼓励、支持社

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推进中外合作办学等多种办

学模式；优化投资商务环境，建设国际化人居环

境，推进城市管理国际化。

提升开放门户功能。打造高端开放载体，大力

推进梅山新区、空港新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

建设；加快建设国际强港，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

构建高能级的多式联运国际枢纽中心；加快推进国

际贸易便利化，争取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建设进口

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国际进口商品基地，提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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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商品交易中心的国际定价权和话语权；加大双向

投资，建设国际合作园和境外产业园，鼓励民营企

业“走出去”，培育一批大型本土跨国公司。 

提升创业创新功能。高水平建设新材料科技

城、国际海洋生态科技城、国家大科学科技园等重

要载体，扶持一批众创空间、创业园和特色小镇；

引进共建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和产业创新中心，争

取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落户；加快培育海洋高技

术、生物医药、可穿戴设备、车联网等新产业新业

态，推动高端装备、新材料、信息技术等战略性产

业创新发展。

2. 完善城市管理体制机制

提 高 市 级 统 筹 协 调 能 力 。 围 绕 全 域 都 市 化

建设，统筹推进行政、规划、财政等多领域体制

改革，提高市级统筹调控能力。坚持全市“一张

图”，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编制实施市域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推进“多规融合”；按照事权与支出

责任对应原则，调整优化市本级和区级土地增值收

益分成比例，增强市本级对城市建设的调控能力；

完善土地收储和一级开发体制机制，提高市级土地

收储调控和围垦用地管控能力；强化规划管理、土

地利用、项目安排对县市的刚性约束，提高重大事

项、重大项目和重要资源的市级统筹协调能力。

理顺功能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以促进产城

融合和提升平台能级为导向，研究推进新材料科技

城、梅山国际物流产业集聚区、东钱湖旅游度假

区、空港新区、保税区、南部滨海新区等市级重点

战略功能区管理体制创新。加强功能区与行政区在

规划编制、劳动就业、数据统计、社会管理、城市

管理、公共服务、信息资源等方面的融合，建立一

体化的经济社会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与功能区发

展相适应的精简、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做好与市

级审批权限下放和政策支持的衔接配套；建立健全

市级功能区协调发展机制，引导功能区错位提升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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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d Construction of Ningbo Metropolis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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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ingbo Development Planning Institute,  Zhejiang  Ningbo  315040）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plan of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discloses the aim of building a world-renowned urban agglomeration. 

Ningbo metropolis circle, as one of five circles that makes up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if it want to play the role of strategic node in 

China's inside and outside opening up, Ningbo metropolis circle should give prominence to its roles as the portal China connected to the world, the 

innovation center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demonstration plot of flood-field joint development. Meanwhile, build a space structure that includes 

one core, one auxiliary, and four belts, strengthen its relationship with Shanghai and other cities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circle. At the same time, Ningbo 

should update its urban functions, as the hard core of the circle.

Keywords: Urban Agglomerat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Ningbo Metropolis circle, Join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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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在体制机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上走在了

全国前列，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苏州模式”，可总

结为“三个故事、三种精神”：即乡镇企业（民营

经济）异军崛起的故事、创立园区引进外资对外开

放的故事和多种形式的农业股份合作土地集约经营

故事，以及由此产生的创新精神、实业精神和执著

精神。未来苏州将以大数据产业为核心，讲述高新

技术产业崛起的第四个故事，以体现出不断进取的

新精神，其中，体制机制创新是关键。

一、体制机制改革已有的基础

在市场主体的改革和建设上，苏州符合市场体

制运行机制的现代企业制度基本建立。多样化混合

型企业所有制格局基本形成。国有工业企业目前仅

存14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0.13%； 2015年

私营企业4853家，占规上工业企业的47.88%；外资

及港澳台工业企业4543家，比重为44.82%。在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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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苏州体制机制创新取得的成就，以及当前面临的问题；提出了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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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实施“三证合一”、“一照一码”和“全程电

子化”登记，企业自主的市场经营活动得到越来越

充分的法律保障。

在市场体系建设和管理制度上，产品市场体系

基本建立，要素市场体系正在形成。产品市场在城

乡区域之间基本实现一体化，网下与网上市场正在

融合，国内外市场一体化也取得一定成效；市场秩

序与竞争规范化、产品品牌和信用体系建设都取得

较大的进步。苏州吸引了超过本地户籍人口多达600

多万的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和生活，进行了城乡户籍

一体化改革，2015年城镇化水平达到74.9%；农村建

设用地上市条件逐步成熟，城乡土地制度一体化程

度进一步加深；一个多层次、直接和间接融资市场

体系初步建成，外资投资体系日益完善；技术资本

市场，专利和技术市场活跃。

在政府职能转型和治理能力建设上，一个有

为的服务型地方政府体系基本形成。政府在法治建

设、社会治安和秩序维护、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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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医疗教育社会事业发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公

共职能方面的治理能力越来越强。政府基本做到了

主要提供良好的投资和经营软硬环境的作用，各类

中外企业已经成为产品市场上的自主经营者。

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现代企业制度有待完

善，基础设施领域，一些公共服务业领域，特别是

社会事业领域中国企比重仍然比较大；民营资本保

护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经营行业和领域有待进一

步拓宽；企业产品质量和品牌意识需要进一步提

高，诚信体系建设和社会责任有待完善。二是市场

体系还需进一步加强，尤其是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尚

需真正破题。如人力资本市场、人才市场、土地市

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等，都还有待于实质性的

改革。三是政府职能转变尚需加速，政府宏观调控

和微观干预市场行为还不规范。四是地方政府机

构规模与治理能力水平不匹配。2015年，苏州市常

住人口规模达1061.60万人（其中外来人口394.59万

人），已是一个超大规模城市；GDP达1.4504万亿

元，居全国城市第七位，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更

是高达3.0546万亿元，居全国城市第二位，仅次于上

海；城市体系完善，建设用地占比达28.8%，与日本

相当。这些指标都远远超过一个普通地级市标准和

体量，有些比中西部的一个省区的规模还要大。然

而，苏州行政区划级别仅仅为地级市，其职能所能

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对企业总

部的建立、人才引进和研发水平的提高、以及金融

分支机构的设立等都有较大限制，对地方财政支出

以及地方立法权限也有明显的影响。

二、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新思路

（一）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按照市场决定性作用和不断提高国家治理水平

能力的总体要求，抓住要素市场化的核心和关键，

遵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战略部署，从企业制

度、市场制度和政府职能转变三个主要领域入手，

积极探索和实施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各项实

践经验，不断加大社会、文化、生态和政治等领域

配套改革力度，率先建立市场体制决定性作用的现

代市场经济体制，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做

出应有的体制机制上的保障和贡献。

基本原则要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阶段目标，落

实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部署，确保经济保持中高速

发展；改革促进发展主要应体现在市场准入不断扩

展、要素市场不断完善、政府宏观调整合理到位、

政府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完善有效等方面。坚持问

题导向、重点突破和全面配套的原则。政府主动改

革与民间改革相结合；注重改革时序和法治基础。

（二）改革新目标

总体目标，是构建包括要素市场化在内的、

完整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包括四个方面。企业

制度领域改革目标，进一步完善产权明晰保护有力

的、所有制股份混合的、各类市场主体地位平等的

现代企业制度体系。国有企业基本实现向国有资本

管理的转变；民营企业股份制改造基本完成；外资

企业基本实现国民待遇。在所有权保护、行业准入

（负面清单）、诚信体系和社会责任等关键环节取

得成效。市场体系领域改革目标，基本建立全面开

放的要素市场化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产品市场化

体系，在要素市场体系建立、产品市场的完善、市

场一体化、市场运行规范化等的关键环节取得成

效。政府职能转变目标，政府职能基本转向公共社

会服务领域，政府经济服务职能基本间接化。

政府机构与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目标，初

步建立地方政府机构的大部委制，建立行政级别和规

模设置与地方政府职能、当地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相

一致的标准和制度，并建立有序定期调整机制。

三、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的主要任务

（一）市场主体培育与企业体制改革

1. 所有制调整与保护。一是加速国有企业向

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的转变，进一步降低国有企业比

重，按照国有企业商业性和公益性分类进一步优化

国有企业布局。二是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

有资本应进一步向公共社会服务领域集中，鼓励民

营企业和外企业参与公共社会事业领域的投资与发

展，实施更有效的产权保护。

2. 行业准入开放。在负面清单的指引下，为社

会各界提供更加便利的行业准入和投资服务。在公

共社会事业领域不断扩大对民营和外资开放力度。

3. 企业经营管理。金融类经营性国有资产要建

立健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公共管

理和公共服务类公益性国有资产，要引入竞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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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配置效率，注意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

公平性。建立有力度的企业失信惩罚制度，促使企

业诚实经营、照章纳税，培育核心竞争力。

（二）市场体系的形成与监管体系

1. 市场体系建设。一是人力和人才资本培育、

配置市场化体系建设。要继续探索外来就业人员与

本地福利待遇的均衡化、先行先试各类福利待遇统

筹层次的提升办法和随人迁移自动转接的机制，以

及中央财政医疗教育转移支付随人口流动调整的办

法等难题，稳步推进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

老、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逐步覆盖全部常住人口。

二是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让农村土地直接

入市，实现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以充分体现农村

土地的价值并承认农民是集体土地出让收益的主要

获得者，为农民致富提供一条正当的新路。

三是资本和技术市场化改革。实现对各类市场

主体的全面开放，建立起基础性作用的证券柜台交

易体系，尝试争办地方性“新三板”或其他直接资

本交易机构和融资市场，切实推进证券投资的专业

化和专门机构化，进一步加快民间资本申办正规中

小银行的步伐。技术市场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解

决好职务性技术开发人员技术入股和收益合理分成

难题。

四是产品市场化体系进一步完善。尽快建立和

实施具有抑制投资需求、调节需求和供给关系、以

及平衡收入差距作用的有效的房地产税体系，对公

共社会服务产品中，可以市场化的部分，进一步加

大对民间开放的力度。

2. 市场价格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

交给市场，强化反垄断机制，完善税收调节机制，

有的试点案例基础上，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房地产

税收体系和政策。减少政府定价数量，推进定价项

目清单化。

3. 市场一体化。在城乡区域要素市场深度融合

上下功夫，努力构建更加均衡和迁徙流动更加自由

的生产和生活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在先进技术和

领军人才引进、国外市场开拓、“一带一路”产能

合作等方面，继续讲好园区引资开放的苏州故事，

率先打造线上线下市场一体化的商业贸易新体系。

（三）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就管理服务对象转变而言，主要管理好公共

社会事务，积极完善各类社保体系，根据常住人口

规模有效配备相关治安人员，率先建立污染破坏与

综合治理分治体系。就管理服务方式转变而言，更

有效和积极地落实中央政府宏观政策和其他经济政

策，制定有为的地方性产业政策，维护企业公平竞

争秩序，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

（四）政府机构设置和调整

积极推行大部委制，探索政府行政部门决策和

执行分离的合适方案，改革中要注意与上级政府机

构的对应与配套。提升行政级别与优化机构规模，

将行政级别与政府规模设置分开考虑，同级别政府

需要按照其管辖范围内的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确

定其大中小规模类型，并按照其规模类型赋予其机

构规模大小的设置。可以考虑建立地方政府行政管

理能力建设与地方人口规模和经济实力定期协调与

配套调节机制，对人口和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及时

调整其行政级别或机构规模，以确保这些地区经济

增长的积极性和良好的发展态势，为国家整体经济

做出更大贡献。

The Suzhou Model of Innovation in Urbanization

Lixian

（Beijing University Of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Beijing  100085）
Abstract: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s and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Of Suzhou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 new train of thought of the overall reform of productive elements mechanism of system as the focus in the future 

was put forward, so as to explore a new path for our country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of the future, as well as to lay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Suzhou’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on a new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Keywords: System and Mechanism, Suzhou, New Thinking

（收稿日期：2016-12-28  责任编辑：垠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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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国务院批复国土资源部印发《全

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调整方

案》[国土资发〔2016〕67号]。此次调整主要是根

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针对各地出现的建设

用地指标提前告罄、基本农田标准不一、质量下降

等现实问题，进一步提高土地集约开发利用水平，

维护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严肃性和可操作性，为

“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合理的土地资源保

障。全国各地土地开发利用将面临相应的调整和应

对，京津冀三地的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和建设用地总规模分别出现不同的调整，这一调整

既反映了京津冀三地各自现有土地资源的赋存特征

和开发利用现状，也充分考虑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带

来的土地开发利用需求变化，将会对京津冀三地的

土地开发利用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提出新的要求。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十三五”国家重大区域战

CHINA  OPENING  JOURNAL
开放导报2017年2月

第1期  总第190期
February    2017

No.1  Total  No.190

【地方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土地开发利用对策

高国力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北京  100038）

[摘要]《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对全国的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建设用地总规模三项主要指标进行了相应调整，京津冀三地这三项土地主要指标也面临不同方向和程度的

调整。应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功能定位、空间布局、重点领域、重要功能区、土地市场化交易机制等方

面，逐步建立健全有利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土地开发利用对策措施。

[关键词] 京津冀协同发展    耕地保有量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建设用地总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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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国力（1969 — ），山东淄博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

域经济理论和政策。

略，需要尽快确立适应新变化的土地开发利用对

策，加快形成科学合理的土地开发利用结构，不断

提高土地开发利用效率和效益。

一、《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
（2006-2020年）》调整的重点

《纲要》调整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内容：一是

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建设用地总规模

三项土地指标的相应调整，主要是基于第二次土地

调查结果、各地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出现的问题，和

未来的战略定位提出的用地需求。二是对于土地开

发利用的方向和重点进行了优化调整，主要是体现

确保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质量、加大生态保护

和建设用地供给、提高城乡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益等

战略导向（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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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整的主要指标变化

关于耕地，坚守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确保实

有耕地数量稳定、质量不下降，到2020年，全国耕

地保有量为18.65亿亩，比《纲要》原来确定的耕地

保有量增加6000万亩，增加3.3%。关于基本农田，

按照基本农田数量和布局基本稳定、优质耕地优先

保护的原则，到2020年，确保全国15.46亿亩基本

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比《纲要》原来确

定的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减少1400万亩，减少0.9%。

关于建设用地，按照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

构、提升效率的要求，到2020年，全国建设用地总

规模为61079万亩，比《纲要》原来确定的建设用

地总规模增加5219万亩，增加9.3%。在此基础上，

分别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耕地保有量、基

本农田保护面积、建设用地总规模进行了相应的调

整。

（二）调整的方向和重点变化

一是调整优化基本农田结构和布局。允许各地

依据土地二次调查和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成果，将现

状基本农田中林地、草地等非耕地调出，不得将各

类生态用地划入基本农田；原则上25度以上坡耕地

不作为基本农田，将城市周边、道路沿线和平原坝

区的优质耕地划入基本农田，实现基本农田数量稳

定、布局优化和质量提升（表2）。

二是加强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用地供给。

以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为基础，落实主体功能区规

划及其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相关

专项规划的协调衔接，确保原有生态用地不减少、

新增生态用地能落地；严格保护水体、森林、山

地、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用地，建设

用地安排要避让生态廊道、城市绿带、生态岸线、

湿地等重要生态功能区。

三是合理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重点产业用地。

保障水利、交通、能源、通信、国防等重点基础设

施用地，优先安排社会民生、脱贫攻坚等基本公共

服务建设项目用地，合理提供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以及国家扶持的重点产业发展用地，

严禁为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安排用地。

四是严格控制超大、特大城市用地规模。适应

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要求，合理安排大中小城市用

地，进一步通过旧城改造、城市更新等方式挖掘存

量土地利用潜力，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

逐年减少建设用地增量，促进串联式、组团式、卫

星城式城市群集约用地，防范和杜绝“摊大饼式”

城市扩张。

五是大力提升农村建设用地集约化利用水平。

适应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需要，加强农村土

地综合整治，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对农村建设用地按

规划进行土地整治、产权置换，促进农民住宅向集

镇、中心村集中，引导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合理布局

和高效利用。

    二、京津冀三地面临的
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调整

《纲要》调整方案中京津冀三地的土地指标

变化各不相同，总体上考虑了三地各自的土地资源

开发利用现状特征，以及未来的发展定位和目标要

求。

1. 北京市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调整

北京市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均大幅

调减，分别下降48%和46%，建设用地总规模小幅调

减，下降2.6%，表明“十三五”期间北京的土地利

表1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关于全国土地利用结构的分布状况

土地类型 面积

（万公顷）

面积

（万亩）

比重

（%））

耕地

其中：基本农田

13538.5

10405.3

203077

156080

14.1

10.8

园地 1481.2 22218 1.5

林地 25395.0 380925 26.5

草地 28731.4 430970 29.9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2873.9 43109 3.0

交通运输用地 794.2 11913 0.8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4269.0 64036 4.4

其他 18916.8 28375.2 19.7

资料来源：关于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主要数据成果的公报。

表2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关于

全国25度以上坡耕地的分布情况

地区 面积（万公顷） 占全国比重（%）

全国 549.6 100

东部地区 33.6 6.1

中部地区 75.6 13.8

西部地区 439.4 79.9

东北地区 1.0 0.2

资料来源：关于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主要数据成果的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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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结构面临较大调整。基于北京市土地资源低山、

丘陵较多、生产能力不高的现状特点，不再过多赋

予北京市承担粮食生产和安全的任务，但同时调减

的耕地和基本农田指标并没有相应转为建设用地指

标的增加，而且建设用地总规模也进一步调减，意

味着北京市仍将严格控制建设用地的增加，实行更

加集约节约的用地模式。为了服务首都建设宜业宜

居、美丽和谐的首善之区，北京市调减的耕地和基

本农田将主要转为园地、林地、草地等其他农业和

生态用地。“十三五”期间，北京市郊区将提供更

多的土地用来大力发展蔬菜、瓜果、花卉等都市农

业，结合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等现代农业新业态，

不断增强供应首都人民绿色果蔬的职能。另外，北

京市将大力实施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湿等

重大生态建设工程，林地、草地和湿地等占地面积

大幅增加， 进一步强化首都的生态涵养功能，有力

支撑首都的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生态文明建设。

2. 天津市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调整

天津市的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明显

调减，分别下降24%、20%，建设用地总规模小幅增

加，增加9.3%，表明“十三五”天津市承载的粮食

生产和安全职能明显降低，但相比北京市仍然承担

重要的粮食生产任务。考虑到天津市建设北方经济

中心的发展目标，调减的耕地和基本农田将有少量

转为建设用地，保障天津市基础设施、工矿开发、

城乡建设等建设用地的需求，但是总体上仍坚持集

约节约用地的原则，严格控制建设用地的快速增

长。与北京市相似的是，天津市调减的耕地和基本

农田大部分将转为园地、林地、草地等其他农业用

地和生态用地，大力发展城郊现代农业和“菜篮子

工程”，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等生态工程，

为天津市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供有力保

障。

3. 河北省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

调整

河 北 省 耕 地 保 有 量 和 基 本 农

田保护面积均小幅调减，分别下降

3.9%、7.1%，建设用地总规模明显

调增，增加17.6%，表明“十三五”

期 间 河 北 省 作 为 全 国 的 粮 食 主 产

区，仍然承担重要的粮食生产和安

全 任 务 ， 但 同 时 也 考 虑 到 河 北 省

工业化和城镇化所产生的建设用地需求压力，以及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带来的用地需

求，小幅调减了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明显增

加了建设用地总规模。调减的耕地和基本农田将会

有部分转为建设用地，满足河北省城乡建设所产生

的用地需求，同时也会有部分转为园地、林地、牧

草地等其他农业用地和生态用地，促进城郊农业发

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用地总规模的增长，一方

面将会不可避免地占用部分耕地和基本农田，另外

更多的是开发利用缓坡丘陵地、盐碱地、荒草地、

裸土地等未利用地和废弃地，挖掘未利用土地的潜

力，特别是要严格控制甚至逐步减少农村建设用地

的规模，有效提高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益，促进河北

省建设用地实现增量控制、存量优化、效益提升。

三、保障和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土地开发利用对策

1. 紧扣京津冀区域整体战略定位和三地各自功

能定位，调整优化土地开发利用规模和结构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对于京津冀区域

整体战略定位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

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要加大

有利于城市群建设、改革引领、创新驱动、生态修

复等战略功能强化的土地资源配置，合理调整和保

护耕地和基本农田，扩大林地、园地、草地等生态

用地规模，严格控制和高效利用建设用地，加快开

发未利用土地和低效土地，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

坚实的土地支撑。对于北京市的功能定位是“全国

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

心”，要强化行政、外交、文化、科技、教育等服

表3  《纲要》调整方案中关于2020年京津冀土地主要指标变化情况

主要指标 耕地保有量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建设用地总规模

增减规模

（万亩）

增减比重

（%）

增减规模

（万亩）

增减比重

（%）

增减规模

（万亩）

增减比重

（%）

北京市 -156 -48% -130 -46% -15 -2.6%

天津市 -155 -24% -108 -20% +56 +9.3%

河北省 -374 -3.9% -591 -7.1% +505 +17.6%

三地合计 -685 -6.6% -829 -9.1% +546 +13.5%

全国 +6000 +3.3% -1400 -0.9% +5219 +9.3%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及调整方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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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功能的土地保障，优先改造提升中心城区土地利

用效益，重点疏解中低端高消耗产业、区域性物流

基地、专业市场等第三产业，部分教育、医疗、

培训等社会公共服务，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

构和企业总部等四类非首都功能，提升疏解后腾退

土地的开发利用业态和效益。对于天津市的功能定

位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

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要

加大先进制造、航运物流、金融创新等高端产业用

地供给，统筹老城区改造和滨海新区发展的土地开

发利用，严格不同类型土地的用途管制，加强围填

海土地、滩涂、岸线等特殊类型土地的开发管控和

生态功能维护。对于河北省的功能定位是“全国现

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

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

区”，要为商贸物流、中高端制造业、新型城镇化

等发展提供用地支撑，满足承接京津两地部分产业

和功能产生的用地需求，不断强化作为粮食主产区

和生态涵养区的土地资源保障。

2. 依托“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

空间布局，实行差别化土地开发利用方向和重点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一

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空间布局结构，

“一核、双城、多节点”指的是不同等级和规模的

城市，要加大北京、天津两个超大、特大城市的土

地利用调整力度，有序推进耕地转为园地、林地等

城郊农业和生态用地，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加

快老城区、旧厂房、废弃产业园区、低效利用土地

等城市更新改造，着力提升存量建设用地的利用效

益；适度增加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廊坊、

秦皇岛等不同城市的建设用地规模，土地增量控制

和存量优化相结合，不断优化城市生产、生活和生

态用地结构。“三轴、四区”指的是从京津、京保

石、京唐秦三个发展轴，以及中部核心功能区、东

部滨海发展区、南部功能拓展区和西北部生态涵养

区四个功能区，要加大建设用地供给向“三轴”的

倾斜力度，保障“三轴”沿线产业、城镇和人口集

聚产生的用地需求。对于四个功能区实施差异化土

地利用政策，中部核心功能区，重点在于存量土地

的挖潜，强化生态服务和生活配套功能的土地保

障，提高土地利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东部

滨海发展区和南部功能拓展区，重点在于保障建设

用地合理有序供给，统筹分配用于基础设施、工矿

开发、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加快承接京津两市中

心区的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不断完善吸引要素聚

集的综合配套功能；西北部生态涵养区，重点在于

严格划定和落实生态保护红线，从严控制土地开发

强度，稳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保障区域生态

涵养功能。

3. 瞄准交通、环保、产业三大重点协同领域，

新增建设用地优先提供配套和保障

《纲要》调整后，京津冀三地建设用地总规

模明显增加，这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土

地利用结构优化空间。交通一体化方面，保障城际

铁路、城市轨道、高速公路、国省道、县乡公路等

新建和改扩建重点项目的用地，打通河北与京津两

地间的“断头路”，改造提升三地之间的“卡脖

路”，加强京津冀三地的互联互通，有效降低三地

之间的物流成本，显著提升三地间要素流动效率。

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保障污水处理、中水回用、垃

圾填埋、垃圾焚烧、污泥处置、循环经济发展、环

境产权交易等相关项目、设施和场所的用地需求，

加强跨界水体断面、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的环境

污染监控，推进环境污染治理联防联治，为实现京

津冀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产业升级转

移方面，重点保障北京市高端服务业和部分高新技

术产业的建设用地需求，加大天津市先进制造业、

港口航运、金融等重点产业的用地供给，强化河北

省承接京津两地的商贸物流、装备制造、科技转化

等产业的用地保障，加强京津冀三地间的产业关联

配套和分工协作，培育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现代

产业体系。

4. 加快微中心、卫星城、城市副中心、新城新

区等重要功能区建设，有效发挥土地集约高效利用

的示范功能

着眼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体布局，选择一些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强、区位交通条件好、产业特色

突出的城镇、园区，规划建设若干微中心，结合京

津冀地区规划建设的卫星城、城市副中心、新城新

区等重要功能区，加快探索土地集约高效利用的新

模式，有效发挥对京津冀其他区域的土地利用示范

辐射作用。加大新增建设用地合理有序供给，科学

确定新增建设用地的利用结构，明确不同类型建设

用地的开发强度和利用效益，有效保障建设用地的



50

利用效益。划定城镇和园区空间增长边界，统筹安

排生产和生活用地，按照宜业宜居的原则划定功能

分区，建设成为布局合理、产城融合的示范区。严

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功能，强化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功能的用地保障，规划建设灵活多样的绿道绿廊、

循环经济园区、低碳社区、近零排放区、风道等新

型绿色生态项目，推广应用国际上绿色循环发展的

先进技术和模式，打造一批集约紧凑、智能高效、

精明增长的特色功能区。

5. 探索建立灵活高效的土地市场化交易机制，

切实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益

加强京津冀三地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

城镇体系规划等融合衔接，促进土地交易、土地整

理、土地储备等市场的对接统一，实现土地资源配

置合理高效。创新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

地减少挂钩、建设用地增加与吸纳外来人口数量挂

钩的模式，积极稳妥地率先推进跨县（市）“两个

挂钩”的试点。协同推进京津冀三地农村集体建设

用地入市进程，保持入市规模、节奏和价格的合理

调控，促进城乡建设用地实现同等入市、同权同

价，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严格落实

耕地“先补后占”、“占一补一”的占补平衡政

策，加强土地整理和复垦的统筹规划和政策支持，

率先探索跨省级行政区的耕地占补平衡，满足京津

冀三地差异化现实需求。鼓励多种方式开展城镇未

利用地、废弃地、低效利用土地的再开发，探索灵

活的土地置换和指标奖补方式，吸引更多开发主体

和资金进入。借鉴新加坡的“灰色地块”、广东的

“三旧”改造、重庆的“地票”等国内外有效做

法，结合京津冀三地产业布局和人口流动的调整，

探索形式灵活的土地供给模式和配套保障机制，实

现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和利用效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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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自贸试验区总面积119.9平方公里，涵盖三

个片区，分别是天津港东疆片区、天津机场片区和

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中心商务区2007年启动开

发建设，自贸区成立后其功能定位是京津冀企业总

部聚集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

标志区、创新创业特区和天津市滨海新区核心区，

同时肩负着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跨境电子商

务示范区等一系列使命任务。本研究主要就中心商

务区的产业集群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针对存在问

题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一、中心商务区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一）经济发展概况

近两年，中心商务区经济保持了迅猛增长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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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政策执行实施不到位、金融发展潜力没充分挖掘、进出口贸易连续负增长等问题。应转变政府职能，

加快政策实施，完善配套设施，深化金融创新，简政放权，扩大开放，推进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改革，落实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注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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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态势，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54亿元。中心商

务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招商引资工作的有力

支撑。2015年以来，在建设自贸区、自创区和京津

冀协同发展一系列重大利好作用下，中心商务区新

落户企业呈现井喷式增长，累计新增各类市场主体

9679家，合计注册资本金2450亿元。

（二）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中心商务区大力发展以金融创新为主的现代服

务业，推动贸易转型升级，加快双创特区建设。

1. 在新金融产业发展方面，于家堡金融区是

中心商务区着力打造的亮点，聚焦发展总部经济和

创新型金融产业，目标是建设成为京津冀企业总部

集聚区和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金融业支柱地位突

出，已聚集金融及类金融机构896家，涵盖了银行、

保险、证券、租赁、基金、保理、交易市场、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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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等几乎所有金融细分业态，管理资产规模超过

1.8万亿，其中持牌法人金融机构7家，持牌类非法人

金融机构38家，创新型类金融企业851家。

2. 总部经济贡献也较显著，着力引进跨国型、

总部型的销售公司、连锁企业、结算中心和投资性

公司，促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全国性大企业区域

总部、市属企业集团等一批功能性机构和行业领先

企业集聚。华夏人寿、天弘基金、中信金租、敏华

品牌管理、民生银行北方交易中心、金城银行、中

建八局等龙头企业和总部项目支撑作用明显，是推

动中心商务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一批

行业内高成长性龙头项目以总部形式落户，包括国

内最大的跨境支付企业易支付、国内最大的二手车

交易平台车易拍、微信最大的文化娱乐营销与发行

平台“互联网+影视文化”、国内最大的商标代理和

交易商中细软、国内知名房地产企业碧桂园北方总

部项目，均在商务区设立了运营机构，并逐步将企

业总部或核心业务总部转移到商务区。

3. 在推动贸易转型升级和跨境电商方面也取得

显著成效，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以于家堡地下

商业街“环球购”项目为突破口，积极发展进口商

品的保税展示交易。来自土耳其、德国、韩国、日

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一大批知名商家入驻，天猫

国际跨境电商体验店、各国特色商品、主题公园和

街区汇聚，平行进口汽车展厅开业，已成为自贸区

吸引京津冀三地客源的重要载体。致力打造符合区

域特色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体系，以发展一般贸易

为核心，提供综合跨境业务服务、网购保税进口、

海外直邮进口服务和海外仓储、海外清关、跨境清关

服务。至2016年9月底，京津冀跨境电商产业联盟成

员企业已经达到近百家，涵盖了电商平台、企业自

营、服务商、国际物流和第三方支付等产业链多个环

节，中心商务区跨境电商生态圈初步行成。此外，中

心商务区还整合30个品类的上万种产品货源、20万平

方米保税仓、12万平方米海外仓等产业资源。

4. 科技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方面，着力引进

为制造业企业提供物联网、人工智能、节能降耗、

资源回收利用等技术支持的研发机构和设备制造企

业。加快打造培育一批位于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

高成长性的科技小巨人企业。如国内规模最大的肿

瘤大数据平台零氪科技于2016年10月正式落户中心

商务区。到2017年底，零氪科技有望发展成为全世

界规模最大的肿瘤大数据公司。11月8日，中钢集团

创新创业基地——中钢科德孵化器在天津滨海新区

中心商务区正式启动，包括全国最大的3D打印设备

研发企业多巴科技等在内的首批4家入驻企业集体签

约。中钢科德还将联合零氪科技谋划建立国家级医

疗大数据产业基地。

5.文化传媒创意产业方面，重点推进文化金融

改革创新试验基地建设，打造涵盖创意、制作、营

销、版权交易、衍生品开发的完善产业链条。吸引

聚集新闻出版、影视制作、工业设计、数字内容等

创意产业资源。在于家堡“环球购”商业项目打造

首个航空文化体验项目，实现线上平台与线下体验

店联动。未来，旅客可实现购票、候机、休闲、购

物“一站式”航空体验。

6. 教育产业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如天津师范

大学音乐与影视学院和中心商务区管委会共同建设

创新创业实践基地，正式落户于家堡自贸试验区创

始空间。根据协议，天津师范大学音乐和影视学院

将依托中心商务区的资源及平台优势，开展多种形

式的教育培训、讲座、文化交流等活动。此外，备

受关注的世界名校茱莉亚音乐学院天津分院设计方

案正式出炉，并将于近期在中心商务区启动建设。

7. 在上述产业发展的同时，中心商务区还在加

快双创特区建设，优化提升商务区载体功能，充分

发挥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双自”政策叠

加优势，在体制机制、人才引进、国际资金集聚使

用等方面先行先试。2015年9月至2016年10月14日，

商务区已累计落户创新金融、国际贸易和跨境电

商、科技互联网和文化传媒创意等四类“双创”企

业3875家，占到同期新落户企业总数的67%以上。自

挂牌以来，中心商务区月均新增“双创”企业300余

家，预计有44家企业年纳税额将超过1000万元。

二、中心商务区产业集群
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大企业入驻不多，世界知名大企业更为鲜

见。这与天津自贸区整体的国内外影响力不高有

关，也与中心商务区的定位以及自贸区三个片区之

间的分工和竞争关系有关。尽管天津机场片区重点

发展航空航天、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高端

制造业和研发设计、航空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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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吸纳金融企业、企业总部等入住，在一定程度上

与中心商务区形成了竞争，削弱了中心商务区的核

心吸引力。

2.“双创”类企业对经济的贡献比较小，创业创

新政策体系还需不断完善。“双创”企业大多处于

运营开发期，2016年上半年中心商务区企业增加值

排名前40名的企业合计实现增加值142亿元，占中心

商务区全部增加值的99.9%，其中没有一家“双创”

企业。

3. 政策执行实施不到位，服务质量及效率还

有上升空间。目前自贸区《总体方案》90项分解任

务已完成57项；两批175项制度创新举措有141项已

落地实施，尚有34项没有实施；“金改30条”的政

策落地70％。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政策实施不

到位问题。在执行过程中有时过于教条，政府服务

不够灵活，对政策理解不深入，错失了一些引资机

会，服务质量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4. 金融发展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创新

金融可以分为基础类新金融和应用类新金融。基础

类主要有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债券、基金、

融资租赁、风险管理八大类。应用类主要有民生金

融、科技金融和产业金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科技

金融和绿色金融，这两个领域未来发展极具潜力。

5. 进出口贸易连续负增长，外贸潜力特别是对

日韩贸易没有发挥出来。2015年中心商务区对外进

出口总额为17亿美元，比2014年大幅下降30.8%。

2016年上半年，中心商务区进出口总额为4.32亿美

元，比2015年同期的8.37亿美元48.3%，只完成全

年计划的24.5%，其中出口完成全年计划的23.1%。

中心商务区外贸额的大幅下滑既受到外部环境的影

响，特别是对日韩贸易发展潜力挖掘不足，也与国

内经济增长减缓密切相关。

6. 教育、医疗、文化等配套设施还不完善，生

活居住环境质量有待提升。目前中心商务区的幼儿

园、小学、中学等教育配套还比较缺乏，医疗机构进

驻较少，生活便利化水平较低，文化产业处于初期发

展中，尚无法全面满足居民物质及精神生活的需要。

三、推进中心商务区产业
培育与发展的对策建议

天津自贸区的总体目标是经过三至五年的改革

探索，将自贸区建设成为贸易自由、投资便利、金

融服务完善、高端产业集聚、监管高效便捷、法制

环境规范、辐射带动效应明显的国际一流自由贸易

园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结合中心商务区的总体定位，针

对上述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特提出如下几点

对策建议。 

第一，转变政府职能，将自贸区各种政策执行

实施到位，并使总体服务质量水平再上一个台阶，

为各类机构加速向中心商务区聚集、开展业务创新

创造条件。继续推动商事登记标准化，形成具有商

务区特色的市场主体登记标准化操作规程。优化完

善市场主体登记网上预约预审系统，提升整合有限

公司、外资、合伙企业设立网上申报与变更功能，

逐步实现商事登记全部网上办理。同时加快行政审

批的效率，进一步深入探索“多项合一、多证合

一”改革和“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

第二，在重视招商引资促进各产业集群发展

的同时，努力完善教育、医疗、文化等配套设施，

提高中心商务区居民精神物质生活水平。一方面通

过招商引资提高配套，另一方面还需要政府的财政

投入。要加快于家堡二期、响螺湾、天碱商业区和

东西沽四大片区开发，谋划布局一批新的教育、医

疗、商业、文化、住房等配套项目，推动区域配套

环境不断提升。

第三，深化金融创新改革，大力推进简政放

权、扩大业务开放，深化与海内外金融机构和专业

机构的合作，促进金融创新产业的发展。中心商务

区应借助创新金融体系，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

济，并以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转型，构建

创新金融鼓励政策体系。以首都金融企业、金融资

产、金融业务、金融人才为金融招商的主攻方向，

加快推进央企产融结合示范基地和资产管理业务创

新中心、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心、保理产业聚集中

心、保险业创新中心、跨境投融资服务中心等“一

个基地、五个中心”建设。

第四，推进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改革，进一步挖

掘跨境电子商务的潜力。要加快拓展“单一窗口”

服务功能，加强“互联网+”应用，发挥“双自”

联动优势，进一步提升商务区投资便利化水平，促

进京津冀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深度融

合，推动更多的首都优质资源向中心商务区转移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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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加快APEC绿色供应链天津示范中心建设，探

索发展更多的新型贸易业态，同步建设完善跨境电

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积极尝试贸易发展的新途径

新模式。要进一步丰富提升进口商品保税展示交易

的形式和种类，建设完善一体化的贸易综合服务平

台，优化提升“1+1+1”跨境电商产业生态体系。

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合作“一站式”服务平台，组

建龙头企业“走出去”服务联盟，鼓励有实力的企

业出海并购全球核心资源，推进金融服务、服务贸

易、科技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

第五，在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还要

致力帮助驻区其他企业解决好融资、市场、用工等

方面的发展瓶颈和现实问题。对于国有企业，积极

落实国家和市区有关深化国企改革文件精神，理顺

集团系统企业管理体制和投资运作关系，按照现代

企业管理制度，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

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集团化管理、

专业化经营、市场化运作。对于那些对中心商务区

经济贡献较大的驻区企业，要切实做好服务，保障

企业平稳运行。针对发展前景好的中小企业，成立

专门团队，帮助其对接各方资源，尽快成长壮大。

第六，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完善

创新驱动体制机制。应以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为

抓手，切实落实相关政策，激发中心商务区企业创

新创业活力，完善创新驱动体制机制。努力引导扶

持已落户众创空间不断提升服务孵化功能，打造专

业众创空间，大力培植各类创新载体，推进众创空

间转型升级。研究制定一系列新的政策举措，加快

形成具有中心商务区特色和全国影响力的双创政策

体系。着力塑造崇尚创新、鼓励创业、宽容失败的

文化氛围，充分发挥京津冀众创联盟的作用，促进

京津冀地区的创新创业资源跨区域流动。

第七，注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与发展。

中心商务区应结合产业集群发展情况与自身功能定

位，注重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培育与发展，推进

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外开放，构建协调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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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园镇统筹发展是东莞转型升级必由之路

（一）主动承接深圳产业溢出，加速东莞产业

升级

东莞、惠州乃至中山（深中大桥开通后两者

距离迅速拉近）受益于区位优势，成为深圳产业和

城市外扩的主要受益者。东莞临深区域自然是深圳

外扩首选之地，尤其华为终端总部进入松山湖，加

速了深圳产业、人才、投资和消费向东莞转移，深

圳由此也成为带动东莞转型升级的最强外部力量。

在当前加工贸易退潮形势下，主动对接深圳、承接

深圳产业溢出，必然成为东莞主要发展方向。但与

惠州、中山比，东莞土地瓶颈制约突出，要克服短

板，提高综合竞争力，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加快统筹

园区发展，提升园区、工业区和城市发展水平，高

水平规划建设TOD商务区，主动承接深圳高科技产

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转移，承接深圳投

资、消费和人才的溢出。其中，松山湖高新区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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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周边区域正成为新一轮发展热点，园镇统筹发展最有条件也最为迫切，应以规划统筹和行政统筹为主

要手段，重点建设松山湖大高新区和东莞城市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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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优势、发展基础等各个方面，无疑都是承接深圳

产业转移的主阵地。但松山湖本部区域可用土地已

非常有限，即使合并生态园，总规划面积达到103平

方公里，且生态园与松山湖空间上隔离，松山湖要

加速科产城融合发展，乃至定位于城市副中心，必

须统筹周边镇区，拓宽城市发展空间，并与深圳无

缝对接，才能更有效吸引承接深圳产业溢出。

从东莞自身看，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急需发展以

科技园区和工业园区双轮驱动的园区经济。尤其当

前，东莞加工贸易持续退潮，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巨

大，必须改变过去依靠镇村分散发展加工制造业的

格局，走创新驱动之路；必须加快发展园区经济，

以园区平台支撑科技创新、支撑高技术产业发展，

推动产业集约集聚发展。

（二）顺应城镇化发展趋势，加快市中心区扩

容、构建多支点城市副中心

从城市发展趋势看，东莞前30年属于典型的工

业化带动城镇化，城市进程包括基础设施及生产、

生活服务都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当前，服务业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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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超过工业，上升为主导地位，城市发展引领产业

升级成为主流，产业转型有赖于城市升级。目前东

莞镇村环境普遍只能承载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

难以集聚高端产业资源，亟需通过区域统筹，为产

业转型营造良好的城市环境。

从城区扩容看，目前市中心区商业与人口饱

和，城市更新改造困难，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异常突

出，不仅行车难，停车更难，向周边蔓延扩张空间

也非常有限，必须依托轨道交通向外“裂变式”发

展副中心区。无论从土地空间、区位优势和发展势

头等各个方面看，相比市区周边其他区域，松山湖

及周边区域无疑是建设东莞城市副中心区最现实可

行的选择。松山湖及周边区域位处深圳、湾区与市

区中间，是东莞名副其实的地理中心，拥有良好的

生态环境和科技产业。莞惠城际开通后，松山湖及

周边区域与市区时空距离将迅速缩短，将很快成为

新一轮经济开发热点。整合松山湖及周边区域，有

利于进一步依托寮步对接市区、整合生态园，通过

大岭山无缝对接深圳和长安新区，通过大朗对接常

平和惠州，带动原东部工业园区域加快发展，形成

大高新区和科技新城格局。 

（三）突破“各自为政”格局，实现区域一体

化发展

当前，东莞处于各种传统优势弱化，新的竞

争优势尚未形成之际，发展粗放、利益固化、产业

低端、土地滥用、交通拥堵、城镇散乱、环境透支

等诸多长期积累的问题逐渐暴露。其中，土地资源

滥用、产城布局散乱和全市域范围交通混乱拥堵最

为突出，深层问题则是长期“市辖镇”行政管理体

制导致的“诸侯割据”和城市缺乏统筹规划、功能

缺乏整合。要有效解决或者缓解这些问题，最根本

的解决途径仍是强化区域统筹。而在目前行政主导

体制下，区域统筹如果局限在“经济区”层面，不

能在行政层面进行统筹管理，其力度非常有限。为

此，必须强化行政统筹。有效破解松山湖受周边镇

封堵而突出存在的“孤岛”困境问题，在更大区域范

围而不是仅仅园区内进行资源配置，真正实现大区域

范围的产城融合发展。

（四）提升综合实力应对外部竞争

园区发展已成为我国地方经济发展和竞争的关

键和核心，园区竞争呈白热化态势，各地争政策、

争资金、争科技资源、争外资和大项目非常激烈。

为增强园区的综合竞争力，各地普遍加强了园区的

统筹力度和集聚程度。包括苏州、宁波、珠海、惠

州和广州等园区普遍扩张，园区与周边区域不断统

筹发展。

与国内先进园区比，东莞的园区发展，无论在

发展时机、发展力度、发展规模、管理水平、土地

空间及政策优势诸多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其中，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园区之间、园镇之间的产业发

展、核心功能及规划管理方面缺乏统筹协调。必须

整合各大园区与周边镇街资源，加强园区之间、园

区与镇街之间的规划、政策、产业和管理统筹，转

“单打独斗”乃至“内斗内耗”为“握紧拳头”、

“合作共赢”，切实打造核心功能突出、辐射带动

能力明显、具有较强综合竞争力的现代化园区。

二、加快松山湖与周边镇
统筹发展的重点目标及路径

加快松山湖与周边镇区的统筹发展，应以打造

国家级大高新区和城市副中心城区为主要目标，以

无缝对接深圳和市中心区为主要方向，以区域统筹

发展为主旨、规划统筹为引导和行政统筹为重点，

发挥松山湖大园区、大平台、大项目、大品牌优势

及周边镇区产业基础和综合发展优势，强化园镇产

业合作，整合区域资源，构建互利共赢机制，在更

大区域范围谋求科技、产业、金融和城市融合发

展，建设全国真正有影响力的大高新区和东莞城市

副中心。

（一）建设松山湖大高新区和国家级自主创新

示范区

1. 积极承接深圳产业资金与人才溢出。应抓住

深圳产业外溢机遇，充分发挥松山湖区位环境、产

业基础和创新平台优势，在配套服务好华为及其上

下游产业发展同时，重点针对深圳高端产业项目和

中小创新型企业开展招商引资。其中，大型高端产

业项目，可重点向台湾科技园和生态园布局；中小

微创新创业类项目，尤其是深圳南山科技园区成功

孵化的高科技和现代服务类项目，可引导其公司总

部设在松山湖各孵化园，生产布局在周边镇区的工

业园或由本土制造商为其提供代工生产。在积极引

进深圳项目的同时，要着力引进资本和人才，以资

本和人才反向带动项目引进。引进策略上，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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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矢，针对不同类型企业的需求灵活制定政策。

2. 引导总部和现代服务类企业向园区集聚。目

前松山湖已建成一批重大项目、科技平台和各类创

新科技孵化器、加速器、金融园、电商园，尤其以

华为终端为代表的一批重大项目的进入，奠定了其

创新高地地位，对周边区域带动效应加快显现。但

目前松山湖与全市尤其周边区域尚未构建有机产业

链关系，园镇尚未融合发展，城市综合配套服务滞

后，园内创新资源多处于闲置或者“半死不活”状

态，“孤岛”困境突出，尤其北部工业园近年建设

的包括中科创新园、创意设计园、光大WE谷、国际

金融园、青年创业公社等一大批创新创业类“园中

园”普遍处于起步阶段，大量物业资源空置。要破

解“孤岛”困境，必须打破行政壁垒，在全市域范

围构建园镇合作和税收分成机制，引导大型企业总

部、高科技企业研发中心和中小创新型企业向松山

湖集聚发展，激活松山湖创新活力，形成总部经济

效应；引导穗港台深乃至市域各类金融创投、科技

服务、文化创意、商务休闲等各类现代服务企业项

目和高端人才向松山湖集聚，形成创新集聚效应。

3. 推动园镇创新合作方式。考虑到目前，松

山湖本部区域可用于工业发展土地和空间已非常有

限，而周边的工业园环境和服务档次普遍较低，难

以吸引高端产业和高科技人才。应推动园镇合作，

共同改造一批高档大型的创新型工业园，承载深圳

产业溢出。操作上，可以松山湖控股公司、镇属控

股公司和村组集体为主体，按股权方式共同组建投

资主体，统筹整合园镇村土地空间，遵照“资源整

合、利益共享和企业化运作”模式开展合作，以松

山湖某某镇某某工业园为统一品牌，松山湖方面重

点提供招商、创新、人才、政策、资金和高端服务

配套，镇村主要提供部分资金、土地物业和公共服

务支持，力求以科技园区提升改造工业园区，以工

业园支撑科技园发展，真正实现园镇联动发展。

（二）打造东莞科技新城和城市副中心

目前，松山湖与周边镇区初步形成配合发展格

局，但整个区域由于各自为政，分散发展，缺乏统

筹规划，导致区域城镇化水平不高，商业服务以低

端为主，松山湖与周边联动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

接下来，应抓住莞惠城际轨道交通发展机遇，跳出

狭隘的园或镇概念，在更大区域范围综合考虑优化

提升区域城市功能，提高城镇发展水平。重点应依

托莞惠城际轨道交通的集聚功能，重新规划定位创

意生活城的功能，着力把创意生活城打造成为TOD

区域综合服务中心；应针对科研办公集聚区的白领

阶层，尤其具有创新创业活力的年轻创客们，提供

思想碰撞、人文交流和创新创业指导孵化等服务，

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应着力优化提升松山湖

周边区域商务服务功能，引导寮步、大朗和大岭山

三镇城市更新改造，提升城市发展水平，实现错位

发展、特色发展，与松山湖形成一体化发展。

三、以行政统筹管理为重点
加快推进园镇统筹发展

考虑到松山湖高新区及周边区域目前已是发展

成熟区，要打造松山湖大高新区和城市副中心区，

关键问题不是财政投入，而是要破解区划分割。应

针对园镇融合突出存在问题，因势利导，在更大区

域进行资源整合和功能布局，通过行政统筹、规划

引导、资源整合并构建统筹协调机制，推动区域一

体化与产城融合发展。

（一）强化行政统筹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可分两步实施：

第一步：当务之急可借鉴虎门港与沙田镇、滨

海新区与长安镇所实施的合一管理模式，不增设区

级政府，只是在领导决策层实施园代管镇，由市委

市政府相关领导兼任松山湖高新区书记、主任，管

委会与镇区相关领导互相兼任，甚至重点部门的领

导也实施互相兼任，形成区域统筹决策领导机制，

其他机构根据发展需要进行调整变动。

应该说，这种做法已有成熟经验可循，容易操

作，能够避免改革可能面临的阻力，也能够充分发

挥市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考虑到松山湖

及周边区域与水乡经济区在开发程度、发展任务和

复杂程度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水乡经济区

主要定位于规划控制区，而松山湖及周边区域主要

定位为高新开发区，前者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要加大

基础投入，后者主要是解决区域合作问题。就此而

言，两者在统筹力度和效果存在较大差异。领导层

面的兼任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管理协调作用，但毕

竟不是整体系统性的改革，因为缺乏有效的机制保

障，往往短期效益强，长期效应弱，仍难以根本突

破“各自为政”格局，难以有效解决关键问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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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建议在恰当时机着手推进区划调整，推动区域

统筹发展。

第二步：从长远考虑，应借鉴广州南沙区和

黄浦区、珠海高栏区、惠州仲恺高新区等周边城市

的区划调整经验，设置松山湖大高新区区级行政机

构，按照“决策统筹、办事集中、管理精细和园镇

联动”的原则，统辖寮步、大朗、大岭山3个镇和松

山湖、生态园2园，形成市-区-镇（园）-村四级管

理架构。

具体实施中有三个环节要重点关注，一是在

领导安排上，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可由市委市政府

相关领导兼任，区级其他领导则兼任3镇、2园主要

领导，由此在领导层面统筹管理架构；二是在机构

设置上，建议以松山湖管委会为主体，参照深圳、

顺德的大部制和国内其他园区先进管理经验，通过

优化整合园镇相关部门职能和人员统筹组建区级政

府，优化配置园镇管理职能，形成一体化服务和管

理格局；三是在职能设定上，可参照广州南沙、黄

埔区做法，实施经济与城市社会管理分离模式，大

松山湖区级政府重点承担经济、科技和城市规划等

方面领导决策和统筹协调职能，镇区应强化执行、

服务和基层管理职能。

考虑到东莞长期实施“市辖镇”管理体制，增

设区级政府，改革幅度和力度很大，会触动利益关

系的调整，预计会有一定阻力。为此，建议先组织

开展前期调研讨论和规划论证，形成思想共识后下

决心实施行政统筹。在改革过程中，应注重市镇、

园镇、镇镇之间的沟通协调，注重利益平衡和照顾

弱势群体，支持欠发达村的发展，力求实现互利共

赢、共同做大做强，推动东莞更高水平发展。

（二）强化规划统筹

参照水乡经济区做法，编制区域统筹发展总

体规划和系列专项规划，以规划统筹推动资源优化

整合。在战略定位上，应突出引导松山湖及周边区

域与市区和深圳无缝对接，定位于大高新区和城市

副中心区谋划区域发展；在规划方式上，应突出总

体规划、城市规划与国土规划的有效衔接乃至“三

规合一”；在规划重点上，应突出轨道交通引导和

TOD区域的综合集聚，突出园镇相邻区域土地空间

整合，突出产业合作和城市功能优化布局，在更大

区域范围推动产城融合发展。

（三）强化土地资源整合

把“三旧”改造与城市存量土地资源整合、城

市功能优化、城市产业升级有机结合起来；集中土

地管理，打破镇街自行支配土地格局，创新区域土

地资源统一调控；围绕公共交通导向和重大项目建

设，科学配置土地资源。要以土地规划、开发、利

用过程的执法保障为抓手，统筹部门利益，完善制

度建设，着力构建园镇土地整备、集约利用机制，

重点构建利益分成机制，保证重大项目落地，推动

城市资源、空间和功能优化调整。

（四）加快公共服务功能优化整合

应进一步强化区域公共服务设施资源的统筹利

用，着力推动公共文化设施、公共交通设施、慢行

系统设施、医疗卫生设施、智慧信息设施等公共服

务资源的优化整合，构建分工明细、布局合理、功

能整合、利用高效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资源格局，

提高公共服务资源的科学化配置水平和整体使用效

率。同时，要以区域统筹为引领和平台，着力打通

城市品牌资源节点，着力整合创新平台、旅游休

闲、莞香文化和篮球城市等重点名片，形成区域发

展亮点。

Coordination of Dongguan Songshan Lake and Surrounding Towns

Hu Qingshan

（Dongg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Guangdong  Dongguan  523083）
 Abstract: With the speeding up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rail transit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as the shenzhen city expansion 

and industrial overflow, songshan lake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 is becoming a new round of development hot spot, the town as a whole the development 

condition of the most are the most urgent. Should plan as a whole and administration as a whole as the main means, big large songshan lake high-tech 

zone, deputy center city and city development demonstration area.

Keywords: Songshan Lake High-tech Zone, The surrounding townships Development Park, Coordinate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2017-01-09  责任编辑：垠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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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子商务冲击下，我国零售业实体店倒闭现

象频现，实体零售商业面临的生存压力不小。而相

比之下，发达国家互联网更加发达，实体店虽然也

受到互联网冲击，但冲击程度明显比国内要小。在

很多发达国家，大部分服装，甚至电子商品等，消

费者仍会选择在购物中心进行购买，大型商场内仍

然人头攒动。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零售业商业模式创新势

在必行。需要根据营商环境变迁，对一系列要素进

行重组和配置，满足市场需求，同时也更好地实现

企业自身的价值。

一、互联网时代发达国家实体零售业现状

发达国家电商在零售业市场所占的销售份额逐

渐上升，实体店也曾出现关闭潮，或者申请破产保

护。为应对电商日益激烈的冲击，发达国家实体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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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商业采取了如下相关措施：

1. 借助强大供应体系降低价格。如很多国外

实体零售业，已开始朝着品类全、质量好、价格低

的方向发展。百思买集团执行线上线下价格匹配制

度，从今年3月开始，其店内价格将与包括苹果、

亚马逊等在内的19家在线购物网站一致；塔吉特承

诺，顾客购物回家后1周内，如果发现某个电商的价

格更低，将会退回差价；美国好市多提供优质低价

可靠的服务，优质低价到亚马逊等电商只能避开价

格战，靠以量取胜；沃尔玛推出“扫描即得”，一

项基于iPhone的自助结账服务，顾客在沃尔玛消费

时，只需用该软件扫描物品条形码，就可直接自助

付款结账，完成整个购买过程，显著提高了运营效

率，节约了成本，抵补了与电商的经营差价。 

2. 社区化、便利店式的零售商业快速发展。诸

如沃尔玛之类的大型超市已开始转型，在大学校园

附近开设类似便利店的小型购物店，这些新型店铺



60

每季度销售额增长速度甚至达到两位数。在日本，

便利店已经成为日本超市之外最流行的零售业态，

一些百货公司、大型超市开始探索小型综合超市、

便利店，以适应家庭微型化、老龄化、少子化的消

费需求。很多便利店在选址时，注重在地铁、车站

周边、住宅区和都市写字楼集中地区，做到真正便

捷与高效。

3. 差异化战略被零售商业精细利用。实施差异

化战略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商品外观、技术等

存在差异，二是塑造自己的独有品牌，在服务等方

面保持自己独有特性。在早期阶段这二者分开的居

多，现在互联网经济时代二者更加趋于融合。发达

国家零售企业自有品牌创新不断，品牌不断细分，

市场不断细分，强化品牌开发和市场推广，实现差

异化经营，重拾商品定价权。越来越多零售企业针

对越来越细分的各个阶层和各种不同兴趣的市场需

求，进一步拓展自有品牌的范围，开发充满创意的

产品，以及面向特殊需求的商品。如高品质、绿

色、特味、瘦身等各种定位的商品正不断出现在市

场上，吸引了不同购买群体的广泛注意。

4. 线上线下全渠道策略综合运用。发达国家

零售实体企业开始主动对接互联网，利用网络分发

优惠券以及组织各种促销活动。如当人们在店内用

智能手机比价时，零售企业促销活动自动弹出，激

发起他们参与店铺活动的热情。美国零售额排名前

十的零售商基本上都同时开辟线上和线下市场，注

重多重市场的整合运营，进攻即最好的防守。很多

零售商认为，相比对电商这种新模式的冲击抵抗，

主动利用这种新模式，不失为更好的选择，通过线

上、线下的有机融合，以线上促销带动线下发展

等，可以充分享受各种策略的益处。

5. 零售商业体验店拓展全新视角。实体店铺最

大的优势在于营造购物的体验感。良好的购物体验

环境和触觉能给顾客带来沉浸式的购物体验。美国

著名的青少年服饰连锁 Urban Outfitters纽约曼哈顿

店，占地面积 5300平方米，其实质是快乐的生活放

松中心，顾客在里面可以体验几小时，很有乐趣；

阿迪达斯和英特尔携手，推出了虚拟鞋墙；美妆实

体零售商丝芙兰采用独家传感技术，允许顾客自行

体验气味族。 在店铺内部他们还提供了更多的互动

区域，包括护发产品演示吧、流行趋势展示台等，

VR技术也已经被一些商家运用到与顾客的线下互动

中。越来越多的店铺把更多的空间留给顾客，让他

们无拘无束地在店铺里感受产品，增加店铺空间的

体验感，加强了品牌与顾客之间的互动。

二、互联网时代国内消费者行为
变迁及实体零售业困境

（一）互联网时代消费者行为变迁

1. 由“孤陋寡闻”转化为“见多识广”。在

互联网、社交网络和大数据为消费者日益熟悉利用

的情况下，中国零售商业的主导权发生了重大变

化，真正进入到消费者主权时代，传统的以商家为

中心，依靠优越地理位置占据垄断地位的商业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互联网时代新生代消费者不仅注

重线下消费，很多转移到线上消费，消费者理念和

消费者行为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消费者接收信息的

方式和手段越来越丰富，接收到的信息越来越多，

消费者再也不是“孤陋寡闻”的商品销售被动接受

者，而转变为“见多识广”的商品比较者，彼此间

沟通和交流更加通畅，信息交换异常迅速，对商品

的评价也由“消极被动”转变为“积极参与”。

2. 由“消遣负担”转变为“追求便捷”。我国

城市人口众多，特别是一些大城市，上下班拥挤，

花费时间多，一些企业加班也是常事，去超市购物

往往难有空闲，电商就很好解决了这个矛盾，让大

家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休息和娱乐上。而在发达

国家，由于城市人口规模不大，百万级人口规模的

城市不多，有的国家三点半以后就下班了，加班就

更少，所以逛街、购物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消遣并不

是负担，对电商的需求也没有我们这么迫切，因此

国外的电商很多时候充当的是个人间的二手用品交

易和一些市场买不到的商品的交易平台。 

（二）国内零售商业发展跳跃性带来的困境

1. 现代实体零售业诞生时间迟。从1992年开

始，中国实体零售商正式引入现代零售业态，1998

年电子商务开始出现，前后只相差6年，因此我国发

展电商时，现代零售业其实是欠发达的，其中最明

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大型超市的普及率、连锁零售商

业的覆盖率都不高，全国前20家零售商只占城市零

售总额的13％左右。自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工业

化和信息化发展迅速，不同零售业态紧密地出现，

虽然仅用了2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美国超过一个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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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的零售业态变革，但从整个行业发展状态而言仍

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我国的现代零售业不像发达国

家那么过于成熟和强大，结果就是电商通过不断蚕

食传统实体零售渠道的市场份额发展起来，而在发

达国家电商目前更多是实体零售业的补充。

2. 国内实体零售业售后服务不完善。发达国

家现代零售业体系较为完善，线下实体店退货人性

化，通常30天内都是免费退货的，甚至出现过一年

之内免费退货的服务，他们的售后服务完善，而中

国很多的实体店货物售出后，退货换货非常麻烦，

相反电商的服务态度很好，退换货也比较容易，如

果有不合理的地方，可以直接在网上给予差评，这

样将会直接影响这个企业或卖家的信用，而很多消

费者是通过看这个企业或卖家的信用决定在不在这

家购买，因此电商企业或卖家非常注重自己的信用

和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在售后服务方面做得比较

好。

3. 国内实体店价格比电商高很多。国内电商

的壮大很大程度归根于国内消费者对于价格较高的

敏感度，而随着房价的上涨，实体店铺租金越来越

高，人工成本也越来越高，造成实体店的商品售价

居高不下，有的甚至是电商的5到6倍，而电商经营

成本较低，早期的电商不需要交税，仅需要能够存

储一定货物的空间，也不需要众多的导购和管理人

员，在这种情况下电商的经营成本要远低于实体店

的经营成本，实体店的经营困难也就能很好的理

解。

4. 实体店同质性问题造成用户体验感觉差。目

前实体店缺乏用户体验的顶层设计和生态链。很多

实体店都注重绩效，过分关注销售业绩和利润，因

此都会充分利用现有的空间，造成商品摆放紧凑，

商店空间拥挤，所谓一寸空间一寸金。消费者进入

这样的实体店购物，没有体验到购物的愉悦和优质

的服务，并且实体店产品和布局差异性小，没有给

客户足够的新鲜感和吸引性，购物愉快的体验本来

是实体店的优势所在，结果反而成了实体店的劣势

所在，再加上空间有限，产品选择上的局限性，相

比互联网电商的消费多样性选择，更加突出了实体

店的劣势。

5. 缺乏与供应商形成深入稳固的互利共赢机

制。不少实体零售商在经营时对市场、商品研究不

够透彻，门店管理效率不高，没有对自己经营的关

键产品进行精细化管理，并且为获得更大的回报，

一直致力于压榨供应商的利润空间，以至于和供应

商的关系较紧张，很少有实体零售商与供应商形成

稳固、密不可分的互利共赢机制。在电商的冲击

下，原先的供应商更愿意与电商企业或卖家合作，

电子商务宽松的环境也使得供应商更愿意与电商企

业或卖家形成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从而使得实体

零售企业原先充当生产商到消费者之间桥梁作用的

角色被彻底削弱。

6. 零售商业模式创新定位和措施不合理。在电

子商务的强烈冲击下，零售企业、行业开始寻求实

体店生存的机遇，体验店模式开始出现，通过打造

一个全新的体验环境，和提供优秀、周到的服务，

来吸引客户购买产品。这点国外实体零售业也在这

样做，但由于国内消费者消费理念与国外不同，在

实践中，很多实体零售业主会发现一个比较尴尬的

经历，一是有些体验店很少有人光顾，根本起不到

宣传、推广销售的目的；二是即使进入体验店的客

户，购买的人其实也很少，大多都记住商品的名

称，然后回家上网购买，体验店变成人们娱乐和发

现适合商品的地方，已经失去了设立的原有价值。

不少学者建议实体零售业转型走全渠道，一些

实体零售企业也正在做，线上线下全出手，听上去

的确是一个好办法，但实践表明，真正的实体零售

业成功转型，走全渠道的很少，做成了四不像，这

一方面是因为传统实体零售业很多理念根深蒂固，

很多做法都是传统的，让其快速转型，很不现实；

其次，有的在改变中又把全渠道理解为电商加上实

体体验店，反而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三、互联网时代实体零售商业面临的契机

虽然实体零售商业现在发展遇到了冲击，但业

界普遍预测到2020年，纯网络零售占社会零总额的

比重大约在18%～20%左右，依然有80%以上的交易

在线下发生，实体零售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

力。也有一些电商人士认为，实体零售业将来肯定

会重塑辉煌。实体零售业未来发展前景看好的原因

很多，研究认为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1. 制造业过剩产能将会转移，商品差异化加

剧。在过去的10多年里，我国实体零售商业往往依

靠规模化优势来获取利润空间，如规模化经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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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化采购等，依据规模化效应进行谈判，降低商品

进价，达到击败竞争对手的目的。而未来电商不断

发展，零售实体商业不仅面临同行的竞争，也将面

对电商的更加激烈的竞争，以往以价取胜的策略已

经无路可走，加大商品差异化，走特色、差异化经

营，将是实体零售商业在未来竞争中的取胜法宝。

而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未来需要进一步转移和释

放，零售商业是其转移的重要渠道之一。互联网时

代供应链不同环节的利益相关者，可以实现信息的

无缝对接，可以更加灵活地进行定制化生产，这为

牵线零售商业和制造业过剩产能对接创造了便利条

件，从而构建一条贯通消费终端和制造业源头的一

体化便捷型供应链。

2. 快速发展的技术正改变商业，为实体商业赢

得独特发展视角。随着大数据的运用，零售商业的

开店选址、供应链协同、精准营销以及对客户的细

分，都将更多基于数据的分析；随着先进科技在实

体零售商业的运用，体验式零售商业将会越来越具

有吸引力，个人设计、工厂直供将大行其道，科技

正在改变零售商业，为零售商业的发展赢得独特的

视角。未来增强现实、3D打印、无人机送货、谷歌

眼镜、室内定位导航、大数据分析、移动支付和传

感器等众多技术将被广泛应用到实体零售商业经营

中，线上和线下的边界也将模糊化，零售商业的发

展空间巨大。

此外，近十几年来，伴随着我国房地产热潮和

一些商业实体的圈地投资，商业物业的租金成本不

断提高，近年来达到了制高点。过去一两年的零售

商业关店潮，其中相当大程度上便是由于店铺租金

太高而无法承受。随着“关店潮”发展，商业物业

不久便会呈现总体过剩局面，可以预见，未来实体

零售店铺租金将会普遍下调，这将大大降低实体零

售商业的成本，提高实体零售商业的竞争力。

四、互联网时代实体零售
商业模式创新的几种模式

1. 推行名品低价。信息爆炸时代，各种好玩、

实用的产品信息透过互联网传递给消费者，消费者

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眼界越来越宽，对商品越来

越挑剔，在这种情况下，推行“名品低价”，更适

应消费者的心理和市场的需要。所谓“名品低价”

并非追求绝对低价，而是侧重性价比，较高质量的

商品，较低的价格，目前国内外一些企业推行的小

众品牌就是典型。国内外一些实体零售商已经将

“名品低价”策略应用得非常熟练，取得了良好的

市场反馈。如宜家、迪卡侬和优衣库等，销售与实

体零售业市场相反呈现逆增长，其实现在连汽车行

业的宝马、奔驰等很多奢侈品牌也都开始采用“名

品低价”策略。

2. 发展社区商业。我国社区商业还处于初级阶

段。以每百万人拥有社区便利店店铺数量统计，日

本是388家，中国城市平均为54家，而且中国城市便

利店单店效率远远低于日本。近年来无论是家乐福

开出的esay、还是大润发首家高端超市RHLavia，亦

或是华润万家旗下的乐购EX-PRESS标超，以及从零

售商业跨国公司的风向标也可以看出，这种凸显便

利的未来社区性超市，将成为业界一大亮点和成为

实体零售业生存的主流业态之一。

3. 二手经济与实体店的联动发展模式。互联网

的发展，消费者可以收集到越来越多的信息，和拥

有更多的物品购买、处理通道，消费者不仅在网上

购买新品，也越来越多在网上转售服装和其它二手

商品。事实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前，

都会考虑该商品的转售价值。很多商品消费者都喜

欢在网上比较他们手里的商品是贵了还是便宜了，

会考虑自己的商品有没有出售的可能，也是响应环

保号召，“废物”充分利用。这对实体零售而言是

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消费者能通过转售获益，

再购买新的商品。实体零售商业可以充分利用这

点，与二手成衣交易网站达成合作，允许消费者根

据转售的物品，获取零售商业实体的优惠券、优惠

卡或折扣，这将对实体零售行业产生直接影响。

4. 以体验和服务为主的购物中心。零售商业的

另一个发展方向是向购物中心发展，成为大体量、

一站式的商业综合体，大到有足够的吸引力、号召

力和集客能力。这种购物中心的存在，也能带动周

边商业配套的发展，从而成为一个商业和娱乐集聚

区。事实上，国外一些大型超市也正朝着此方向发

展，如沃尔玛宣布创办“乐世界”购物中心就是这

一思路，注重购物体验，给消费者以震撼感，吸引

人气，提升销售业绩，集区域零售商业体验和服务

为一体。此外，未来的实体零售业一定是用互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武装起来的商业业态，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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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技术手段、商业模式都将会发生重大变化，

线上线下融合是未来的必然趋势，全渠道战略也是

实体商业和互联网商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5. 创造零售商业加盟新时代。传统实体零售

商业的发展模式是跑马圈地，不断进行扩展，发展

直营店，在互联网时代，实体零售商业发展的一个

重要趋向是朝着便利店、社区化和小型超市的方向

发展。为应对激烈的竞争，降低经营成本，一些规

划比较长远的商业集团开始动员员工进行创业，创

新加盟方式，发展内加盟模式。这种模式的兴起，

将有助于创造分散经营，同时也体现战略联盟的思

想，降低经营的成本与风险，同时提高企业竞争

力，是适应互联网时代发展的一种商业经营模式趋

向性的变革，也创造了连锁加盟的新时代。

五、互联网时代实体
零售商业模式创新策略

1. 创新不应改变商业逻辑关系。互联网时代很

多实体零售商业受到冲击，但即使电商发展普及率

很高的北上广地区，像宜家、迪卡侬、Zara等实体

零售门店依然生意兴隆，互联网不但没有冲垮它们

反而助其成长。经过研究我们也发现，很多传统零

售企业转型线上，发展电商新渠道也并没有达到预

期的效果。造成这样的原因在于，互联网虽然改变

了人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改变了供应链的秩

序，但并没有改变零售商业的基本逻辑：即以消费

者为中心来开发产品和创新服务，以拉动式供应链

来驱动商业模式创新和加速产品和服务价值流动和

实现，这也是商业的核心要义。大量研究表明，无

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成功的零售商业企业，其普遍

特征都是遵循零售商业的基本逻辑和核心要义，以

客户为中心，开发自有品牌，注重创新，强化供应

链协调和敏捷，推行体验式消费等，这些都是实体

零售商业转型的重要方向。

2. 需要处理好供应链协同。实体零售商业发展

一直以来就存在缺货和库存的两难困境，解决这一

矛盾有赖于供应链上各个参与者的协同，包括分销

体系、物流体系和生产制造。以前实体零售商业时

代，一些零售商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并取得了不

错的效果，但付出的代价也比较大，在互联网时代

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可以采用类似方法。供应链协同

的关键在于数据的无阻碍流通，而互联网最大的优

势就在于数据和信息流动的快捷和低成本，因此在

互联网时代数据全供应链分享的贯通非常方便，在

信息高度共享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实现零售商业的低

库存，甚至零库存，实现低成本、高效率。而跨境

电商的兴起，相应服务机构的不断涌现，也为实体

零售商整合全球供应链提供有力保障。

3. 从销售商品转向提供服务和情怀。互联网时

代，消费者心态已经发生变化，零售企业应由销售

商品向提供商品和服务综合型转变。事实上，在未

来，仅仅提供商品和服务还远远不够，具有生命力

的实体店也应是具有情怀的实体店。实体零售商业

要从环境布置、商品陈列以及服务人员的修养都要

显示出经营者的情怀。它告诉消费者，这不仅仅是

零售商业店铺，更突显了对人性的关怀，彰显人格

的存在，这也是零售商业差异化经营的重要途径所

在，因为商品的差异化只是局部的、相对的，而情

怀的关怀则是多样化的。

4. 注重产品研发和供应链掌控。现在经营比

较好的实体零售企业，就是注重产品的研发，所有

的产品基本都是企业自身研发，这样做的好处在于

既保障了产品的质量，也对其他竞争者形成了天然

的壁垒，构筑了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同时为了节

省成本，互联网时代的零售企业应该全球布局产业

链，规模化采购、以最低成本和高效率的模式组织

生产，提升对供应链掌控和市场的把握能力。

5. 运用大数据提高管理绩效。互联网时代，

实体零售企业要通晓运用大数据来对企业进行管

理，把大数据贯穿到企业经营的每个环节，用大数

据对顾客群体进行细分，运用大数据进行市场营

销，要利用数据分析，对社交网络等网上浏览痕迹

进行大数据挖掘，发掘市场的新需求，并根据分析

的结果，掌握潜在客户的心理行为和偏好，根据客

户的喜好进行精准化、个性化推荐，开发更具有针

对性、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个性化产品，减少竞争压

力，以此增加新的客户、提高客户的忠诚度、降低

客户流失率、提高客户满意度等。

七、结 论

互联网时代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对实体零售

商业形成一定冲击，但未来实体商业的前景仍然会



64

较好，实体零售商业店铺倒闭潮也是暂时的。发达

国家零售商业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实体零售

商业的问题在于发展历程短、售后服务等环节存在

问题，再加上跑马圈地中店铺租金的不断抬升造成

的成本提高。我们也应看到一些实体零售商业在这

股浪潮中不仅没有受到冲击，相反经过经营模式创

新，反而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一切都证明实体

零售商业如能通晓互联网特点，遵循零售商业的发

展趋势，整合和优化供应链，注重研发和自由品

牌，突出产品差异化，仍然可以大踏步前行。

未来，实体零售商业发展面临的问题是如何

运用新技术，创造自己的经营模式和环境，用新技

术武装自己的商业经营，更加把握自己店铺的市场

定位和客户精准细分，统筹涵盖线上和线下的全渠

道，实现实体和虚拟的融合。实体零售商业的前景

在于把握自身发展方向和各实体零售商业经营人的

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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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面临的困惑

2013年中央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凸显出我

国财政现代化对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然

而，在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实践中也存在一些困惑。

（一）认知上的不统一

自中央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以来，理论界

围绕着现代财政展开了讨论，但讨论结果在聚焦于

现代税收制度、现代预算制度和现代政府间财政关

系的同时，却在更大范围内引出了对财政的纷争。

纷争主要反映了自国家分配论后，理论界对财政本

质、属性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界定出现的分歧，尤其

是随着市场经济模式弊端的不断显现，这种分歧正

在扩大。而从我国现实国情看，一方面，对中高速

经济增长的需求依然迫切，还需借鉴市场经济模式

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价值观缺失、环境污染等公

共危机的不断累加，又亟需从公共治理、伦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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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角度对市场经济主导的经济增长进行修正。从

国家治理角度来勾勒现代财政制度框架，对财政理

论界来说，不失是一种折衷办法。但就财政纷争而

言，这种折衷显然不够，财政定位模糊不清，既无

法解决财政一直关注的传统问题，也无法全面阐明

财政与国家治理间的现代关系，这也是为什么自

2013年底中央提出现代财政制度以来，理论界的讨

论却不尽如人意。

而且，现今更为棘手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实现公

共财政研究与现代财政讨论的有效对接，虽然对公

共财政与现代财政的关系，笔者进行了深入分析，

并认为从长远看现代财政改革有助于理解财政的公

共性本质，但这毕竟也只是一家之言，还需经过理

论界的深入讨论建立起公共财政与现代财政间的逻

辑关联。

（二）中央与地方的实践分歧

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待现代财政的实践态度，同

中央与地方在财政收支上的配置变化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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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统收统支体制保证了中央政府的稳定财

源，1953～1957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

的比重平均为78%。1958年，财政体制进行调整，新

体制下中央与地方在财政收入上的配置比例仍维持

在80%和20%，但在财政支出上的配置比例从之前的

73%和27%变化为44%和56%，地方收支缺口的突然

放大促使财政体制于1959年继续调整，中央与地方

的收入配置也随之变为24%和76%。1959～1979年，

中央以平均23%的财政收入负担平均54%的财政支出

的尝试，并未换来稳定的高经济增长，这一时期全

国财政收入的平均增速为7.2%，最高时达到45.8%，

最低时甚至为-37.8%。1980～1993年间中央财政支

出平均占比下降到40%，相比所获财政收入平均占

比提高到32%，中央收支倒挂情况有所改观，中国

宏观经济开始双位数增长。可反观财政，长期包干

制下，事权下放所导致的全国财政收支萎缩以及经

营企业之利所导致的税外之费的不断放大，严重影

响了财政整体运行质量。1993年，全国财政收入占

GDP比重下滑至12.3%，这与我国人口、面积的体量

极不相称，分税制改革势在必行。

从效果上看，分税制有效提高了两个比重，但

同时却延续了包干制下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配置关

系的变化情况。1994～2012年，中央财政收入平均

占比继续放大到52%，财政支出平均占比继续下降

到26%，收支倒挂的主体由中央政府反转为地方政

府。而且，与分税制同步进行的还有现代企业制度

改革，“政企分开”的改革要求割断了地方政府与

经营性企业间的直接利益链接，客观上加重了地方

政府收支倒挂的局面。故在分税制不断深化的过程

中，财政状况趋于好转的中央政府越来越强调财政

运行的规范性和民生性，而财政状况转而恶化的地

方政府则聚焦于获取财政收入，并在实践过程中逐

渐固化到经营土地和债务融资上来。

基于这种认识，可以说2013年底提出的现代财

政制度，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同的

财政运行趋向。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发展态势，

中央政府需要财政运行更加规范、民生、多元和有

效，而这本身就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更大的财政压

力。

（三）系统性要求与渐进式改革相矛盾

纵览改革开放以来的财税改革措施，包干制改

革以利益出让为名将经营权和经济权下放，扩大了

我国经济主体范围，这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在下

放过程中也造成财政运行的非规范化，如包干形式

多样化、地方政府间非规范财政竞争等；随后的分

税制改革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财政制度规范

化方面有所建树，但又因财权事权不匹配、财政转

移支付非均等化、财政运行GDP单一考量等原因，

使我国财政在未能解决个体追求经济利益与整体实

现平衡稳定间矛盾的同时，又产生出中央政府与地

方政府、生产与分配、供给与需求等新矛盾，进而

诱发土地财政、税费并立等非规范操作。进入21世

纪，财税改革集中于预算方面，力图通过预算制度

的规范化来提升财政整体的规范化，以增强财政支

撑社会经济尤其是经济发展的能力，但从效果上看

并未改变财政制度规范化与非规范化并存的局面。

从财税主体—政府与公众的视角来看渐进式改

革的这一缺陷，有一定缘由：从政府视角看，渐进

式改革容易形成固化的部门和地区财税利益，从而

使后续财税改革措施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渐

进式改革进程越长，这种阻力越大，反过来渐进式

改革的速度就变得越慢，利益固化成为渐进式改革

最大的障碍；从公众视角看，渐进式改革使个体对

财税改革的整体规划和长远目标缺乏清晰认识，从

而更在意短期利益，愿以公共责任缺失为代价换取

灵活的非规范财税政策。故集理论与实践创新于一

身的现代财政制度虽与当前国内外态势、财政自身

发展相契合，但其系统性要求却与渐进式改革内在

的维持现状张力相抵触，建立难度自然很大。

二、破解困惑的具体建议

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大

积极财政政策力度，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并保

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与此同时，亚投行在

美联储加息的背景下正式成立，标志着全球迎来了

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这一系列重

大事例的发生都折射出我国当前发展面临的挑战与

机遇正在加速。基于此，我们亟需一个运行更趋完

善的现代财政作为坚实后盾。那么，如何在2020年

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笔者以为，可从以下几方

面重点突破。

（一）深化财税改革

就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而言，以实践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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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革促发展，是一条有效的建设途径。事实亦如

此，自2013年底中央提出现代财政以来，财税方面

的改革陡然加速，预算法修订、营改增、消费税与

资源税调整以及环境税、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的

改革预期等，既吸引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也在

无形中推动着我国财政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从2020

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目标出发，今后几年的

财税改革应侧重以下方面：

1. 调整中央与地方事权。一是理论和实践层面

上都要重视事权归属问题，变“以收定支”为“收

支同等重要”；二是细分公共品或服务的实践类

型，尤其是中央政府担责的全国性公共品或服务的

范围要界定清楚，并以此为依据，放大中央政府事

权，使中央政府在实现社会经济和谐可持续发展、

形成全国统一有序市场、促进公平正义等公共伦理

观方面发挥主体作用。同时，这也能有效缓解地方

政府的支出压力，改善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促使

地方政府在财政现代化进程中认同更为长远的财税

改革目标；三是进一步改进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控

制财政转移支付规模，降低返还性、专项性转移

支付比例，使财政转移支付专注于弥补地区财力差

异。

2. 规范财政体制。财政体制的规范性是自分税

制以来就在追求的改革目标，但实际效果主要集中

于宏观调控、财权划分和预算监管等内容，从建立

现代财政制度出发还需做到：一是实现法治财政。

依法理财是财政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也就是

说，没有健全的财政法律框架，效率再高的财政体

制也不能称之为现代财政。这一点在以往的财政运

行过程中经常被政府事务的灵活性所取代，应以此

次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契机加以纠正，使我国在宪

法、财政基本法和财政行政法规规章三个层次上的

法律建设都得到提升。另外，还要严格规范地方财

政立法，在保持地方一定自主权的同时加强监管；

二是税制结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制结构

已经历过数次大的调整，一些主要税种的调整更是

不曾间断，但即便如此，若从现代财政的要求出

发，现行税制结构必须再有大的调整。而且，现行

税种的数量不足使中央政府集中财力、改进收入划

分的努力总是变成对地方财力的挤压，这也是地方

财政非规范收入不断放大的重要原因。故应加快开

征财产税类税种，调整现行所得税类税种，扩大直

接税征收范围和收入比例，综合个体收入、消费和

财产能力分摊税负，在实践社会公平的同时扩大税

源，尽早建立起中央与地方两级稳定的税源结构。

3. 深化预算制度。2000年以来的我国财税改革

主要集中在预算制度方面，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

付、政府采购和收支分类改革的相继开展，强化了

预算管理所应发挥的计划、协商和监管功能，但作

为要建立的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预

算制度还需从以下几点出发深化改革：一是提升预

算高度与重要性。大力宣传和普及预算理念，使年

度预算工作成为立法机构、行政机构、社会中介组

织和公众共同关注的头等大事；二是规范复式预算

体系。1995年执行的《预算法》中确定的包括公共

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等在内的

复式预算体系依旧具有现实意义，若能突破地方和

部门利益，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编制并公开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等，那就为将全部政

府收支纳入预算监管奠定了坚实基础；三是清晰预

算周期各环节要求。完整的现代预算一个周期涉及

编制、审核、执行和决算四个环节，现代预算编制

要求精确细化，预算审核要求独立求疑，预算执行

要求及时规范，预算决算要求公开绩效，应对照这

些具体要求，对我国预算周期各环节存在的突出问

题抓紧纠正，特别是预算审核与预算执行重叠的问

题，要予以重视及早解决。

4. 革新财政行为考量。财税改革还需注重对财

政行为考量的革新，毕竟，对各级地方政府而言，

实践上需要具体的考量指标体系，上一级政府对本

级政府工作绩效的评价也需要具体的考量指标体

系。各级政府应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

享发展理念，积极革新财政行为考量指标体系，使

我国财政的现代化之路持续进行下去。

（二）加强理论研究

1. 财政学科的定位。公共财政论下的财政学

科是应用经济学分支之一，这与20世纪90年代我国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相一致，但若与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

重要支柱”的要求相比，这一学科定位就显得有些

狭窄了。再加之国家分配论的研究传统，对财政学

科的跨学科定位之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不过，就

规范的理论研究而言，财政学科要跨的学科有哪

些、这些学科围绕财政的交叉点在哪、跨学科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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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理论框架是怎样的等问题都很空洞，需要下大

力气展开研究，以丰富财政的跨学科理论内容。

2. 跨学科下财政本质、属性与职能的界定。相

应地，跨学科视角下的财政本质、属性与职能等基

本理论问题也应重新界定。若交叉其它学科对政府

财政行为的认识，那财政本质是否还可概括为公共

财政论、超出经济范畴的财政又该具有哪些属性，

以及满足国家治理要求的财政用什么职能体系，来

替代马斯格雷夫的三职能论，都需要我国财政理论

界反复讨论、集思广益，从而为现代财政制度建设

提供较为统一的认知基础。

3. 与国家分配理论、公共财政理论的衔接。巧

合的是，若用现代财政引发的跨学科视角重新审视

国家分配与公共财政之争，会发现两者间的联系大

过相互的分歧，这也说明围绕现代财政展开的理论

创新具有很强的融合性。这一理论创新过程不是要

否定以往的财政理论，而是循着建国以来的现代化

之路实现不同阶段财政理论间的继承与发展。尤其

是对公共财政理论而言，它对理性个体的主体权利

申张，对形成有限政府、责任政府、绩效政府和法

治政府功不可没，并将继续在未来的财政现代化之

路上发挥重要作用。

（三）多角度阐述财政现代性

现代财政是一个综合话题，要想说清楚，哲

学意义上的现代性、管理意义上的现代化、历史意

义上的继承与创新以及经济意义上的绩效性等，都

是需要讨论的，这也是现代财政一提出就会引起财

政跨学科研究与西方经济学研究之争的原因之一。

不过，若参考这种理解，就会发现这两年关于现代

财政的研究视角较为单一，或者出现了用西方话语

中的“现代财政”简单替换，从而导致我国财政实

践活动的指导性有所削弱，这就使实践者和社会公

众很难对现代财政有深刻认识。故建设现代财政制

度，需要通过跨学科研究来对我国财政的“现代

性”破题，以使2020年后基本建立的现代财政制度

符合我国国情，发挥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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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驱动的
主要影响因素

（一）发展资金因素

当前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外部融资来源主要

有三个：政府资助、银行贷款和民间投资。政府资

助主要是指来自于政府的科技资助基金或者补贴，

如广州市政府所设立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引入投资

补贴”以及“科技信贷贴息”等。政府资助资金一

般来说成本最低，多数情况下属于无偿性质，只要

符合规定的申报资格即可获得审批。资助的力度即

资金的多少主要根据企业自身的情况按比例计算，

如广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引入投资补贴”就是按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驱动问题

张书莲，冉 丽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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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力量，常常受到发展资金、市场环境、战略文化

和创新激励等因素的制约。应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民间投融资交易平台，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一体化公

共服务体系，同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绩效考核制度。以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创新驱动不断做强做

大，从而提升区域整体创新能力和水平，推动经济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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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投资企业单轮融资引入投资金额（未撤资部分）

的10%（最高不超过100万元）一次性发放补助；

银行贷款主要是指各类商业银行机构的科技贷款，

该类贷款通常情况下会有政府提供信贷担保或风险

补偿，所以贷款条件和成本要优于一般性质贷款。

如广州市设立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资金

池”，通过该机制分担银行风险为企业争取更高的

贷款额度；民间投资是指投资主体非政府和银行的

社会资金，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取外部资金的又一

重要来源，特别是对于那些难以获取政府资助或银

行贷款的早期创业型中小企业，如天使投资和风险

投资等。民间投资的特点是与被投资企业共担风险

共享收益，获取该类投资的成本取决于双方达成的

利益分享协议，而投资额的高低则要看投资人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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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和能力。

（二）市场环境因素

检验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成果的核心标准是产品

在市场应用上的成功。因此科技型中小企业需要对

自身所处的市场环境有一个动态、综合和具体的分

析认知，以便采取相应对策克服困难获取成功。本

文主要聚焦两个环境因素：市场需求和市场竞争。

一般来说，相对于大型成熟企业，科技型中小

企业在知名度、资金实力或营销能力等一个或多个

领域处于弱势地位，这就增加了企业产品获得市场

认知和接受的难度。科技型企业在技术能力方面具

有优势，但研发的产品是否能够与市场需求密切贴

合，以及如何到达消费者并满足消费者需求，则不

仅是技术能力的问题，还需要有卓越的营销能力。

企业的营销能力看做是产品创新成功的无形因素，

这种能力包括市场启动计划和执行、充分的市场调

研等（Cooper，1999）。企业营销和研发部门之间

的合作模式会对企业新产品开发产生影响，在开发

的早期阶段营销和研发部门的合作程度最高（Olson

等，2001）。企业营销贯穿于新产品开发的整个过

程中，从研发构想设计直至上市成功，以保障企业

创新驱动与市场需求密切关联，最大化发挥科技型

中小企业的技术优势，减少创新失败的风险，这对

于抗风险能力较低的中小企业尤其重要。

即使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初期阶段拥有技术或

产品优势，也会有被其他企业后发超越而丧失竞争

优势的风险。特别是同行业内的大型知名企业，如

果也致力于同类产品的开发，将会成为中小企业的

直接竞争对手。竞争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驱动发

展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使企业产生“不进则

退”的危机感，始终致力于产品技术的研发与更新

换代，而不是在原有的竞争优势上“坐吃山空”，

从而保持可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资源实力

与行业内大企业相比处于弱势，中小企业有可能会

承受不住强大竞争对手的挤压，最后被兼并收购甚

至直接挤出市场而破产。科技型中小企业在产品研

发之初，就需要对拟进入市场的竞争状况有充分认

识，包括市场竞争程度、竞争对手分布和竞争产品

情况等，尽量开辟“蓝海”。此外，还需要关注政

府是否有针对中小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例如资金

扶持、税收优惠、进入壁垒等，尽量运用政策红

利，加速企业自身的发展壮大。

（三）战略文化因素

如果将资金和市场归类为制约中小企业创新

驱动发展的外部因素，那么战略和文化就属于影响

创新驱动的企业内部因素。一个清晰的产品开发战

略有助于计划、获取和管理充足的资源用于具体的

产品开发（Cooper和Kleinschmidt，1995）。要想在

不断变化的市场中获取竞争优势就需要保持战略的

灵活性（柔性），它体现了企业的一种动态能力，

即灵活运用、重构和整合资源的能力（Teece等，

1997）。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来讲，制定明确的战

略定位尤其是产品战略定位，可以最大化集中利用

自身有限资源，去获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中小企

业由于组织规模小、组织结构简单和信息沟通便利

等特点，通常能够更迅速完成资源重组和结构调

整，充分发挥战略灵活性，以紧跟市场发展变化，

使自己始终处于不败之地。

一个支持创新的文化氛围有助于提高员工创

新积极性，促进企业创新驱动，从而建立可持续的

竞争优势。这种创新文化氛围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

方面：团队合作；在奖励、风险以及失败处理方

面的支持；鼓励员工提出新产品构想；为员工提

供更多自由时间去开发他们自己的新产品构想；

提供创业基金或种子基金用于内部项目（Cooper和

Kleinschmidt，1995）。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来讲，

创新是其成长发展的关键动力，因此需要充分调动

全员的创新积极性，建立一个以创新为核心价值之

一的企业文化氛围。

（四）创新激励因素

对创新人才的激励是企业保持创新活力、留住

创新人才的主要措施。一个最佳的创新激励机制体

现的不仅是对创新成功的长期奖励，同时也要对早

期的创新失败予以宽容（甚至是奖励）对待，长期

的薪酬计划、工作保障和对绩效的及时反馈是创新

激励必不可少的内容（Manso，2011）。企业采取的

激励制度也会影响其将操作经验转化为创新活动的

能力（Leiblein 和Madsen，2009）。不同激励方式所

发挥的作用也有所不同，股权激励和薪酬福利激励

的影响最明显，其次是培训、发展和环境激励，成

就激励的影响最小（蔡树堂和吕自圆，2015）。

科技型中小企业更需要通过建立完善有效的

激励机制来保持自身的创新活力。激励机制的设计

要体现合理可行的原则，而不能是一种表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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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的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项目。激励不仅要

对成功者进行奖励，还要容忍一定程度的失败。针

对不同层次的人才采取不同的激励措施，确保激励

资源最大化利用。政府等企业外部组织也可以参与

到企业的激励机制中，政府激励的时机可以更加灵

活，例如分为事前、事中、事后激励，尤其是要加

强事前和事中的支持，而不仅仅是取得成果后的政

府奖励。最后，要确保激励制度的有效贯彻和落

实，确保使企业和政府的激励能够真正投向需要激

励的人或项目，杜绝贪污舞弊事件的发生。

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驱动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民间投融资交易平

台

中国的投融资市场存在着供应方和需求方对

接渠道不畅通的障碍，一方面大量的民间闲置资金

缺乏直接的渠道投资实体经济，因而转向股市和楼

市；另一方面，大量的中小型企业缺乏融资渠道和

来源，企业发展遭遇困局。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

虽然和资本追逐更快更高利益有关，但缺乏一个公

开、透明和信誉度高的投融资交易平台也是其中很

重要的影响因素。虽然股市也是一种重要的投融资

渠道，但有资格上市的公司基本上都是发展到一定

规模的企业，即使是创业板，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条

件，而处于创业初期或规模较小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一般不具备上市资格。银行贷款也是一种重要的融

资渠道，但多数投向国有企业或发展较好的大型民

营企业，中小型企业往往要具备一些较严格的条件

才能获取贷款。最近几年，互联网金融发展比较红

火，但更多的在于存款业务，贷款业务并不突出，

贷款金额也较小，且更倾向于消费贷款，对于企业

经营贷款支持力度不够。因此，中小型企业更需要

一个公开、透明和信誉度高的民间投融资交易平

台。关于平台的创建有这样几点构想：

1. 以网络平台为主要形式。当前我国互联网普

及率和用户规模都处于较高水平，电子商务发展处

于世界前列，国家积极提倡“互联网+”产业，因此

平台的建立应以互联网为技术基础，设立权威的交

易平台网站，资本的供应方和需求方可以在这个平

台上选择自己的投融资合作对象。

2. 政府和银行有监督和审查的责任。资本是一

种特殊的金融商品，为了防范金融诈骗，还需要配

套的规章制度来确保交易双方的利益，这需要政府

相关部门和企业所属银行发挥监督和审查作用，没

有政府和银行的后台支撑，网络平台这个信息发布

和商业洽谈的前台也不可能成功。因此，政府或银

行需要建立专门的对口部门来处理来自于该网络交

易平台的业务。

3. 创建网络平台应循序渐进。在建立初期，网

络平台只提供信息发布功能，投资方和融资方把自

己的信息发布在网上，而具体的洽谈和交易则在线

下进行。等到市场运作开始成熟时，再将洽谈和签

约等功能开放。最后开放的是转账功能，由于企业

投融资的资金规模一般较大，所以网上转账功能要

谨慎实行。

4. 交易网站的创立人问题。由谁建立网络平

台是首要解决的问题。政府是行政机关，银行是金

融机构，搭建企业要考虑市场盈利，多方合作将更

有利于推动该平台的建立。政府提供财政补贴资助

和政策支持，银行出资入股，搭建企业负责网站设

立、维护和运营，建立一个全国甚至全球范围的交

易平台。国内电商巨头如阿里巴巴、腾讯等在电子

商务平台建设方面经验丰富，可以加强与此类企业

之间的合作。

（二）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一体化公共服务体

系

当前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建立了中小企业服务体

系，但仍然存在着形式主义，只是搭个网站架子或

挂个牌子，实际效果和作用并不明显。因此有必要

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政府服务体系，将针对中小企

业的各项优惠政策、服务措施、扶持项目都集成在

一个平台或中心上，提供一体化、全方位与系统化

的高质量公共服务。关于服务体系的构建形式与内

容，主要有以下几点建议：

1. 建立网络终端综合服务平台，丰富信息沟

通方式，及时将相关政策信息传达，同时也可以及

时收集企业反馈意见与建议。除了传统的文件下达

方式之外，还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工具，建立网络

终端服务网站，通过微信、邮件、APP等工具开展

工作。将与科技型中小企业相关的扶持政策、服务

项目、组织活动、企业培训等相关信息都综合在该

平台上，实现服务一条龙、一站式、一体化三个

“一”，改变职能分散、各自为政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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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强化各地区中小企业协会（发展促进会）的

作用。各地中小企业协会（发展促进会）是半官方

机构，应将创新驱动战略落在实处，建立创新驱动

发展联络处，联合其他相关协会或服务机构（如产

业园区、孵化器管理机构），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

供具体的服务项目支持。例如，定期组织举办科技

型中小企业博览会、交易会；定期组织科技型中小

企业培训或论坛；协助中小企业与科研机构、投资

机构开展合作；建立相应的学习交流群或平台等。

3. 科技型中小企业应积极申请资助与奖励，参

与服务体系平台与服务项目。企业应积极了解政府

出台的方针政策，积极申请资助与奖励并参与相关

服务项目。一方面可以切实享受到政府资金资助和

优惠政策，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另

一方面积极参与科技交流与培训，提高自身的管理

水平。如果地区政府举办博览会或交易会，也应借

政府东风积极参与、开拓市场。

（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绩效考核制度

绩效考核制度根据考核主体可分为两个类别：

一类是针对地区政府的绩效考核，考察地区政府创

新驱动发展相关政策和措施的实施效果如何；另一

类是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绩效考核，对考核优异

的企业实施外部激励和内部激励。具体设想如下：

1. 地区政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绩效考核制度。

对于地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绩效考核实际上也是

本地区政府业绩考核的一部分。由于创新驱动是一

个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过程，因此绩效考核不仅应包

括短期效益指标（如产值、从业人数、企业数量

等），还应包括长期效益指标（孵化器、产业园

区、拉动行业等），其中长期效益指标需要反复研

究调查后慎重决定和选择。同理，绩效考核也应当

经济指标与社会指标并重，特别是社会指标的制定

比较复杂，地区的科技创新水平、科技应用程度以

及创新意识水平等如何测量，也是需要深入研究调

查后才能科学确定。

2.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绩效考核与激励制度。

例如：对于高层管理人员的考核，应以公司战略发

展指标为重点，采用期权和股权激励更为有效；对

于中层管理人员，应以项目或部门完成指标为考核

内容，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励为主要方式；而对于基

层员工，应以薪酬、培训和环境激励为主，鼓励员

工积极提出创新构想，真正塑造全员创新的企业文

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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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贸区战略任务是实现对外经贸自由化，

消除减少贸易壁垒，反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然

而，该目标的实现还需要具有与之相应的管理制度

予以配合。过往在外资领域我国政府偏重事前监

管，对外资市场准入有着非常严格的审批制度，从

国家经济安全角度虽有必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消

弱了外商投资中国的热情，同时过于复杂的审核手

续也无形中成为阻碍国际经贸自由的壁垒，这与中

国自贸区所具有的自由、开放、平等等内在属性不

相适应。作为“试验田”的中国自贸区，还承担着

以管理制度创新推进本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历史重

任，应进行有益管理制度创新，对外资准入由审批

制改为备案制，尝试放宽市场准入前监管，转为事

中事后监督，政府职能逐步由“管理型”转变升级

为“服务型”。

   一、中国自贸区管理制度创新现状

（一）国际贸易管理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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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自贸区管理制度创新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在管理模式、投资自由、贸易便利、金融开放、

市场监管等方面与域外先进自贸区依然存在一定差距，应当汲取域外先进自贸区相关经验，进一步丰富中

国自贸区管理制度内容，实现管理制度结构优化升级，解决管理制度创新中的主要现实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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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国际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自贸区法律问题与其管理制度创新。

1.“安全高效，区内自由”的海关监管模式。海

关先后推出“先进区、后报关”、“批次进出、集

中申报”、无纸通关附随单证、集中汇总征税等多

项监管服务措施，大幅度提高了货物通关效率、缩

短了货物通关时间、压缩了货物通关成本；检验检

疫部门陆续制定实施无纸化报检、快速通检、第三

方检验结果采信、“十检十放”分类监管、跨境电

子商务备案等创新举措，高速便捷的通检模式为区

内企业运营节省了大量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

2. 跨部门综合性服务平台。通过“单一窗口”

贸易公司一次性递交相关交易信息和单证，利用统

一平台、网页或地点进行申报，并对公司所递交的

所有信息进行一次性处理。“单一窗口”不仅更有

助于口岸不同部门间协调配合，减少行政运行成

本，更有利于减少货物在关口的等待时间，降低贸

易成本，提高通关效率。

3. 货物分类监管和保税改革。区内对保税货

物、非保税货物、口岸货物分类进行管理，在提高

通关速度的同时合理把控风险。同时，在关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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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先后推出“展示交易保税”、“融资租赁退

税”、“内销选择性征税”等优惠措施。

（二）国际投资管理制度创新

1. 外资进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负面清单制度

对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的市场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公

开加以列明，凡不在负面清单以内的投资领域均可

享有与本国国内企业相同的市场准入待遇。

2. 国际投资备案管理。一方面，政府对于负面

清单之外的外商投资由行政审批改为备案管理，政

府由市场管理者逐步转为市场监督者、服务者。另

一方面，为支持鼓励区内企业向外投资，在投资项

目审核环节同样采用备案管理，对于3亿美元以下的

投资项目一律进行备案且可不再递交可行性研究报

告，由自贸区管委会统一进行“一口受理”，一般5

个工作日以内便可拿到项目许可证书。

3. 商事注册登记认缴制。改革商事登记制度，

将注册资金由实缴制改为认缴制、由先证后照改为

先照后证、推行简易注销程序、落实年度报告公示

制度，一系列创新举措相互联系、相互配合使得外

资区内注册越加高效便利。

（三）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创新

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完善信用信息记录、公

开、共享、披露制度以及社会信用奖惩机制，营建

良好的社会诚信氛围；建设监管信息共享服务平

台，联动各部门间协作管理，为事中事后监管提供

资讯支持；构建综合执法体系，促成各管理部门协

调合作与联动执法，有力提升行政执法效率；实行

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对不诚信企业进行曝光和

惩戒，营造良好社会企业自律环境；完善国家安全

审查和反垄断审查机制，通过国家安全审理与市场

反垄断调查降低市场化改革风险，保障国家利益与

安全。

（四）文化产业管理制度创新

放宽文化产业经营许可范围，实行文化产业

负面清单制度，制定颁布了相应的实施细则，为自

贸区内的文化产业经营与文化信息交流提供了相应

的法制保障；简化文化活动审批流程；提供知识产

权法治保障，设立文化创意法律服务平台、知识产

权调解中心、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知识产权法

庭、知识产权仲裁院（自贸区分院）等多种知识产

权争端解决机构，对包含文化产业在内的各类知识

产权纠纷提供高效、经济、便捷的多元化争端解决

服务。

 二、境外先进自贸区管理制度经验

（一）香港自由贸易港

1. 外资市场准入制度宽松。外资注册程序便

利，注册登记仅需三个步骤，网上递交申请一般一

小时内回复结果，纸质申请一般四个工作日内给予

官方回复；外资注册条件宽松，有特殊限制仅需缴

纳很少的厘印税，且无需验资，实际到位资金数额

也不设限定；外资管理市场化，除传统法律制度

“硬约束”外，香港自由贸易港还会通过同业公会

或商会等民间团体进行行业自律管理；市场准入度

较高，几乎不存在绝对禁止从事的行业领域，对外

资股比没有进行绝对的限制，港内、港外投资者均

可实现百分之百的公司控股。

2. 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投融资服务便利，资

金汇兑和信息流通自由便捷；证券市场自由开放，

外国公司或个人只需在港内开立证券账户即可随时

交易，国际投资者可自由买卖在本港公开发行的债

券，境外借款人也可利用本地债券市场为其进行融

资。

3. 海关监管制度便利。报关制度便利，典型

的“先入关，后报关”的便利海关管理模式，为一

些进出口货物提供暂准进口服务，颁发暂准进口凭

证；通关制度便利，通过电子途径提前递交副提单

数据，省却传统印发纸质“禁止移离物品通知单”

复杂现时程序。

（二）新加坡自贸区

1.“服务型”政府之典范。双层级自贸区管理模

式，由本国中央政府和自贸区内特定公司企业进行

管理，中央政府发挥指引规划作用，区内特定公司

企业负责自贸区日常经营，是典型的双层级自贸区

管理模式；专设国际商业法庭，是新加坡最高等级

司法审判机关的一部分，其判决具有最高效力，可

最大程度上保障判决结果得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承

认和认可。

2. 市场监管制度完善。新加坡自贸区对外自由

开放的市场环境离不开本国较为完善的事中事后监

管制度。

3. 企业赋税制度优惠。实行统一企业所得税政

策，采取17%的公司税率，区内所有公司企业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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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对其前30万元应税所得进行部分豁免的优惠待

遇。

4. 金融管理制度宽松。金融业入市门槛不断

降低，外资限制逐步开放，推出“特许银行业务牌

照”，外资银行可在自贸区内增设分行和自动取款

机，另外在自贸区内增发部分业务牌照并取消外资

银行在本地持股不得超过40%的规定。

   三、境外经验对中国自贸区
管理制度创新的启示

（一）宜推行双层级管理模式

当前中国自贸区所在地政府管理权限过分充

足，多数管理事权仍集中于自贸区所在地政府及其

相关部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区内管理备案的

办事效率，束缚了自贸区管委会参与本区管理的积

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制度创新红利并未得到充分释

放。自贸区管委会作为自贸区“一线”管理机构，

对区内事务最为了解，过窄的立法与管理权限范围

制约了其应有功能的发挥。如果自贸区管委会能够

拥有充足的立法权与管理权，可自行拟定符合自贸

区特性的行政审批备案流程，具体操作在其内部统

一消化解决，而无需转递其他部门分别进行审核，

无疑将会进步简化和加速自贸区行政审批备案，有

利于“一口受理”、“单一窗口”等制度创新真正

意义上的实现。

鉴于我国自贸区现处于建设初期阶段，自贸

区所在地政府的居间协调作用仍必不可少，三层级

管理模式依然是当前阶段的较佳选择。但随着自贸

区建设的日益成熟，从自贸区战略长远发展视角分

析，需要通过增进自贸区管委会主动性和积极性提

高其对区内各项事务的管理效率，管理模式由三层

级转变过渡为双层级是中国自贸区未来发展的总体

趋势。

（二）推进通关制度便利化

与香港自由贸易港、新加坡自贸区相似，中国

自贸区在货物通关方面同样采取了“先入区、后报

关”、“分送集报、自行运输”、取消进出口配额

限制等管理制度创新，但在通关效率、货物分类监

管、港区联动等方面与香港自由贸易港、新加坡自

贸区依然存在一定距离，仍需给予进步提升，在自

贸区贸易服务体系建设和贸易促进政策等方面也还

具有继续完善和深入挖掘的广阔空间。

在货物通关方面，香港自由贸易港推行“海

易通计划”，通过该计划能够以电子化方式简化现

行海关清关程序。我国除上海自贸区于2015年6月

实施“商品易归类服务”制度、搭建电子信息化平

台、建立商品及编码大数据库外，其他自贸区至今

还未有建立起较为完善的货物通关电子信息平台。

因此，可借鉴香港自由贸易港与上海自贸区有益经

验，除人工商品分类和验货通关外，逐步在各自贸

区建立起货物通关电子信息服务平台，推行网上货

物分类、文件审核、通关备案等便利措施，在便利

货物通关的同时加强对通关货物的监管备案。

（三）进一步宽松外资市场准入

在市场准入管理制度方面，香港自由贸易港与

新加坡自贸对于外商投资不存在持股比例限制，与

之比较中国自贸区依然具有进步放宽监管的空间和

余地。例如“《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规定区内证

券公司外资比例不得超过49%，单个境外投资者持有

上市内资证券公司股份的比例不可超过20%，全部境

外投资者持有上市内资证券公司股份的比例不可超

过25%”。我国可借鉴境外经验在自贸区金融业改革

发展过程中逐步降低外资比例限制，吸引更多外商

在中国自贸区内进行投资贸易。

在市场准入领域范围方面，香港自由贸易港与

新加坡自贸区除关乎国家利益的特殊行业外几乎不

做任何限制。中国自贸区负面清单经过两次修改其

限制性管理措施现已减为122条，但过多的兜底性条

款和“等”字的表述影响到负面清单的透明度与开

放度，中国自贸区负面清单整体上依然较为冗长尚

有进步简化的余地，自贸区市场准入领域也具备继

续拓展开放的空间，并且在负面清单条文透明度与

外资市场准入分类标准国际化等方面更需要及时给

予完善。

在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方面，上海自贸区于2016

年正式发布《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浦东新区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建设总体方

案》，其内容包含建立安全审查机制、反垄断审查

机制、完善市场退出机制等八个方面。然而，该

《方案》仅是做出方向性指引，内容上多是概括性

表述，因此需要将《方案》进行逐步细化和具体

化，并依照方案制定出台相应法律法规，从而保障

《方案》在现实中的实施应用，以便通过建立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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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合理规范区内市场竞争行为，

创设更为良好的区内市场竞争环境。

（四）试行赋税制度改革

企业赋税制度方面，中国自贸区内公司企业在

离岸业务中仍需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该比例远

高于同期香港自由贸易港的16％与新加坡自贸区的

17％，并且不同于香港自由贸易港、新加坡自贸区

对区内企业所得税采取统一税率的办法，中国自贸

区内企业所得税至今依然是内外有别、有所分割。

另外，在关税方面新加坡自贸区几乎对所有进出口

商品免征关税，而中国自贸区对进出口货物并无明

显关税优惠。虽说财税政策优惠并非自贸区创设的

初衷，制度创新本身既是红利，然而基于自贸区的

“试验特性”，其实可在自贸区内进行更多尝试，

包括精简税务机构、给予区内企业适当税收优惠或

特定范围内进行税收减免，区分离岸与在岸业务税

率等等，借此提升中国自贸区的国际市场吸引力和

竞争力，使中国自贸区真正成为全国税制改革的

“探路者”和“先行者”，充分发挥中国自贸区在

国家税制改革中的引领示范作用。

（五）开放区内金融市场

中国自贸区在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开放度等方面

与国际先进水平尚有一定距离，由于人民币在资本

项目下仍然受到严格管制，中国自贸区在人民币跨

境使用、融资便利、汇兑自由、利率放开、外汇管

制等方面仍有深化改革的空间，自贸区内金融市场

也需要扩大对外开放，在不断推动自贸区金融制度

改革的同时更要做好区内金融监管和市场风险防范

工作。

新加坡于2015年设立国际商业法庭，新加坡

自贸区涉外商事案件审理更加专业、独立、公正、

高效，不仅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法治营商环境，更能

有效增强本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和自身的国际市

场竞争力，这对于中国自贸区涉外商事案件的审判

以及本国司法改革均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尤其中国

自贸区重点试行金融管理制度创新，区内国际金融

案件日益增多，其中多数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

性，急切需要更为专业、独立的审判机构审理此类

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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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

林毅夫与张维迎两位教授就产业政策是应当

发扬还是应该废除的争论引起了广泛关注。从历史

角度看，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在经济思想史

中似乎早有结论，但在现实中，无论是从历史与现

实，理论和实践的角度看，似乎早已有之的结论并

没有终结这一讨论所包含的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

义。究其原因，可能正如霍奇逊所说的经济学在忘

记历史①。在英国脱欧、美国大选表现出社会巨大

分歧的历史背景下，主流经济思想正在面临着一轮

“大纠正”，这是有关产业政策是否有必要的争论

引起关注的新因素。

一、产业政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经验性命题

产业政策在历史上曾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英国

亨利七世限制羊毛出口，摧毁了低地国家的毛纺织

业，催生了英国现代工业开始，产业政策与贸易政

策配合成为国家富强的秘诀②。英式自由贸易的一个

重要特点就是禁止殖民地建立与英国竞争的工业产

业。孟加拉的国家博物馆里还收藏着当地织工的手

指，它们被殖民者残忍地砍下来，以恐怖主义手段

阻止殖民地发展自己的工业，强迫殖民地不偏离有

利于英国利益的“自由”贸易。而美国的独立正是

由于迫切希望摆脱英国的束缚。

关于自由市场和产业政策的辩论早在英国殖民

时期就已经深入开展了，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政治经

济学家李斯特曾指责亚当 . 斯密虚伪，号召德国要实

为什么需要产业政策

张 猛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

[摘要] 实施明智的产业政策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也是广泛使用的经济发展工具。发达的

市场机制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条件，有效的产业政策似乎更有利于跳跃式增长。过去30多年的经济全球

化为国际垄断资本提供了舞台，跨国公司掌控着全球价值链，适当的产业政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保持和提

升经济的自主性。因此，争论的重点不应是产业政策的存废，而是应当深入研究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实

施明智有效的产业政策。

[关键词] 产业政策  新自由主义  特朗普  大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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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猛（1976 — ），吉林松原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经济学博士，研

究方向：发展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

① [美] 杰弗里 . M . 霍奇逊. 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M]. 高伟 等译.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2008

② 林毅夫教授把贸易政策作为产业政策的一部分，广义上也是合理的。林毅夫
对产业政策的定义是“凡是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发展而有意
识地采取的政策措施就是产业政策，包括关税和贸易保护政策，税收优惠，土地、
信贷等补贴，工业园、出口加工区，R&D中的科研补助，经营特许权，政府采购，
强制规定等”。见产业政策思辨会， URL: http://www.nsd.pku.edu.cn/home/activity-
notice/2016/1107/27608.html （2016-11-09/2016-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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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内部统一，实施贸易保护，并发展自己的工业。亚

当 . 斯密在《国富论》中建议殖民地国家应该专注于

原材料出口的“自由贸易”，而他在同一著作的另外

一处又指出只有拥有制造业的国家才能胜出①。实施

与《国富论》倡导的自由贸易政策相反政策的国家

多数取得了长足进步，最耀眼的是德国、美国、日

本。这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运用市场保护的产

业政策培育了本国企业，增强了竞争力。美国在建

设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铁路期间，英国的钢铁价

格十分便宜，美国没有依照自由贸易理论去购买英

国的钢铁，而是通过巨大需求带动国内产业，美国

钢铁产量很快就成为世界第一，因为规模而创造了

成本优势。美国建国200多年，市场保护的历史长达

100多年，只有在美国企业取得绝对竞争力之后美国

才开放了市场。

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明白：自由市场对强者有

利，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在英国统治世界的时

期，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国家通过遵循自由贸易的

规则成为强国；在美国称霸全球的时代，也没有任

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全面自由贸易而跨越中等收

入陷阱。历史的经验表明，明智的产业政策有利于

推动保护本国弱势产业的成长，有利于后起国家实

现经济增长的转轨，这对新兴经济体走向成熟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

二、产业政策依然是发达国家
当前经济发展的工具

很多经济学者不愿意相信，产业政策至今在发

达国家也依然盛行，产业政策的形式发生了一些改

变，产业政策的性质和实施目标并没有变化，设计

得都更为精致和严密了。比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会对Google搜索引擎算法研究的资助；苹果公司创业

得到过美国政府所属的小企业投资公司资助。美国

企业在计算机、电子、宇航、医药产业等领域所具

有的令竞争者难望项背的超强优势，与美国各级政

府长期持续有计划的支持和资助是分不开的。奥巴

马政府推出的“人类脑电图计划”、“肿瘤登月计

划2020”，将进一步强化美国在人工智能、攻克癌

症以及精确医学方面的综合优势和主导地位。

众所周知，欧盟脱胎于欧洲煤钢共同体，这

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产业政策组织。针对煤炭和钢铁

实施的产业政策成为战后欧洲最终实现再崛起的经

济基础。为了与美国竞争，欧盟各国合纵连横，政

府牵头组织数个欧洲国家的公司联合组建空中客车

公司及庞大的生产体系，打破了美国凭借波音公司

构成的全球大型客机的垄断。此外，欧盟对农业有

巨额补贴，对美国倡导的转基因农业进行抵制，是

欧盟保护农业及相关产业重要的产业政策。为了扭

转欧盟经济体内各国信息技术产业持续落后于美

国，甚至是日本和中国，市场被苹果、脸书、谷

歌、亚马逊等美国企业垄断的不利状况，欧盟委员

会于2015年制定了关于统一数字市场的方案。方案

规定，欧盟28个成员国将形成统一的数字商品、资

本、内容和服务市场。其中，建立统一的欧洲数字

市场，将为欧洲公司挑战谷歌和脸书等美国企业提

供重要的制度性保护② 。

巧妙、灵活的产业政策也广泛存在于其他发达

经济体。新西兰是世界上公认的最自由的经济体之

一，但对核心战略产业、农牧业则实施强力的管制

性保护。猕猴桃出口由佳沛（Zespri）垄断，乳业则

由恒天然（Fonterra）垄断。事实上，恒天然本身就

是新西兰政府实施保护策略的产物。当年，新西兰

断然拒绝了瑞士雀巢在新西兰收购乳制品的要求，

而后发起了建立本国的奶农合作企业恒天然。加拿

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对具有战略意义的矿业与

能源产业实施严格的国家管制，至今都未有过放

松。

三、产业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健康的经济增长一般来说有两种态势，一种

是稳定增长，一种是跳跃式增长。稳定增长来自资

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数量的增长和劳动熟练程度

上升。在产业结构不变条件下，受制于资本回报率

递减等因素，经济总量不会出现突破性跳跃式发

展。明智有效的产业政策，有利于资源从低产出和

低收益部门流向更高产出和收益的部门，通过产业

结构转换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跳跃性增长。蛙跳与

稳定增长交替推动是后起国家实现追赶的一般性策

① [美]戴维 . 兰德斯. 国富国穷. 门洪华. 新华出版社. 2010. P331；赖纳特.富国为什
么富穷国为什么穷. 杨虎涛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P19

②见商务部. 欧盟公布统一数字市场战略[N]. 中国商务部网站 URL：http://www.
mofcom.gov.cn/article/i/jyjl/m/201505/20150500972234.shtml（2015-05-14/2016-1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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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世界经济发展史的成功案例也一再表明，创新

不仅取决于勇往直前的企业家精神，也取决于对真

正甘冒和承担风险企业家提供支持和保护的政府。

有效的明智的产业政策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

下，降低企业的创新风险或是提高企业的创新收

益。政府不断提升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水平，加大

基础科学投入是重要的，减少创新企业的时间空间

上的不确定性成本，提供更加充分的信息可能更加

重要。否则，企业宁可等死，也不会去甘冒风险地

去找死。因此，产业政策一旦成功能够带来长久的

外部性利益，因此政府乐于实施产业政策，即便产

业政策并不保证一定会成功①。

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所追求的是取得竞争强

势。不仅美国追求的核心产业的强势领先；西欧和

日本也长期致力于成为和保持一些行业的领导者，

没有听说它们在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韩国

在冲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实施重点产业支持

政策，在国际市场上与日本企业比综合性价比优

势，也没听说韩国在泡菜、稻米、海鱼方面寻求比

较优势的指引；欧洲中部的瑞士处于高纬度山区，

其著名的企业雀巢却因运营热带农产品食品（如咖

啡）而享誉世界，可见发达国家的经济成功并非一

般性地建立在比较优势上的，而是建立在竞争强势

上。与产业政策相匹配的是发达国家的贸易和投资

政策，其保护手段非常复杂和精密，在强化自身竞

争力的同时还要打击对手。中国遭受的数量巨大的

反倾销调查，足以证明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目标明

确、手段隐蔽、措施精准、效果显著，而投资保护

更是如此，中国在发达国家投资遭遇的不公正对

待，要比在贸易领域遭受的不公正对待更显常态。

这一切事实经历告诉我们，发达国家指导我们的理

论，自己是不用的。

简言之，很多经济学家批评政府之手，是因

为在配置资源方面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常常存在摩

擦，但政府之手的作用不仅仅是配置资源，还在垫

高弱势产业、保护本国经济和打破市场低水平均衡

方面发挥着市场之手无法代替的重要作用。客观地

说，经济发展既需要市场之手，也需要政府之手。

既然产业政策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

有如此多的中国经济学家会视而不见？一个可能的

解释是，与古典经济学不同，现代主流经济学最初

的理论并不是起源于对客观经济现象的观察并加以

抽象提炼出来的，而是在二战后一些天才的经济学

家依靠无以伦比的想象力和理想主义创造精神创造

出来的，其中，数理假设与经济假设并用得到严谨

的逻辑解，再返回现实寻找代理变量来寻求实证检

验，这样一个标准的研究方法存在着内生矛盾，引

发的是证实与证伪过程中的逻辑错误。原因在于实

证研究中的代理变量并不符合纯而又纯的数学与经

济学双重假设要求，要用不纯的现实去证明现实中

并不存在的纯粹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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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

为适应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近期国务院发

文，将服务外包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服务外包行

业将成为我国参与国际贸易、产业分工的重要组

成。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快速发展与政府扶持政策

密不可分，税收政策的引导作用尤为重要。

一、服务外包税收优惠政策及实施效应分析

（一）营改增后对服务外包业的增值税扶持

自2010年7月起，国家对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的企业，从事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

业税。“营改增”试点开始后，有关营业税的优惠

政策又被平移到了增值税政策中。2016年营改增全

面实施后，财税[2016]36号文件中规定了服务外包行

业的零税率服务项目，包括离岸服务外包业务、信

息系统服务等，这一政策降低了服务贸易的成本，

提升了国际竞争力，实现了与国际通行税制的接

优化服务外包产业的税收政策

黄 娟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重庆   401120）

[摘要] 在我国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驱动下，服务外包行业发展迅猛，“营改增”后，服务

外包产业税收优惠政策持续发挥效力。本文以南京市的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为例，探究现行服务外包业税

收政策、税收优惠实施的落地效果，同时分析服务外包业的发展现状，指出产业升级面临的困难，提出

改进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方向和路径，以进一步完善支撑服务外包行业运行的政策环境与财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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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增强了中国企业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 

（二）对服务外包产业的所得税扶持政策

小型微利企业占我国企业比重在80%以上，也

是服务外包企业可享受的所得税优惠的主要形式。

除了所得税政策外，软件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

惠政策，而南京市服务外包企业中，从事信息技术

外包的企业占70%以上，其中多数企业具备软件企业

资格。

对服务外包企业给予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

得税优惠主要是15%税率优惠，而四次调整的主要内

容是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条件的变化，包括三

个方面的调整内容：一是对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收

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由70%降到50%；二是离岸外包收

入由不低于50%降至不低于35%；三是取消了企业取

得有关国际资质认证的要求。

（三）现行服务外包产业税收优惠政策效应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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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政策文件规定内容来看，国家对服务外

包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远较其他行业更为宽松，如

政策享受条件不断放宽，管理层次下放市级，给予

地方较大自主权等，这些对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起

到促进作用。如南京市外包企业2008年不足300户、

外包执行额5.1亿美元，发展到2015年已近2000户、

外包执行额130亿美元。但与服务外包产业规模日益

壮大的现象不相称的是，2009年以来，与服务外包

企业对接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优惠数据却

显得极为“羞涩”，税收优惠政策惠及面很低，其

引导激励作用明显不足。

截至2014年底，南京市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

服务企业只有30户，仅占南京服务外包企业户数的

1.64%。2014年度全市也仅有11户企业申报享受技术

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减免2195.63万元，另有8户企

业申报其他优惠减免所得税1221.42万元。尤为“尴

尬”的是：虽经南京市主管部门多方努力，2015年

也仅有1户企业获得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

从近年来南京市外包产业发展及税收优惠执行

情况看，造成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优惠政策效应不

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优惠政策门槛高。享受优惠的限定条件设计

与我国外包企业发展的现状相去甚远，达到门槛的

企业偏少。此前国家已将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

条件中技术先进型服务收入占总收入比例从70%降低

到50%，离岸外包业务收入比例降至35%。但从南京

及苏州、无锡实际来看，服务外包企业离岸业务比

重仅占25%，即使承接离岸外包业务也多为境内转包

方式，承接一手单合同占比偏低。按市商务局2014

年调查，全市离岸外包业务收入比例在35%以上的企

业数占比不足5%。政策覆盖率低，实际执行效果不

佳也就难以避免。

2. 政策有效期短，导向功能不明显。技术先进

型服务企业所得税优惠，第一次试点政策执行期2.5

年，第二次在示范城市执行期5年，第三次又延期5

年。虽然按惯例，这一期限仍有可能延长，但短期

优惠和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影响了企业的积极性。印

度发展软件外包初期，就对服务外包业务进行了5免

5减半长达10年的税收优惠，随后通过特区政策再给

予10年的税收优惠；以色列对其自由出口加工区的

离岸外包活动甚至给予最长可达40年的免税待遇。

印度、以色列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领先全球，长期稳

定的税收政策扶持功不可没。

3. 优惠政策同斥性明显。按中国服务外包研究

中心2015年8月份的《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国际竞争力

调研分析》披露，我国服务外包的离岸业务主要集

中在信息技术外包（ITO）领域；其中软件研发及

外包业务为56.8%，信息技术研发服务外包业务为

27%，二者占服务外包的离岸业务的83.8%。南京市

外包企业中，ITO企业也在70%以上。此类企业多数

都具备软件企业资格，可以申请享受软件企业“两

免三减半”所得税优惠，部分企业还具备高新技术

企业资格，可以享受15%税率优惠。相比较而言，门

槛高且不确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招牌吸

引力并不大。

4. 直接优惠方式受制于企业经营成果，降低

了受惠面。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优惠税率属于直接

优惠方式，是针对企业的经营结果的减免税。但部

分已认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尚处于创办初期，经

营规模小，研发投入大，周期较长，企业亏损面较

大。如南京市2010～2011年，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

亏损面在50%以上。到2014年，亏损或因弥补亏损而

未享受15%税率优惠的企业也达37%。

二、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国际经济的复苏缓慢，国内商务成本的不断攀

升，服务外包产业的增速开始下滑，外包企业的发

展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　

（一）服务外包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由于人工工资、房屋价格持续上升等因素，中

国在成本上已经没有竞争优势，产业转移已经成为

中国近几年无法回避的问题。5年间，中国的人工成

本平均每年上升10%到15%，很多发包商已经转向马

来西亚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选择服务外包企业，对

国内的外包产业产生巨大的冲击。

（二）专业人才供给短缺

人才是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核心和关键要素，

对整个产业的升级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纵观国内

服务外包行业，真正具有高端研发、创新能力的人

才比例并不高，特别是精通专业外包技术又精通多

国语言的复合型人才更是奇缺。反观服务外包第一

大国印度，在从业人员当中，研究生以上专业人才

占50%以上。未来几年，人才缺口将成为服务外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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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挑战之一。

（三）多数服务外包企业利润率低

很多外包企业处于外包业务链的下端，缺少核

心技术，话语权、议价权不够，利润低薄。据江苏

省商务厅《2014江苏服务贸易发展研究报告》，江

苏省大多数服务外包企业承担的业务是以分段软件

开发、软硬件测试、数据录入等基础信息技术外包

（ITO）为主，而从事大的系统解决方案和大型系统

集成等高附加值的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

程外包业务（KPO）比重偏小。而按中国服务外包

研究中心2015年8月份的《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国际竞

争力调研分析》问卷调查结果，60%的服务外包企业

利润率在10%以下。　

三、优化服务外包税收政策的若干建议

从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趋势，及前

期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效应来看，现行促进服务外包

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仍存在完善空间。在用好用足

现有政策，发挥政策综合效应的同时，政策设计层

面，应考虑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针对问题，从扩大政策惠及面降低负担、提高研发

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有利人才培养与引进等方

面，有的放矢地提供税收政策扶持。    

（一）完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扩大受惠面

1. 将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优惠纳入高新技术企

业优惠范围，对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给予长期、稳

定的15%低税率优惠。在现行《企业所得税法》框架

下，新增长期行业优惠有立法局限，可行的办法是

将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优惠纳入高新技术企业优惠

范围。修改“高技术服务业”领域，将ITO、BPO、

KPO三类外包服务范围并入高技术服务业领域。同

时根据外包服务产业特点，设置相应的核心自主知

识产权和研发费用标准等认定条件。

如此，一方面可以化解不断降低离岸比例仍不

能有效提高外包企业受惠面的“尴尬”局面；另一

方面可解决单方面扶持离岸外包而“忽略”在岸外

包的不公正问题。同时，用“高技术服务”的高新

优惠取代“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优惠”更体现了对

“技术先进”的要求，促使服务外包产业向产业价

值链高端延伸发展。

将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优惠纳入高新技术企业

优惠范畴，不再强调离岸收入比例要求，可让更多

外包企业享受低税率优惠。更重要的是，税收优惠

扩大到在岸服务外包范畴，不仅有利于整合资源，

降低潜在发包企业的成本；也有利于服务外包企业

通过在岸外包业务，积累经验，提高技术成熟度；

更有利于国内服务外包企业间形成相对合作的内部

行业链。改变中国过去十几年外包行业分散严重局

面，更快地促进大型承包商形成，增强企业承接大

额合同的能力，增强与印度、拉美等大型外包供应

商的国际竞争力。

2. 用所得减免方式延续对离岸外包业务的税

收扶持。对符合条件的离岸外包业务所得，可以参

照技术转让所得优惠方式进行免征、减征企业所得

税。采用此种间接优惠的方式，将惠及所有离岸外

包企业，和离岸外包业务增值税零税率优惠一并产

生更可观的政策促进效应。

3. 打破现行的示范城市区域限制。《意见》已

明确将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数量从21个有序增加

到31个。此举虽有利于提高产业集中度、增强聚集

效应和国际竞争力，但却对其他地区服务外包企业

显失公平，既有悖于新所得税法公平原则，也不利

于服务外包企业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二、三线城市

发展业务，降低成本。

4. 明确技术先进的相关要求，促进企业加强研

发力度，增强国际竞争力与话语权。从南京近5年的

数据来看，外包企业在研发投入方面呈逐年增长态

势，但与高新企业和软件企业明确的研发投入要求

相比，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缺少量化的研发指标。

（二）恢复对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等所得减免

优惠政策

2008年施行的《企业所得法》中，取消了原税

法中对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技术承包

等技术性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的规定，仅保留技术

转让所得减免优惠政策。但按科技部《2013年全国

技术市场统计分析》，我国2013年度7469.13亿元的

技术合同成交额中，技术开发与技术服务作为技术

交易的主要形式，签订合同数与金额均占全国80%以

上。在继续对技术开发与技术服务交易实施增值税

减免的基础上，再恢复对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等所

得减免优惠政策，无疑将对技术外包市场带来强刺

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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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有利于促进外包企业人才培养与引

进的优惠政策

人才是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核心和关键要素。

但如前文所述，外包产业存在的人才问题是一方面

人才缺乏，另一方面在人才培养上却明显投入不

足。现行促进服务外包产业税收政策中，也缺少针

对人才的扶持政策。建议一是参照国家鼓励软件企

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对经认定的服务外包企业实际

发生的职工培训费用，可按实际发生额在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扣除。二是允许达到技术先进服务要求

的服务外包企业按2.5%比例计提职工教育经费并在

税前扣除。即在保底扣除2.5%比例基础上，对超出

部分据实扣除。如此不仅可保证企业对高技能人才

培训、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等经费需求，也会极

大增强职工教育费用扣除政策对企业的吸引力。三

是将目前高新企业的股权奖励个人所得税政策适用

于外包企业。

（四）提升外包企业财务核算与税收政策应用

水平

在放宽政策限制的同时，促进服务外包经济

发展和政策落实，也需要各级主管部门进一步完善

相关服务举措。要大力推进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

定工作。有针对性地做好服务外包相关税收政策宣

传和引导工作。重点做好尚未取得高新技术企业、

软件企业、重点软件企业等资质证书的各类软件开

发、服务企业的政策辅导和宣传工作，提高服务外

包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力，引导这些企业积极申请

办理技术先进型企业，以扩大服务外包税收优惠政

策的覆盖面。督促辅导外包企业完善财务核算水

平，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职工培训费用税前扣

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及研发人员股权激励等优惠

政策应用水平。在有效降低外包成本和税负的同

时，大力培养和吸引服务外包高端人才，提高核心

技术，增强国际、国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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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期以来，人们经常指责德国过于依赖制

造业，没有跟上以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发

展。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德国凭借强大的制造

业实力在全球经济中表现抢眼，让人不得不去探究

长盛不衰的“德国制造”究竟是如何练就的。

    一、“德国制造”的前世今生

在今天的世界市场上，“德国制造”的标签代

表着品质和信誉，然而谁能想到，曾几何时，“德

国制造”代表的是劣质而廉价的低档货。

历史上，与大多数后发工业化国家一样，德

国也曾走过“山寨”之路。德国于19世纪30年代才

开启工业革命序幕，由于资源禀赋和内部市场狭小

的制约，其工业产品只能向海外市场寻求出路。当

时，世界市场几乎已被先行工业化的英法等国瓜分

完毕，急于走上强国之路的德国人，只能以剽窃设

计、山寨产品、伪造商标等手段仿造别国产品，并

依靠压低工人工资、延长工人工时造就的价格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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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德国制造”之所以在全球市场保持强大竞争力，职业教育、“隐形冠军”和工匠精神的支撑

作用功不可没。当前我国制造业总体而言大而欠强，在坚持制造业立国的同时，要从加强创新能力建设，

加快职业教育优化升级和培育工匠精神三方面入手，夯实做强中国制造业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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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通过廉价倾销冲击市场。

来自德国的粗制滥造的廉价乃至冒牌产品，对

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造成巨大冲击。1887年4月，

英国政府对原先的《商标法》进行修改，规定所有

外国产品，无论来自哪个国家，如有可能与英国本

土产品混淆，在进入英国本土或其殖民地市场时都

必须贴上“made in……”的标记。表面上看，英国

《商标法》的修改貌似针对所有国家，但实际上却

是专门为德国量身定做。英国试图以这种带有羞辱

意味的法律，将当时劣质的德国货与优质的英国货

区分开。“德国制造”这个最初带有耻辱意味的标

签由此诞生。

不过，英国《商标法》的修改并没有给“德

国制造”造成太大冲击。在此之前，德国“机构动

力学之父”勒洛就曾在美国费城第六届世界博览会

上，批评德国产品价廉质劣，在德国内外引发巨大

震动。从那个时候起，感受到莫大耻辱的德国工业

界开始清醒：占领市场不能靠产品的廉价，而是要

靠产品的质量。之后，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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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去竞争”作为座右铭，通过对产品质量近乎严

苛的追求，最终使“德国制造”的品质超越了“英

国制造”。

二、“德国制造”的三个维度

在漫长而艰难的制造业立国之路上，“德国制

造”从耻辱到骄傲的蜕变以及德国制造业强大实力

的形成并非偶然，我们可以从职业教育、隐形冠军

和工匠精神三个维度来观察。  

1. 职业教育——“德国制造”的人才基石

“德国制造”的成功就离不开高水准的技术工

人。作为一个资源较为贫乏的工业国家，德国政府

认识到，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必须依赖受过良好教育

的技术工人，而这正有赖于德国发达的职业教育。

德国的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

早在13世纪，德国手工业就已发展出50多种细分工

种，建立起“师傅带学徒”的学徒制匠人培养模

式。中世纪晚期，德国引入“学徒、熟练工、师

傅”的匠人分级制度，并以成文条例的形式确定

下，要求匠人须考取专业资格证或申请专利才可以

从业。17、18世纪，德国进入手工业兴盛的资本主

义萌芽时期，这个时候成为匠人要历经三个阶段：

一是跟着师傅当学徒，二是满师后外出漫游，三是

自行为师带徒弟。进入近现代，德国职业教育的最

大特色就是“双轨制”职业教育的建立，即由学校

和企业联合开展职业教育。其中学校为“一轨”，

负责教授专业理论知识；企业为另“一轨”，负责

安排学生到一线实习和培训。

在推广“双轨制”职业教育过程中，德国政府

针对350多种职业制定毕业考核标准，以确保职业教

育和技术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同时，技术工人在德

国还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优厚的职业收入和广阔

的职业上升空间。因而目前在德国，约有70%的青少

年在中学毕业后会接受“双轨制”职业教育。正是

这些高素质的技术工人把研发蓝图变成精美产品投

放市场，助力“德国制造”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

树立起无以伦比的品牌和信誉。

2. 隐形冠军——“德国制造”的竞争力基石

提到“德国制造”，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西门

子、大众等全球知名大企业，但实际上，数量位居

全球之冠的“隐形冠军”才是“德国制造”的真正

竞争力所处。

从1986年起，“隐形冠军之父”赫尔曼 . 西蒙

就注意到：德国出口贸易乃至整体经济的强大竞争

力，主要得益于中小公司，特别是一些在全球市场

上处于领先地位却不太为公众所知的中小企业。他

将这类中小企业称为“隐形冠军”，并制定出三条

衡量标准：一是市场份额在全球市场排名前三，或

在所在大洲排名第一；二是年营业收入不超过50亿

美元；三是社会知名度较低。德国是名副其实的

“隐形冠军”之国，据西蒙统计，全球目前有2734

家“隐形冠军”，其中德国就有1307家，占总数的

47%；位列第二的美国，只有366家。德国的这些

“隐形冠军”都是所在产品领域的全球市场领导

者。它们专注于某些狭小市场，对所从事的行业求

深不求宽，从一个看似不太起眼的细分市场开始

“深耕”，不断通过积累技术和产品优势，最终在

全球范围内成为行业领跑者。

没有企业能够靠模仿而成为全球市场领导者。

德国的“隐形冠军”之所以成为“德国制造”的竞

争力基石，是因为它们都具有非凡的创新能力，是

各自领域不可或缺的核心技术拥有者，手中掌握着

其他企业无法替代的“秘密武器”。在这个基础

上，它们才能实施价值驱动型而非价格驱动型发展

战略，通过占据产业价值链的顶端来避免价格战

并保持长盛不衰的竞争力优势。加大研发投入是

实现创新的开始，德国“隐形冠军”们的研发开支

是普通工业企业的两倍之多。但更重要的是“隐形

冠军”的研发产出，“隐形冠军”中每千名员工拥

有的专利权数，是专利密集型大公司的五倍（31：

6）。德国联邦专利商标局的年度统计显示，在专利

申请量位居德国前50位的企业中，“隐形冠军”一

直都占1/3的比例。

自1995年起，德国的“隐形冠军”以年均10%

的速度成长，如今已是20年前的6倍多。20多年来，

1300多家德国“隐形冠军”创造出超过150万个新工

作岗位，就营业收入来说，这些“隐形冠军”中产

生了约220位亿万（欧元）富翁。

3. 工匠精神——“德国制造”的文化基石

工匠精神意味着专注与敬业，意味着精益求

精、精雕细琢，更意味着对标准与规则的尊重与恪

守，对高品质产品的责任感与自豪感。工匠精神在

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但像德国这样历经数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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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培育和积淀，将其内化为整体民族文化和民族性

格一部分的却并不多见。

德国“工匠精神”的铸就，既有文化方面的传

承，更有制度方面的保证。早在中世纪，由于基督

教文化的影响，德国匠人将所从事的职业视为上帝

授予自己的天职，做好这份营生不只是为了赚钱，

更是对上帝最好的侍奉。在这种强烈宗教责任的感

召下，他们对自己的职业怀有始终如一的热爱，甘

愿奉献终生；对自己的产品有着止于至善的追求，

追求品质的完美与极致。时移势易，工业化取代了

小作坊，但“手艺人”的基本精神没有变。即便是

在眼球经济、互联网思维等新经济大潮的冲击下，

德国人依旧坚守着埋头苦干、专注踏实的工匠精

神。

当然，如果只将德国“工匠精神”的形成和

传承归于其民族文化有失偏颇，其中的制度因素同

样不可忽视。一方面，德国通过行业自律和政府规

制，营造“工匠精神”传承的内部小环境。德国制

造业有行业自律的历史传统。中世纪的德国手工业

匠人就已结成各种行会，并制定出一些规章制度确

保本行业匠人“要对货物质量负责”，“要抱有不

卖次货的雄心”。在行会看来，这是本行业匠人的

道德义务、社会责任和职业荣誉所在。如今德国政

府也在借助各种行业组织，建立起严谨的工业标准

和质量认证体系，并通过监管和处罚严格的政府规

制来确保标准的执行。另一方面，德国制定有严密

的专利法、商标法、竞争法等法律，通过维护公平

竞争的市场环境，营造“工匠精神”传承的外部大

环境。一个市场上，如果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者得不

到有效监管和惩罚，就会形成劣币淘汰良币的市场

环境，行业从业者也就会丧失坚守“工匠精神”的

热情与土壤。

三、“德国制造”带给中国的启示

近200年来，德国始终坚持以制造业为立国之

本，凭借其严谨和坚持成就了享誉全球的“德国制

造”。“德国制造”的成功，给中国的产业发展带

来诸多启示。

1. 避免盲目跟风新概念，坚持以制造业为立国

之本

在产业发展上，一根筋的德国人凭借对制造

业的专注与执着，避免了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经济衰

退。2008年金融危机前，产业空心化趋势在欧美发

达国家普遍显现，主要表现为：制造业向外转移，

工业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下降，金融、房地产、服

务业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上升。与其他发达

国家相比，制造业在德国GDP中的比重的确要高得

多，因而人们经常批评德国过于依赖制造业，认为

这拖累了其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转变。但德国

经济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却让这些批评统统闭

嘴。脚踏实地以制造业立国的德国经济，不只在全

球金融危机中维持强劲增长，其失业率也不到英

国、西班牙等国家的一半。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中国经

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各地都在急于寻找新的经

济增长点。在“贪新求洋”的心态下，一些地方开

始瞧不上制造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认为其不具有

吸引资本和市场青睐的概念魅力。尤其是在出口萎

缩，制造业发展面临较大困难的情况下，以互联网

概念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更是异军突起，成为各地竞

相发展的香饽饽。然而纵观中国产业发展的历程，

各种时髦概念潮起潮落，各领风骚三两年，但在大

潮退去之后，留下的往往是跟风失败者的累累尸

骨。因此在产业发展上，我们应保持一份清醒与定

性，不在浮躁的氛围中迷失方向，坚持制造业在经

济中的核心和基础地位。

 2. 从创新、人才和文化三方面着手，夯实做强

中国制造业的根基

以“隐形冠军”为代表的德国制造企业的实

力，不在于企业之大，而在于企业之强，而之所以

强，就在于其拥有的创新能力、技术工人和工匠精

神。随着发展形势的变化，中国制造业必定要超越

最初的粗放式发展阶段，向更高层次的制造业发展

阶段过渡，这三方面要素的培育必不可少。

 一是通过创新能力建设，为中国制造业向产

业价值链的上游乃至顶端发展，提供核心竞争力支

撑。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快科技创新体系的

构建，建立起贯通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的创新

生态系统，着力培育一批具有核心技术竞争力的制

造业企业和代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趋势的新兴制

造业。另一方面，要树立一个观念，那就是“没有

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技术”。通过创新，运用

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趋于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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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的传统制造业逆向回归，创造出新的产业发展空

间，是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尤其是对

于传统制造业比重还很大的中国而言，在这方面仍

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其实，德国的诸多“隐形

冠军”也并非都从事所谓的高精尖行业，例如德国

伍尔特公司自1945年成立以来就专注生产单一产品

——螺丝，但它们依靠创新能力创造出属于自己独

特技术、工艺和零部件，从而成为行业翘楚。

二是加快职业教育的优化升级，为做强中国

制造业提供技术人才支撑。首先是做好技能人才培

养专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要因应未来中国制造业升

级和经济转型的要求，有前瞻性地布局和发展相关

技能专业的职业教育，构建起与中国制造业升级版

相适应的技能人才培养专业结构。其次，是要做好

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升级。吸收和借鉴德国等

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先进模式和经验，建立和完善

以企业为主体、职业院校为基础、校企合作为主要

模式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最后，要做好技能人才

培养质量的优化升级。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要以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构建起以“厚基础、精专

业、强能力”为内涵的技能人才质量培养模式，建

立和健全技能人才的考核和认证体系。

三是大力提倡和培育工匠精神，为做强中国制

造业提供文化支撑。在“德国制造”高品质表象的

背后，有着深厚的内在文化基因，那就是今天我们

大力提倡的工匠精神。不容否认，中国的文化传统

中也自有其工匠精神的传承，但时至今日我们又大

声疾呼工匠精神的回归，从一个侧面说明工匠精神

在中国存在和传承的土壤和环境出现了问题。我们

要借鉴德国工匠精神培育和传承的经验，不单是从

精神文化层面鼓励和提倡工匠精神，更要从制度层

面入手，为坚守和传承工匠精神的匠人和企业提供

保障。最重要的是通过市场监管法规的完善和严格

执行，让工匠精神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发挥出

其应有的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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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8号，中俄两国首脑共同签署《关于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

联合声明》，使这一由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俱

乐部力挺的学术主张从学术探讨层面上升到国家战

略层面①。“一带一盟”战略对接作为一项国际间

的战略合作，不仅涉及到中俄间战略利益协调的问

题、欧亚大陆战略融合的问题，还涉及到沿线国家

的利益诉求问题。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以“五通”为内容，构

建了其政策框架，而欧亚经济联盟是以关税同盟与

  中俄“一带一盟”战略对接框架

  杨文兰

（内蒙古财经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摘要] 由中国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同为欧亚大陆的经济发展

战略，二者在战略利益上趋同，在地域辐射空间上有重叠，在经济合作内容上有交叉。两大战略对接应

以互联互通及要素流动为基础，以经贸发展与产能合作为着力点，以项目合作与金融支持为手段，以平

台搭建与合理的制度安排为保障，构建起“一带一盟”战略对接的框架体系，这对深化欧亚各国经贸发

展与产业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一带一盟”   丝绸之路经济带   欧亚经济联盟   战略对接   框架体系 

[中图分类号]  F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1-0088-03

[基金项目] 2016年度内蒙古财经大学“中蒙俄经贸合作与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协同创新中心”重

点招标课题：“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战略对接框架下中俄产能合作问题研究（2016zmez03）及

后期资助项目“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蒙俄跨境电商物流协作创新发展研究” （2016zmeh01）；2015年度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边疆民族地区开放发展与丝绸之路经济建设研究”（15XMZ082）；内蒙古与蒙俄产

业对接保障问题研究（编号2016ZJD020）；2016年度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科研究基地专项课题

（重点项目）。

[作者简介] 杨文兰（1969 — ），女，河北阜平人，内蒙古财经大学“中蒙俄经贸合作与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

构建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商务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俄蒙对外经济关系等。

统一经济空间为基础，实现经济联盟内部的资本、

劳动力、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两大战略都立足

于欧亚大陆，强调经贸发展，都涉及要素的自由流

动。因此，两大战略对接要本着“求同存异”原

则，从战略对接的基础出发，探究两大战略对接的

着力点及突破点。 

① 瓦尔代国际俱乐部成立于2004年9月份，由俄罗斯新闻社、外交与国际委员会、
《莫斯科时报》等机构发起的组织，是莫斯科为国际知名的俄问题专家和学者举办的专
业聚会，具有强烈的普京色彩。是俄罗斯精英阶层决策构思的重要窗口。

CHINA  OPENING  JOURNAL
开放导报2017年2月

第1期  总第190期
February    2017

No.1  Total  No.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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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互通与要素流动：
“一带一盟”战略对接的基础

欧亚大陆，特别是“中亚地区”，号称欧亚大

陆经济发展的“凹陷带”或“塌陷区”，其东部是

活跃的东亚经济圈，西部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重

要的地缘优势及丰富的能源资源，成为众多国家竞

争的主要目标。中国倡导的东西战略——丝绸之路

经济带建设及俄罗斯主导的南北战略——欧亚经济

联盟，东西战略与南北战略的交点恰恰就是中亚地

区。两大战略对接通过“互联互通”，实现要素的

充分流动，将形成战略对接的基础。

1. 互联互通。内涵包括两方面：一是互联。

边境毗邻的国家存在“互联”的自然基础，这种互

联是以毗邻国家间良好的政治关系为前提的。“丝

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我国与欧亚国家间的“互

联”由概念上升到了内容；由毗邻国家扩展到了

“相望国家”；由自然联系上升到经济融合。特别

是这种“互联”已由单个国家的毗邻关系扩展到国

家间发展战略的衔接。二是互通。我国丝绸之路经

济带战略的核心内容是“五通”，其中政策沟通是

桥梁、设施联通是基础、贸易畅通是目的、货币流

通是媒介、民心相通是保障。在“一带一盟”战略

对接中“五通”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 要素流动。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素既

有自然的禀赋，也有后天的积累。在“一带一盟”

战略对接下，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要素在中国

与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的畅通，充分发挥要素互补的作

用，实现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各国在能源勘探、开采

及加工、农业种植、纺织行业、钢铁、化工、机电产

品生产等相关行业的合作与发展，共同促进各国在复

杂国内国际环境下经济恢复与发展。

  二、经贸发展与产能合作：
“一带一盟”战略对接的着力点

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的战

略选择是“走出去”，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是通过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另一

方面通过“走出去”战略实施，实现对外产能合

作。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框

架下，加强成员国间的经贸发展与产能合作，也必

将成为两大战略对接的着力点

1. 经贸发展。中国与欧亚各国要素禀赋不同，

经济结构互补，有贸易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特别是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

国不断密切与欧亚各国的经贸关系。中国连续5年为

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俄罗斯连续多年也位列我

国前十大贸易伙伴行列（2015年除外）；中国是哈

萨克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是白俄罗斯在亚洲国家

最大的贸易伙伴。

2. 产能合作。欧亚联盟成员国大都能源资源

丰富，但产业发展相对落后，特别是在装备制造、

轻纺工业发展方面严重滞后，与中国产业形成了互

补。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

接中，将产能合作作为对接的着力点，完全符合相

关国家的利益诉求。目前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各成

员国间的产能合作成效显著。

三、项目合作与金融支持：
“一带一盟”战略对接的手段

“一带一盟”战略对接从理论上已获得了相关

国家的认可，但如何对接，目前仍然处于不断探索

阶段。基于中国与欧亚联盟各国要素禀赋不同、产

业结构互补、产能错位发展的客观事实，本文认为

“一带一盟”战略对接应以“项目”合作为突破，

以金融支持为后盾，使其成为“一带一盟”战略对

接的强有力的手段，不断促进与深化中国与欧亚经

济联盟国家间的合作。

在“一带一路”战略倡议下，中国与包括欧亚

经济联盟成员国在内的沿线国家在项目合作方面不

断突破，在深化双边与多边合作关系的同时，也为

“一带一盟”战略对接奠定了基础。

战略对接、项目突破、产能合作都离不开中国

雄厚的资金支持，在“一带一盟”战略对接中，除

了中国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外，还有丝路基金

与亚投行的资金支持，成为“一带一盟”战略对接

的坚强后盾。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将成为利用我国资金实力直接支持“一带一盟”建

设的有力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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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台搭建与制度安排：
“一带一盟”战略对接的保障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战略对接，涉

及欧亚大陆众多国家，各国利益诉求存在差异，因

此，建立利益协调平台，形成有效的交流机制尤为

必要。

（一）搭建合作平台

上合组织的成员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及欧亚经

济联盟的主要成员国，其发展宗旨与两大战略不谋

而合。除此之外，“一带一盟”战略还应搭建以下

平台，第一，学者间对话平台，比如定期举办高峰

论坛。第二，综合交流平台，包括政府、企业及学

者间的交流平台，充实并深化对接内容。第三，融

资平台，“一带一盟”战略对接仅依靠丝路基金及

亚投行资金远远不够，基于此，应将所有国家的私

人资金吸纳进来为沿线国家提供融资。 

（二）制度安排

“一带一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涉及

众多国家，其经济发展层次不同，相互关系各异，

利益诉求互不相同，两大战略对接不可避免地会面

临许多问题及挑战，为此，相关国家应以创新的制

度安排来规避战略对接所带来的问题与风险。

第一，建立中俄两国作为主导国的交流机制。

中国是丝绸之路的倡议国，俄罗斯是欧亚经济联盟

的主导国。中俄作为战略对接中两个最大的国家，其

地位不言而喻。在战略对接中，中俄关系的发展可以

说左右着战略对接的走向。因此，中俄两国应建立双

边国家间的交流机制，发挥两国的引领作用。

第二，确立“风险分担、利益共享”原则。战

略对接将欧亚大陆国家连接成了一个整体，特别是

在互联互通、项目推进及产能合作方面，要分担和

共享，这也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原则。

第三，形成开放、包容及均衡的发展理念。

将“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理念移植到“一带一盟”

战略对接中，打破欧亚大陆固有的有形藩篱，畅通

欧亚各国无形的思想藩篱。以创新合作模式，让和

谐、友谊、包容的发展理念在欧亚大陆生根发芽。

总之， “一带一盟”战略对接是一项系统的工

程，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一带一盟”战略对接应

以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促进

要素充分流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以产能合作

为抓手，以项目对接为突破，实现经贸关系的快速

发展；通过搭建合作平台，提供金融服务，形成有

效机制来协调欧亚各国关系，以促进欧亚各国经济

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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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 述

众所周知，自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以

来，随着中央实施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

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本文的分析就

是基于这个阶段宏观经济增长的若干现象。

考察宏观国民经济增长，出于不同的视角也就

有不同的方法。本文关注于总投资、广义货币M2和

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及其经济意

义的解释。

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M2变动不仅受实体经

济状况诸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货币管理者货

近20年中国经济增长轨迹分析

      —— 兼论相对低速增长期经济稳定的双重条件

朱小平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上海   200060）

[摘要] 本文对近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广义货币量M2及固定资产投资、房屋

建设投资等项指标的相互关系，作了模拟性趋势分析，说明M2总量与社会总负债密切相关。由数据模拟

分析，近20年，由固定资产投资、房屋建设投资共同推动的增长可分为四个阶段。相对低速的经济增长

期宏观债务稳定性需有双重条件，即中国经济在相对低速增长期若是稳定的，则在宏观上可观测到的必

要条件，就是M2/GDP比率不再持续上升。

[关键词] 经济增长   轨迹   20年   问题

[中图分类号] F1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1-0091-06

[作者简介] 朱小平（1954 — ），重庆江津人，1980年代在江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从事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研

究、咨询。任首届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1990年代以来从事民营企业的改革与发展的研究、咨询。2011年受

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2016年受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特约高级研究员。研究方向：基础

经济学及历史。

币政策的重大影响。虽然作为货币管理者即作为中

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并不是经济政策的最高决策

者，但人民银行无疑是货币政策的唯一发布者与最

高执行者。特别是1995年首次颁布《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即中央银行法）以来，中国

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与职能得到清晰的界

定，其独立性大大加强。因此本文分析的时间段即

以1995年为起点，以2014年为终点①。 

① 由于本文写作时国家统计局尚未公布2015年的相关统计数字，故本文大部分内
容的分析未包含2015年以后的状况。附带说明，为节约篇幅本文不详述近20年来的经济
政策方面的演变及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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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投资作用是决

定性的。而投资主要就是固定资产投资与房屋建设

（包括城镇房地产开发在内）这两大类活动。所

以，这里采用了两个指标用于表示投资活动：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全社会房建面积。前者采用统计

局发布的数值，而“全社会房建面积”则是统计局

发布的“全社会房屋建设面积”与PPI价格指数（以

1995为100）的乘积。由于国家统计局没有发布类

似“全社会房屋建设投资”这样的指标，故这里用

“全社会房屋建设面积”与PPI价格指数乘积近似表

示“全社会房屋建设投资”的经济意义。数值来源

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页（下同）。

有几个需注意的现象。第一，2004以后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曲线位于GDP核算中的新增固定资

产投资曲线的上方，与其形成剪刀差形状。这里的

GDP指标均指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第二，

2013年之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新增固定资

产投资曲线总是在GDP核算中的“新增固定资产投

资”曲线的下方，从2013年开始全社会新增固定资

产投资曲线位于GDP核算中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曲

线的上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统计口径上

的，也有增长模式上的。从统计口径上讲，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是资金开支性质的统计指标，GDP核

算中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则是资本形成性质的统计

指标。这两个统计指标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居民、

企业或政府部门凡当年用于固定资产添置、建造的

资金开支（包括借贷利息开支）都属于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统计科目。而从理论上讲，GDP核算中的

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仅指当年形成的固定资产。特别

的，用于固定资产建造的土地使用权方面的资金投

入也都被计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但是土地类费

用开支不包括在GDP核算中的资本形成里，类似的

还有投资借贷的利息开支。

“当年形成的固定资产”如何来具体界定又是

有困难的。因此GDP核算中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实际是依据宏观经济学收入核算理论中的总储蓄

恒等于总资本形成的关系核算出GDP中的资本形成

后，再减去存货变动才能核算出来。当年总储蓄、

存货变动这两个指标都是可以由直接统计来得到

的，所以，GDP核算中的资本形成以及其中的新增

固定资产投资在统计得到GDP的总数值后，就都能

被核算出来。很显然的，就是企业当年用于固定资

产类的投资开支并不表示就是当年形成的固定资产

数量。由于投资建设存在的时间周期，当年形成的

固定资产往往是前几年已列支的固定资产开支使用

的结果。因此，全社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与GDP核

算中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两者意义不同，既不能完

全相等也不可能保持有恒定的比例关系，只能在变

动趋势上保持一致。但是从经济行为上讲，全社会

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又是GDP核算中的新增固定资产

投资的动因与来源。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可

以从投资对于GDP增长的推动效率退化来给出一个

解释。

2008年以前，M0指数基本上跟随GDP指数同

步上升。2008年以后，M0指数滞后于GDP指数的

增长。图形上两者形成的剪刀差越来越大。其次，

2010年以前M1、M2指数间基本上也是同步增长的，

2010年以后，M1指数就比M2指数增长慢得多。

1993～1994年出现CPI高增长后，随之而来的紧

缩又使CPI指数在2000年前后有一段负增长，自2003

年后才呈现温和上涨。所以，从整个时期来讲，CPI

指数累积总效果近似为零，不用考虑。

二、波动模拟与阶段分析

指标M0/GDP、M1/GDP在时间段里变动幅度相

对较小，M2/GDP则有显著变动。长期模拟则是利用

生产函数模型。由于任何函数曲线都可以用多项式

来逼近。所以可用时间为变量的不同次数的高次多

项式，来模拟原始数据内涵的短期波动性。

与计量经济学的预测模型不同，短期模拟关注

于原始数据内在的波动性与模拟曲线波动性的几何

相似，而非数值准确性。几何相似的意义就是原始

数据曲线与模拟曲线之间应当是“峰、峰对应”、

“谷、谷对应”。模拟效果，个别时间点上的数值

误差虽然很大，但整体上基本满足了“峰、峰对

应”、“谷、谷对应”的要求。

以平滑后的名义量值年同比增长速率度量，

GDP在2000～2013年间处于高速增长期，其速率超

过每年10%。而M2供应量的增长则始终以每年10%

以上的速率增长，2008～2011年间受应对美国次贷

危机而实施的扩张政策（俗称“四万亿”）的影

响，M2增长速率有一个峰值期（超过20%）。因此

比率M2/GDP的变动（即M2增长速率减去GDP增长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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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除了2004～2007年间是负数值外，其他年份

都是正数值。从而，比率M2/GDP长期看来其趋势就

是一直在上升。

融资行为主要是为投资服务的。由于投资者

的自有资金往往少于他的投资项目所需资金、持有

资金者所有的资金量往往多于他的资金使用需求，

由金融部门做为中介完成富余资金持有者的资金向

投资者借贷融通，现代社会的大多数投资才可能实

施。而在由商业银行体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现代金

融部门中，由这样的投资—融资行为，就会在商业

银行体系中内生地创造出信用货币（存款）M2。M2

总量与融资借贷总量及融资借贷方式有密切关系。

因此M2总量中由很大部分不是交易类货币而是支付

类货币，所以不能将M2/GDP指标看成是交易类货币

构造出来的马歇尔k值。否则会造成“货币迷失”问

题，即M2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率远高于GDP的增长

速度，却没有引起恶性通货膨胀的现象。但是没有

办法来区分M2总量中交易类货币、支付类货币各占

多少，这两类货币之间也不存在大致上会固定的比

例。

然而很显然的是延着M2→M1→M0的顺序，货

币的支付属性降低、交易属性上升。因此比较M2、

M1、M0三者与GDP比率的关系，可见M1/GDP、M0/

GDP比率在2000年以来基本保持稳定。2014年的M2/

GDP指标减去M1/GDP指标的差值约比1996年的数值

增加一倍以上。比率M2/GDP要比M1/GDP的增长快

得多。所以大体上说，M2/GDP比率的上升主要是由

投融资行为推动的。

除去融资借贷行为在银行体内部产生M2增量

以外，由每年的净出口和进入中国的外商投资在央

行、商业银行兑换成人民币，由此产生了银行体系

中的“外汇占款”的增量也是M2的重要来源。

由于商业银行体系内生的广义货币不是央行的

货币发行，所以不能够简单地将M2总量说成就是央

行的货币发行。但商业银行体系内生广义货币数量

的能力又受到央行（银监会）执行的宏观货币政策

（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及贷款总规模等）的控制，

M2的增长速率就是由央行决定的。M2的来源主要就

是外汇占款与银行体系的内生货币信用。由于货币

信用的一个度量指标就是债务数量，所以M2增量也

就是债务数量的一项间接性的指标。

投资与M2以及M2/GDP比率的速率关系，以不

变价计的GDP指数看，2003～2009年期间是高速

（≥10%）增长期，而以名义值计的支出法GDP（指

数）看，2000～2013年是高速增长期。

可以将近20年来的经济增长划分为四个阶段。

1995～2000年投资决定期；2001～2005年投资拉动

期；2006～2012年投资率递减期；2013年以来进入

投资效率劣化。

投资决定期中，比率M2/GDP波动几乎完全是

两个投资指标的波动的加权平均所决定。投资拉动

期中，GDP增长主要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超高

速增长所拉动。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超高速增

长相比较，在这一阶段里，包括商品房地产投资在

内的全社会房建面积投资的增长速率明显低的多，

而GDP增长则是加速的，所以比率M2/GDP有降低的

趋势，并且在GDP增长速率达到最高点时，比率M2/

GDP的增长速率达到最低点为负数值。在此之后，

投资效率开始逐步递减。

在投资效率递减期，M2增长速率继续加速，

GDP不变价指数增长速率则逐步减速。投资指标中

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M2增速的加速（即

“四万亿”效应）下继续维持高位，但2009年以后

快速递减，而全社会房建面积投资的增速却逐步加

速，并在其后维持高位速率，国民经济增长动力中

房地产投资因素日益堪重呈双投资因素推动，比率

M2/GDP的增速从最低点调头向上。

自2012年下半年以来，两个投资指标的增速先

后失速，也就拉低了GDP增长速率，导致M2增速随

之递减，国民经济事实上进入了投资效率劣化的阶

段。在这一阶段中，除去M2/GDP比率增长速率具上

升趋势外，其他速率型指标都是递减的趋势。这就

是投资效率劣化的典型标志。

上文已经说明M2总量中包含有很大部分是融资

行为决定的商业银行体系内生的信用货币，因此在

资产负债表上对应于生息债务。所以M2/GDP比率不

可能无限上升，否则，最终日益庞大的巨量M2中对

应的生息债务产生的巨量利息负担，必定要压垮国

民经济的正常循环状态，债务链崩断，爆发金融危

机强制性清算债务的时刻就要到来。虽然并没有一

个理论方法能够精确地给出金融危机出现的条件与

时间点，但上述内在机制的存在无疑是确定的。因

此，一个能够在债务循环上长期保持稳定的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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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其必要条件就是M2/GDP比率能够保持稳定，

也就是说，M2/GDP比率增长速率长期平均应该接

近为零。当然，就中国原先所处的发展中状态讲，

M2/GDP比率随经济增长而上升具有合理性，因为经

济体系的货币化程度在不断提高、金融体系的深化

也在不断提高。这是良性的发展状态。在这个良性

状态中，应该看到的就是投资效率在提高或者至少

保持稳定的投资效率。所以以这样的要求来检验，

1995～2004年中国经济符合这个良性的发展状态。

这也是虽然M2/GDP比率增长速度在这一时段里是很

高的，但由于GDP增长速率能够维持高位并加速，

所以，它保证了M2/GDP指标增长最后向下得到一定

的修正。这也是经济增长此阶段与其后阶段的重要

区别所在。

三、长期趋势分析

在作长期分析时，假设了GDP、M2都是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和全社会房建面积这两个投资指标的

函数，并用可变系数的CES生产函数对其做长期模

拟。利用生产函数可以将长期趋势分解为随时间变

动的部分和经济规模扩大效应的部分。

 图1是对比率M2/GDP增长率的模拟，其中长

期变动趋势曲线是模拟曲线，时间趋势是可变系数

的CES生产函数的系数随时间的变动曲线，规模效

应曲线表示可变系数的生产函数的经济规模部分的

影响。模拟的拟合系数分别为.9737（M2）和.9731

（GDP），是很有效的。这也就说明中国经济近20

年来的增长确实可以用投资行为来描述。

由图可见，时间累积效应曲线始终是正数值，

规模经济效应则始终是负数值，两者迭加的综合效

应则始终是正数值。图2则是更简洁地表示图1的关

系。 

时间累积效应曲线是正数值表示国民经济体系

在投融资行为上，具有累积性的融资依赖性。它说

明随着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和金融的深化，融资路径

会累积性地加长加深，国民经济增长日益依赖债务

融资的更快速增长。因此，在宏观统计上会表示出

M2/GDP指标随时间延续而不断上升。规模经济效应

是负数值表示随国民经济总规模的增长，投融资的

产出效率的提升，从而在资金的使用上，会有宏观

节约效应。负数值规模经济效应对M2/GDP指标的增

长又产生抑制作用。因此，M2/GDP指标随时间延续

以多快的速率上升，取决于这两个效应的迭加。从

模拟的结果看，平均地讲，时间累积效应是M2/GDP

每年上升7.19%，规模经济效应则是M2/GDP每年减

小2.16%，迭加效果就是M2/GDP约每年上升5%。应

当注意这是一个相当快的上升速度。

图1  长期变动模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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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见，这两个效应数值上的最小值度发

生在2005年中前后。在2005之前，这两个效应呈减

小的曲势，自2005年以来，两个效应的曲线均调头

向上，并且，在2013年以来，两者均快速上升。与

短期波动所标现的情形一致，长期来看，2013年以

来的投资推动GDP增长的效率明显劣质化了。两个

效应曲线近年来的上升，显示了原先国民经济完全

依赖投资推动的增长方式已经接近极限，否则，由

于M2/GDP指标进入快速增长的阶段，若继续完全依

赖债务—投资推动的增长，则或迟或早会遭遇社会

总债务循环不可为继的约束边界。其约束性的内在

经济宏观机制，就是M2总量的增长总伴随着社会总

负债相应的增长（虽然不一定完全成固定比例），

因此，当M2总量的增长比GDP增长更快推动M2/GDP

指标快速上升，就表示每单位国民收入的产出依赖

越来越大的债务融资投入。如图3所示，中国经济增

长近年来GDP增长率、负债率增长率出现一个劣质

性交叉。

M2/GDP指标上升速率通常要显著高于可能的

利息率下降的速率，并且，利息率下降通常存在下

限，最终产出每单位国民收入就需支付越来越大的

债务付息。这也就是说按生产要素收入构成的国民

总收入中支付的利息收入部分的比重，会随M2/GDP

指标快速增长而提高，于是国民总收入中其他的要

素收入部分：工资、利润等必受到日益挤压，国民

经济增长就日益劣质化了，其最终后果只能是趋向

经济循环遭遇无法承担如此之高的债务总量而被迫

进行债务清算。

再若从开放的视角来分析，由于中国经济具有

不可逆的开放度，就要受到国际市场外部条件的约

束。在国内原有的以投资推动GDP增长的效率递减

时，若继续用宽松货币政策支持大规模投资，经济

就会进入宏观研究中最忌讳的一个状态，就是所谓

的米德冲突。以稳定汇率为目标，采取资本观值，

图2  长期变动模拟之二

来源：华尔街见闻

图3  中国GDP增速下行、负债爆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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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扩大货币投放，刺激房地产链等措施，短线似乎

贬值预期和资本外流收敛、但国内资产价格以上

升，最终导致米德冲突：即资产通胀再起导致生产

成本高企，国内投资回报率会以更快的速率下坠；

衰退性顺差萎缩，经常项目盈余恶化，汇率贬值压

力急剧上升。外部约束如果变成内部约束，直接对

应的则是债务危机提前的爆发。在外部约束硬化的

强制作用下，政策措施的后果与政策目标的预期形

成冲突。如图4所示。所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

相对低速增长阶段，如果放任M2总量继续快速上升

（比如继续保持以GDP增速2倍的速率上升），则社

会总负债将相应的以比GDP增速更快的速度上升，

在米德冲突的硬约束之下，宏观经济运行不能够保

持持续稳定。

长期趋势分析的结论就是，中国经济在相对低

速增长期是稳定的，则双重条件就是：GDP增速在

相对低位能够保持稳定，同时，社会总负债率能够

从最高点平缓降低。即GDP增速、债务率的变动不

能随时间延续，沿着直线呈剪刀差状态，而必须是

沿曲线变动，才能进入稳定区域。由此可知，中国

经济在相对低速增长期若是稳定的，则在宏观上可

观测到的必要条件，就是M2/GDP比率不再持续上

升。

这就是对于未来中国经济运行宏观观测上的一

个重要的视点。

 图4   宏观经济的“米德冲突”

Analysi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Path in the Past 20 Years: 

Relatively Low Growth Period of Economic Stability of the Dual Conditions

Zhu Xiaopi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0）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GDP、Broad money M2 and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ousing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and other indicators are simulated and analyzed. This paper explains M2 source 

of the majority of the broad sense of the amount of money is the currency of payment non transactional currency. This part of the money is th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behavior in the commercial banking system in the creation of the essence of the credit currency. So, the total amount of M2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otal liabilities of the society. Data simulation analysis nearly twenty years,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the growth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to promote the growth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vestment efficiency. Since 2004 ,High investment to promote 

the gradual decline in the efficiency of growth, Growth rate decreased. Since 2013 the efficiency of investment tends to be inferior. In this paper, we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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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珠三角港资企业发展现状

2014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三期叠加”

压力的倒逼下，珠三角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

港资企业的发展发生了一些新变化。

一是港资企业是广东数量最多的外资企业。截

至2014年底，在珠三角地区港资企业共19305家，占

全部港资企业的83.9%。珠三角地区港资企业投资

总额1962.03亿美元，注册资本1251.43亿美元。广东

省珠三角9市累计批准香港直接投资项目109741个，

合同外资金额3134.91亿美元，实际吸收外资金额

1868.2亿美元，分别占同期港澳资投资各项总额的

珠三角港资企业转型升级方略

张文闻1，李小瑛1，2

（1. 中山大学港澳与内地合作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2. 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本文从珠三角港资企业的发展现状出发，总结珠三角港资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问题，包括核心

竞争力不足难敌国外市场的竞争、缺乏企业家精神、政策优惠不再、政府税费过高、人才缺乏等。港资

企业应把握“一带一路”战略、CEPA合作，建立跨境电商平台，打造港商品牌，适时采取跨国并购，实

现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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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8%、85.27%和85.68%①。从地域分布来看，珠

三角地区19305家港资企业中， 5439家集中在东莞地

区，占比28.2%；5434家集中在广州地区（含增城、

从化），占比达28.1%，两地合计占比超过五成②。

二是港资制造业企业面临困难。广东省港资企

业主要从事制造业，包括橡胶和塑料制品业、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

业等制造业。近年来，港资制造业面临困难。以港

资制造业重镇东莞为例，根据《东莞港（澳）资企

业现状与前景调查》，有约三成企业认为订单减少

幅度普遍在15%～20%之间，订单减少的行业主要集

①② 广东省商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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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纺织、服装、鞋类和家具；有三成制鞋订单已

经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生产；所调查的企业普遍预期

利润下降10%～15%，服装、制鞋、玩具等传统劳动

密集型行业利润率已经从高峰时的20%下降至6%左

右。

三是港资制造业企业搬迁倒闭加剧。2012年以

来，广东省港资企业搬迁倒闭加剧。2014年广东省

累计关停搬迁港资企业1032家，占全省关停搬迁企

业数的63.71%。根据《东莞港（澳）资企业现状与

前景调查》数据，2012年东莞港资企业约有15000多

家，但到了2014年初下降到7500家左右，到2015年

底只有不到7000家。在国内外经济环境不断恶化的

情况下，这个趋势恐怕仍将继续。

四是港资服务业企业占比逐年上升。从2006年

占比2.87%增至2015年13.02%①。

二、珠三角港资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问题

（一）核心竞争力不足难敌国外市场激烈竞争

第一，港资企业核心竞争力不足。与美欧日等

国外在华跨国企业相比，港资企业主要从事中低端

制造业，经营规模普遍较小，研发能力相对较弱，

品牌影响力也较小。由于港资企业进入国内市场

早，同时具备人缘、语言、文化等优势，取得一定

的成功。但随着我国不断扩大开放，美欧日等国外

跨国企业相继进入中国市场，人才、资本、技术占

据优势，港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难敌美

日欧大企业的竞争。第二，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

代工订单减少。由于港资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不

足，主要从事传统代工制造业，严重依赖欧美日的

订单。近年来美国经济逐步复苏，吸引大量美资企

业回流。而且美元进入升息周期，市场上对美国经

济的乐观预期，也吸引了相当数量的资本和订单回

流。另外，由于中日关系持续低迷，中国劳动力成

本的不断提升，劳方的议价能力不断提高，使得部

分日资企业成本增加，只能选择回流。这部分回流

的美国、日本企业主要是处于上游的制造业企业，

它们的退出直接影响下游港资制造业企业的订单。

第三，发展中国家订单分流。珠三角地区的人力、

土地、资源等成本不断提高，使得很多厂商不得不

搬迁到越南、柬埔寨、印尼等地。这些地方的成本

只有珠三角的1/2，成本上升造成的订单转移，也使

珠三角港资企业倍感压力。

（二）缺乏“向内看”的企业家精神

一些港资企业家缺乏“向内看”的企业家精

神，不够了解国情，对国内的政策、制度研究不

深，不能灵活调整经营。首先，新一代港商缺乏老

一辈港商的冒险、进取精神，特别是愿意在中国内

地拼搏，以合理的失败成本追求商机、克服困难直

到实现目标的企业家精神。其次，部分港商缺乏战

略思维，没有准确把握国家“一带一路”大战略、

CEPA粤港澳深度融合等政策，在内地市场的资金投

入、业务拓展等方面存在局限性。港资企业更倾向

于通过简单的加工贸易获取利润，缺乏系统性、战

略性眼光和能力对企业进行全面升级改造。与本土

的民营企业家相比，港商亟需奋发图强，发挥“向

内看”的企业家精神。

（三）政策优惠不再

首先，外商优惠逐步取消。 2008年以来，我国

陆续颁布实施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劳动合

同法》，外商投资企业所能享受的优惠待遇已基本

取消，劳动力工资上涨，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对劳

动密集型企业影响较为突出。其次，国内劳工薪金

问题逐渐受到重视。全国最低工资标准逐年增加，

珠三角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增长很快，这对于外资企

业，尤其是从事制造业为主的港澳资企业影响深

远。

（四）政府税费过高

珠 三 角 港 资 企 业 认 为 国 内 税 费 项 目 繁 多 ，

征税费率高，令企业负担沉重。尤其是“五险一

金”（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保险和公积

金），已经占工资总额的近一半。根据《东莞港

（澳）资企业现状与前景调查》，东莞地区制造业

企业员工平均工资为3000元，最少要缴纳1000元，

再加上为留住员工的食宿、交通等补贴，用工成本

达1400元左右，对企业的竞争力有很大影响。

（五）缺乏高素质人才

港资企业主要从事简单代工制造业，所需的

技术和人才的层次较低，缺乏培养人才和提升技术

的机制，使不少企业转型升级困难重重。尤其多年

来的“招工难”，高素质人才严重缺乏，使部分劳

动密集型企业被迫淘汰转移。2014年东莞企业用工

①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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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口平均在15%左右，其中高素质技术工人最为缺

乏。随着一部分企业转型升级，引进新技术和新机

器，企业需要大量高素质技术工人。

三、珠三角港资企业转型升级方略

（一）把握“一带一路”，扩展新兴市场

首先，“一带一路”有力扩大港资企业发展

的市场，优势产业可以抢占先机。特别是“一带一

路”对香港的益处不止限于大企业，有专长或特别

专注细分市场的中小企业，也可从中受惠。其次，

港商可以传统商务业务为基础，拓展消费链上游产

业。港资企业应把握新机遇、新商机，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拓展新兴市场。

（二）建立跨境电商平台，促进内销网络

面对国内电子商务快速发展，港资企业的电

商平台亟需建立，学习国内企业家先进的发展观念

和商业模式。首先，香港电商应转变旧思维，适应

国内电商生态。和国内相比，香港电商以专业化为

主，忽略了发展平台的重要性。港资企业开拓内地

市场，必须转变在香港的电商模式，尽快抢占内地

市场。其次，香港电商企业要积极在内地设点，建

立电商平台。尤其应该在珠三角、广东自贸区（南

沙、前海、横琴）内，利用地理优势、文化优势，

尽快铺开设点，加快构建内销网络。

（三）积极向“内”看，抓住CEPA机遇

港商应积极向“内”看，研究国内的政策、战

略，搭上国家崛起的快车，深化区域合作，实现转

型升级。从2003年开始，CEPA协议不断创新，给港

资企业尤其是服务业企业进入广东提供便利。港资

企业需学习、适应新的政策环境，利用好CEPA等新

政策措施，使港资服务业进入珠三角，实现港资企

业转型升级，互利共赢。

（四）打造港货品牌，提供差异化商品

首先是要打造港货品牌，加大宣传，建立品牌

优势。其次，香港电商要充分利用跨境电商的差异

化商品优势。作为自由港，香港的贸易体系经过多

年发展已经非常完善。从事贸易的企业经验丰富，

他们与内地企业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供应链。港

资企业的供应链流程更顺，速度更快，经手的进口商

品种类也更多，能为内地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差异化商

品。尤其是随着内地民众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对商

品的品质有了新的要求，港商品牌大有市场。

（五）适时采取跨国并购，提高核心竞争力

进行合适的跨国并购，能有力地将资源合理整

合，实现后发企业追赶。港资企业应找准自身产品

和消费者的市场定位，运用与国外企业代工建立工作

关系，培养企业社会资本，适时提出跨国并购。通过

并购国外企业的技术、品牌、市场、人才，提高核心

竞争力，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技术再投资、品牌深

化，实现自主创新，最终实现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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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视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简政放权、政府职能

转变改革的深化，承载着改革抓手、平台整合和机

制创新任务的政务服务中心，既要解决好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把改革举措落到

实处；还要不断改善政务服务的品质，办理好行政

审批相对人办事办证“最后一米”的问题，建设人

民群众满意的政府。政务服务的价值，在于它将自

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照自己意愿找政府办

事”，与审批部门“依法依规提供办理服务”有机

结合。这种“依申请许可”的办理行为，既是公权

力的专属职责，又是社会化的普遍服务。近年来，

从中央到地方均在重新审视政务服务中心的定位、

职能和作用，寻求利用信息化重构政务服务的管理

体制、服务方式、运作机制，“互联网＋政务服

务”开启了政务服务治理的全面升级。

政务服务管理模式及治理策略选择

艾 琳，王 刚

（中国政法大学吉林大学，吉林  长春  130012；深圳市政府，广东  深圳  518023）

[摘要] 政务服务中心的自身属性决定了它所实施的管理创新、业务创新和服务创新是政府层面的，具

有整体性、系统性和关联性特征，必然要超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为政府职能转变、行政体制改革的重

要构成。政务服务对信息化技术在集中管理、部门协同和用户导向下的广泛应用，政务服务中心的组织体

制加速变革，需要探讨互联网下政务服务不同治理模式的运作机制及选择策略。

[关键词] 政务服务中心    电子政务   互联网机制创新   政务服务治理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1-0100-06

[作者简介] 艾琳（1982 —），女，满族，吉林省吉林市人，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美国波士顿大学

访问学者，吉林大学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社会法、行政法；王刚（1965 — ），陕西西安人，深圳市政府公务员。

一、政务服务改革的核心成就

政府的核心价值在于为社会提供政务服务和

公共产品，成为行政学共识的政务服务则是从政务

服务中心的诞生开启的。作为一项“起自基层”的

政府改革，政务服务中心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蔚

为大观。目前，全国近乎所有的市、县（区）、镇

（街道）政府，1/3的省级政府设立了政务服务机

构；“一站式”政务服务模式在促进政府自身改

革、改善政府运行机制、提升行政效能，以及让人

民群众享有规范、透明、尊重、便捷的政务服务，

提升政府公信力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体

现在以下三个关键方面：

（一）确立了行政审批的服务导向

建立政务服务中心的出发点，是为了方便群

众办事，它所确立的“权利”、“义务”观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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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力”、“官本位”意识的颠覆；公开透明、

行为规范和可评价可追溯的政务服务形态，是对暗

箱封闭、随性任意和缺乏制约监管的行政审批方式

的根本改变。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组织、办理方式

和业务运作安排，以申请人为导向作为基本准绳，

“把便利留给群众”体现于具体行政审批活动之

中。对以民为本理念的不懈追求，以及所确立的服

务政府的行政文化，为政务服务中心准确自身定

位、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内在生命力。

（二）推动了管理创新和机制优化

政务服务中心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产物，又

有力有效地推动了政府相关改革。集中审批办理、

审批服务、审批监管的运作模式，一定程度上克服

了行政审批信息的不对称性，使事项精简更具有针

对性、合理性；打破条块分割的部门壁垒，实施了

行政审批跨部门流程优化，提升了政府的系统效

能；将行政层级的横向平台整合与纵向体系建设相

结合，着力打造对外办理的无缝隙服务；推行行政

审批和政务服务标准化，建立起事项统一、要求同

质、结果一致无差异的政务服务；着眼于理顺行政

审批、行政监管与行政服务的关系，以相对集中行

政许可权推进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务服务中心

独有的“以点带面”的实施模式、资源汇聚的平台

整合、终端倒逼的创新机理，弥补了传统体制下的

条块分割、楚河汉界的固有缺陷，又降低了体制改

革、机构变革可能带来的“震荡”风险。

（三）改善了发展环境和政府形象

方便人民群众办事、改善投资发展软环境、

促进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争创区域竞争中的体制优

势，是政务服务中心的核心使命，也是各级党委政

府重视和强力推进的重要原因。“只进一家门，办

妥所有事”的运作模式，面对面的窗口式办理体现

的平等尊重的行政文化，行政审批事项要素、办事

环节、许可结果的公开透明可预期，围绕行政效率

的材料精简、环节减少、流程优化，都大大改善了

行政审批相对人对政府的信任度、认可度。比如政

务服务中心在促进招商引资、重点企业或重大项目

尽快落地建设等方面推出了诸多针对性的服务举

措，这种集合式的创新和服务供给，是审批部门分

散办公、各自受理状态下做不到的，是“一站式”

集中审批成为增强地方竞争力的重要实现。

“一站式”政务服务在实践层面确立了必要

性、合法性，使政务服务中心以其巨大的工具理性

和现实的价值理性在相互融合中得到升华，带动了

政府的系列变革和持续创新。但是，脱胎于管控体

制、权力导向的政务服务中心，有着自身发展难以

克服，或者说存在着限制其效能充分发挥的诸多预

设束缚。

二、政务服务中心的外部困境

政务服务中心遇到的最大困境，是要提高行政

审批的整体效率、服务品质，就必需得到审批部门

的支持配合；但是，改变现状的具体实践使它时常

站在了审批部门的“对立面”，矛盾和冲突就自然

产生了。

（一）条块分割造成的束缚

中央集权下的层级管理、条块分割与官僚体

制结合所形成的权力部门所有、部门权力个人行使

的格局，与政务服务中心打破部门业务边界的横向

平台整合在先，以平台为基点的纵向贯通在后，实

现协同运作的整体政府目标之间存在着较明显的冲

突。相对于行政职能“上下对口”的管理体制，无

主管“婆婆”的以申请人为导向、克服碎片化的一

体化运作模式，对审批部门权力任性所形成的抑

制，使不少地方的政务服务中心作为政府机构中的

“另类”存在，这也决定了既有体制对它保持高度

的警觉。

（二）机构小职能弱的困扰

初创时的政务服务中心，仅是汇聚审批部门

服务窗口的场所。在满足申请人不断升级的服务需

求，发挥政府改革的推手、整治机关作风的抓手作

用过程中，政务服务中心起到了其他行政机关不具

备的作用，强大的聚合功能、整合能力使其朝着职

能化、实体化方向不断推进。然而，全面提升行政

效能、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

创新使命，与政务服务中心在行政管理体制中的机

构状况、实际地位，以及对政务服务资源的组织协

调和统筹能力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小马拉大

车”的现象十分普遍。至今，不少地方政务服务中

心的职能不匹配、机构不合理、体制未理顺、编制

无保障的问题仍然存在。

（三）欠缺法律制度的支撑

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管理创新、体制创设和服



102

务创造，政务服务中心创立初期存在行政职能、管

理体制上的抵牾，政策指导不明确，法律保障也不

充分。任何政府改革创新都不可能不受制于现实的

制度土壤、体制环境和行政文化，政府内部对政务

服务中心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改革成效缺乏共识，有

的认为集中审批是形式主义，政务服务的创新举措

得不到有力支持、甚至难以开展；以职权法定、依

法行政的视角对集中审批合法性的置疑，在学术界

同样普遍。《行政许可法》颁布后，政务服务中心

依据该法第二十六条“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的表

述中寻找并不很确凿的法律依据，加以扩展阐释。

即使中央文件一再强化政务服务中心的地位、作

用，但欠缺法律支撑保障仍困扰着政务服务中心。

上述情况表明，政务服务中心在与传统权力

观念的冲突中，在传统管理体制的夹缝中，甚至可

以说在一些行政机关的挤兑中，以及不被“放心”

和“自证价值”的生存处境中，决定了它必然要遵

循以申请人为导向的外部倒逼路径，积极进取，对

革除弊端、自我完善和创新发展怀有强烈的内在冲

动；也决定了政务服务中心会不断尝试一切新的服

务手段和业务工具，如对信息化技术的高度重视并

积极地去主动适应和深化应用。

三、电子政务与政务服务的融合

政务服务中心与信息化在逻辑上具有高度的

契合性，比如都需要横向的整合、纵向的贯通，都

强调集约、互联、协同。共同的逻辑属性，互补的

功能属性，决定了二者的结合，必然整合为新的基

于统一、整体、系统的政务服务运作机制。借助电

子政务既有的发展基础，政务服务中心的汇聚、整

合、扩散效应全面提升，通过数据共用、信息互用

和结果共享，扩展业务边界和服务功能；另一方面

从办公自动化走出的对技术导向“孤掌难鸣”的电

子政务而言，则找到了一个符合信息技术发展方向

的依托平台和应用载体。

（一）电子监察绩效评估的引入

早期的电子监察是附着政务服务中心建立的对

行政审批的时效监管，虽功能简单但对提高审批效

率促进很大，特别是借助纪检监察的职权突破了审

批部门之间的行政壁垒、打通了异构的信息系统。

随着统一的行政审批业务平台的建立，在线审批、

流程优化和信息共享等受到重视，政务服务中心普

遍建立了本级政府的行政审批事项管理系统和证照

数据库，对行政审批的监管由对关键节点和许可结

果的时限监督，拓展为基于行政审批业务完成情况

的全过程监管，以及工作人员与申请人互动情况、

政务服务社会评价的绩效评估，由静态到动态、由

节点到过程、由态度到行为的政府自我监管效能大

为提高。

（二）跨部门协同的全流程办理

整体大于具体、系统高于个别，申请人如何

“到一处”、“找一门”顺畅地办成“所有事”，

一直是政务服务中心进行行政审批简化优化、政务

服务创新提升的基本目标。为此，各地政务服务中

心普遍将“全事项管理、全流程优化、全过程共

享”作为信息化技术应用的核心要求，力求借助信

息化技术打通体制壁垒、业务梗阻、信息闭塞，按

照审批事项关联性、业务协同性和服务品质化的目

标，实现对跨部门业务协同办理的平台支撑、系统

支持，行政审批的一体化、政务服务的整体化程度

大大提升。

（三）网上网下一致的服务平台

政务服务中心利用互联网的超时空及灵活性、

便利性特点，打破审批部门、行政层级、管理区域

的权力分割，按照不同政务主题优化组合网上审批

事项和业务办理，建立了线下与线上相结合、可选

择的政务服务模式。基于应用办事的网上办事大厅

整合了“不及时、不准确、不回应、不实用”的政

府部门网站，建立了协同服务、关联服务和跨部门

服务的统一网上申请入口，通过交叉认证、单点登

录和统一事项编码、统一申报流水号管理等，开展

在线审核、一网通办，推行了“信任在先、审核在

后”的审批创新。

信息化技术在政务服务中心的广泛应用，是

“一站式”政务服务的重要转型，它在提高审批效

能、改善政务服务的同时，由于贯彻了整体性的要

求，改变了行政机关之间的审批业务承接关系，由

画地为牢状态结为更为紧密的有机体，进一步鼓励

政务服务中心沿着集合受理、集约办公和集成服务

的道路向前推进。政务服务与电子政务的深度融

合，超越了简单的“政府上网”，既促进了政府的

自身治理，也促进了职能转变，其成效和影响当然

不会仅局限于政府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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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务服务管理模式的对比分析

“管人与管事分离”的二元治理模式，一直以

来是制约政务服务中心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服务

效能的主要障碍，也是被诟病的管理缺陷。为了克

服作为服务平台的主体缺失，政务服务中心先后采

取了强化内部规范管理、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公开审批办事全要素、建立政务服务标准、重构跨

部门业务流程、审批事项与证照批复统一数据应用

等举措，集中整合的范畴持续拓展、程度不断加

深，收到了十分显著的成效。为突破“二元结构”

为核心的体制束缚，政务服务中心实施了三种管理

模式的创新：

（一）部门业务的集合模式

为解决服务窗口业务办理能力不足、强化对

服务现场的管理，政务服务中心推行了“两集中两

到位”改革，也就是审批部门内部的行政许可权集

中制度。做法是将部门的审批业务划归一个内设机

构统一行使，通常是设立行政审批办公室；行政审

批办公室整体进驻政务服务中心，审批部门对行政

审批办公室负责人（即服务窗口“首席代表”）授

权到位，行政审批事项在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到位。

“两集中两到位”没有解决政务服务中心“二元结

构”主体缺失的管理困境，但推进了政务服务中心

“由虚转实”，提升了集中服务的治理效力，大大

提高了行政审批的效率，得到广泛实施。重要的

是，作为衡量政务服务中心发展阶段的核心标准，

集合模式还为其他行政管理创新奠定了基础。比如

哈尔滨市就在此基础上“搬神撤庙”，实施了以优

化处室配置、创新管理体制为核心的“大处室”改

革，力求破解制约行政效能的“中梗阻”问题。

（二）政府职能的归并模式

归并政府职能，是指将原分属于不同审批部门

的审批职能、审批业务与审批事项，或还与政务公

开、电子政务、电子监察等职能，归并整合至新设

立的行政审批局。行政审批局被形象地称为“一颗

印章管审批”，是对本级政府行政审批权所做的横

向职能归并、实体构建，之前的审批部门不再承担

原有的审批职能，重点是履行好政策制定、监管职

责和延伸服务。专司行政审批的职能机构创设改革

起自成都市武侯区，天津市滨海新区着眼于政府整

体改革和职能转变，推行了“十个一”①的系列改

革，产生更加广泛的示范效应。在2015年5月，中央

编办、国务院法制办在天津召开了全国推进相对集

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会议，要求各地借鉴并推进

这项改革，之后又扩大了试点地区。“一颗印章管

审批”在原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模式边际效益持续

递减的背景下，另辟蹊径，将改革的重点放在了行

政职权的重构上，在优化政务服务的同时，推动了

行政体制改革，带动了政府管制方式、治理能力和

治理体系的系列变革。

上述两类政务服务的治理创新，都可以称为相

对集中行政许可权，但二者在“相对集中”调整的

程度、改变的范畴和产生的影响上，是有本质区别

的。由于政府职能的归并模式推进阻力相对较大、

需要系统构建，或许有些地方政府没有认识到“一

颗印章管审批”是以小博大的系统性政府改革，即

这项起自行政审批权的改革对行政体制改革、政府

职能转变的重大意义。于是，一些地方“便宜行

事”，采取了不触及职权转移、体制变革的“进一

步退半步”的政务服务方式创新，重点是围绕如何

优化服务、提升公众的获得感，以广东为代表的受

审分离的内部代办模式即是如此。

（三）受审分离的代办模式

受审分离代办模式的最大特点在于不触及职

权转移、体制调整，它采取的是“统—分—统”的

“前台分类集中受理、后台分工各自办理”业务运

作。主要做法是：有统一的业务受理信息系统，与

部门审批系统进行数据交换②，实行“一个口进”；

对个人办事、企业办事、基本建设等按服务主题细

分，实行“一窗通办”；窗口收件人员全部为政务

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审批部门在后台协办，做到

前台“一口受理”；审批部门只承办窗口转交的许

可申请，在后台“分别审核”；行政审批的权责关

系不变，但审批部门可委托窗口对只须形式性审查

的事项直接办理，提高即办率。此种模式下，政务

服务中心对审批部门的办理时限和许可结果统一监

管，避免“体外循环”，维护了“一站式”组织形

① 一颗印章管审批，一份清单管边界，一个部门管市场，一支队伍管执法，一个
平台管信用，一份单卡管通关，一套体系管廉政，一张绿卡管引才，一包教材管培训，
一个号码管服务。

 ② 采取系统对接方式实现的数据交换的程度、范围和应用，受制于审批部门的业
务系统状况，特别是数量繁多、自我封闭的垂直系统；也会因管理的不同存在较大差
异，也就是说在实施操作和实现结果上自由度很大，这种不稳定性进而会影响到行政审
批受理、业务办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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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受理形式和信息系统的统一。通过另设服务界

面和受理平台的方式，在改善申请人办事体验与照

顾现行管理体制之间，达成了对既有权力配置格局

妥协下的新平衡。该模式较有说服力的提法是“把

简单留给群众，把复杂留给政府；把简单留给审批

部门，把复杂留给技术”，并以“容易接受的稳健

方式”在佛山等地取得成效，之后进一步总结为

“一门式一网式”模式在广东等地得到推广。

（四）集约模式的差异比较

“两集中两到位”增强了政务服务中心的运

作效能，为职能归并或业务帮办模式做了组织、管

理和业务上的准备。职能归并是“体制＋制度＋职

能”的改革，将政务服务方式创新与管理体制变革

在职能转变层面实现了有机结合，着力解决行政职

能交叉行使、重叠管理的问题，削弱了原审批部门

的职权；帮办模式是“技术＋方式＋制度”的创

新，更为注重服务界面的打造，将简化、方便企业

和自然人办事作为核心。“一门式一网式”下政务

服务中心要“代”审批部门受理材料，既不“剥

夺”审批部门的实质权力，还缓解了这些单位编制

不足、人手不够以及窗口留不住公务员的问题，舒

缓了直接服务申请人的工作作风压力，自然比行政

审批局更容易被接受。行政审批局使原本分属不同

组织体系的信息系统要实现的数据开放、互联、共

享以及流程再造等变得相对简易，必然能够做到

“一网式”；“前台受理、后台分办”是机构与职

能统一下的内部业务分工，且出于廉政要求更强调

“接办分开”。“一门式一网式”在打造许可申请

统一受理界面、运作平台的同时，需要密切分属不

同部门、受审分离的前后台协作，策略上的便宜实

施使“一网式”实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要更

多，必须依靠技术突破、业务变通和人员增加来实

现，这将是长期的改革痛点。

无论政务服务中心实施何种管理模式，就总体

趋势而言，都是在加强政务服务的集中范畴、提升

政务服务的集约程度、促使政务服务走向更为紧密

的服务集成，于是互联网、大数据被引入政务服务

治理当属必然。

五、基于互联网的政务服务治理策略

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

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制定“互

联网＋”行动计划，之后国务院密集出台了“放管

服”和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政策文件。在

互联网浪潮中，政府应该更加充分地运用信息化技

术，将内部治理与外部服务有机结合：建设资源共

享、业务协同的“一体化”运作，为公众提供最为

简便的“一网式”服务，开放政务服务数据、实现

社会化应用，打造智慧政府。

（一）无缝隙服务的整体政府

整体政府是要解决政府运作中的碎片化、条

块化、本位化的问题。按照“大政务大服务”的思

路，采取合并同类项的方式归并政务资源，深化大

部门制改革，将体制完善与机制优化有机衔接，使

行政运作简易化、明晰化；建立多级政府贯通的虚

实结合的政务服务平台，并以此带动其他相关改

革，提升政府整体效能。推行行政审批的“一表

式”申请，将线下服务与线上办理、“一窗式”受

理与“一屏式”提供有机结合，配套建立布局合理

的自助服务终端，打通本行政区域的辖制、层级和

权属界线，为行政审批相对人提供服务无界限、受

理无缝隙、标准无差异的均等化“一门式”政务服

务，以公众的获得感优化政府形象、营造优良的施

政环境。有了统一的跨部门平台、数据库和通用系

统的支持，行政审批的信息共享、结果互认和协同

运作就有了保障，对自然人事务就可形成“网上大

厅办事为主、自助终端办事为辅、实体大厅办事为

补”的服务格局，体现整体政府要求的互联网政务

服务就呼之欲出。

（二）全覆盖的虚拟私人空间

按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分类，为行政相

对人建立专属的虚拟私人空间，标志着电子政务由

信息技术推广和办公自动化的普及阶段，经过监管

手段和业务拓展的推进阶段，进入到了满足公众需

求的引导阶段。如果说电子政务之前是以公务员为

核心，进入服务引导阶段，就要把电子政务的重点

转为服务社会，即要使公众成为电子化的政务服务

的使用主体，这首先是观念和思维模式的转变。以

居民身份证号、组织机构代码作为唯一身份识别和

信息索引，辅以手机识别，推行网上办事实名制，

解决身份认证、关系信任和网上申报三大问题；对

“市民”和“企业”两类主体，通过信息逻辑关联

和数据沉淀集中自动获取与自己相关的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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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我的空间”集合主体资料、办事结

果、诚信信息、政策动态、材料资源、关联定制等

“私人数据资产”，建立“我”与其他社会主体可

信赖的网络契约。对数据库中的信息项，审批部门

在办理业务中可以自动提取、智能推送，申请人无

需重复举证，所谓“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

腿”。互联网下的政务服务虚拟与现实融为一体，

正变得愈加真实、可感有温度。

（三）政务数据的社会化应用

行政审批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是公共

管理状况最为集中的体现。政务服务数据是审批部

门与申请人依法互动形成的政府数据，既具有涉及

面广、个体广泛、内容丰富的特征，又具有指向清

晰、针对性强和数据视角多元、便于分类整理的特

点，社会化应用的前景极佳①。要以社会公众为导

向，将规范内部管理与优化对外服务相结合，将促

进政府职能转变与促进社会主体多元参与相结合，

将提升行政效能与追求善治目标相结合，在实施政

务服务数据开放中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政务服务

数据开放必须坚持公益性原则，但也要区分不同类

型数据的不同特征，避免无差别数据开放导致的信

息失控。为保障数据开放的社会化应用效果，要依

据政务服务数据资源的目录体系采取分级开放的策

略，防止政务服务数据的泛化提供和滥化使用，确

保数据开放的应用质量和社会效益。为此，政务服

务数据资源的开放应整体组织、系统实施，适度加

工以提高数据质量和可应用性，“一站式”政务服

务中心需要承担起相应的主体责任。

政府改革切入点和方式的选择，与职能转变的

目标、体制机制的创新彼此相关、互相作用，需要

有机统筹。政务服务治理变革涉及政府公共管理的

核心职能，关系政府与社会公众界面的功能重塑和

提升，对政府其他改革会产生巨大的牵引作用，属

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中的关键性改革。

鉴于政务服务的专属性和公共性，政务服务中心的

集成性和创新性，互联网的开放性和联结性，三者

在实践层面的融合推进，将促成新的政府改革大格

局的形成，顺应了现代政府的发展趋势，即在实践

层面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府问题。

The Pattern of Government Service Management and the Choice of Governance 

Ai Lin， Wang Ga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Shenzhen, Shenzhen 518023）
Abstract：The character of the administration service center has decided that the innovation of management, operation and services are 

governmental levels, which possesses the characteristic of integrity, systematicness and relevancy. Therefore, it will overcome the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system, turn to be the most valuable par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structural reform of administration. With the widespread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administrative service in centralized management, department operation and client orientation, the changes on the system and 

the mechanism of the administration service center are being accelerated. It is aimed to identify the 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determined strategies for 

different governing models based on the internet.

Keywords：Administration service, E-gov, Management Innovation, Mode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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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艾琳、王刚：《行政审批数据资源开放的实践思考——基于“一站式”政务服
务的数据治理》，《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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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基础

2015年全省文化服务进出口总额5.03亿美元，同

比增长15.10%，占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14%，占

比持续增加。主要集中在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广

播影视服务，占出口总额近80%，影视剧出口逐步

加大，浙江影视文化产品已逐渐为发达国家受众所

接纳。目标市场方面，2015年浙江文化服务出口至

新兴市场拓展加速，位列目标市场第六至第十位的

分别是韩国、吉尔吉斯斯坦、意大利、泰国和法国

等新兴市场。2016年上半年，美洲（美国）、亚洲

（中国香港）、非洲（阿尔及利亚）成为浙江文化

服务的重点出口市场，占比近半。2015年，杭州继

续领跑全省文化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省文化服务出

口的48.77%，比重下降近30%。2015年全省新增文

化“走出去”项目3个，浙江画之都、杭州夏天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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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发展对外文化贸易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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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带一路”给浙江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带来重大机遇。文章结合对浙江对外文化贸易发展业绩

和主要特色的分析，提出了拓展人文交流、推进合作平台、加快体制创新等发展路径，以及以推进市场拓

展、品牌培育、产业扶持、试点城市改革创新、环境优化等五大工程为主要内容的工作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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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等企业分别在美国、日本、法

国、德国成立了分公司，投资总额超过300万美元。

浙江线上线下结合开拓市场成效显著。2015年

全省组织文化企业参加文化类线下论坛展会活动6

场，分别为法国戛纳电视节（春秋两季）、日本东

京游戏展、亚洲电视论坛、美国E3游戏节和中国

国际动漫产业合作（品牌）授权洽谈会。38家浙江

文化企业参加展会，现场成交意向近3000万美元。

文化出口领军企业不断增多，2015年浙江省出台了

《文化出口重点企业项目管理办法》，并认定了

2015-2016省级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92个；杭

州、绍兴、丽水等市的文化贸易试点城市工作扎实

推进。借助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举办之机，136

家动漫、影视、游戏企业的279个境内外知名品牌形

象参加了第二届中国国际动漫产业合作（品牌）授

权洽谈会，意向成交金额在8000万元（人民币）以

上，有力推动了浙江文化企业产品、服务品牌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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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业升级。

二、“一带一路”给浙江发展
对外文化贸易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一带一路”沿线有44亿人口，经济容量约为

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浙江与东南

亚、中亚、中东欧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在对外文化贸易领域的合作潜力巨

大，合作空间也十分广阔。通过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可有力促进浙江与沿线国家在文化产品和文

化服务贸易领域的互联互通，提升浙江的文化产业

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有助于浙江调整和优化对外文

化贸易结构，推动对外贸易方式转变。

浙江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的主要对象是美、

日、韩、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与“一带一路”国

家的文化贸易额偏低，与其中一些国家的文化贸易

几为空白，显示出极大的贸易空间。“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大多属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处于

经济发展上升期，拥有丰富的文化底蕴与人力资

源，对文化消费的需求日益增长，但面临资金、技

术与人才瓶颈，互利合作前景广阔。这无疑是浙江

拓展文化贸易伙伴、扩大地域辐射、扩大开放空间

的历史机遇。

经过多年的努力，浙江已形成一批富有浙江特

色、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产品。但大多为传统单一

的劳动密集型内容，高科技影视、网络视听知识、

动漫游戏等科技含量较高的文化服务产品与发达国

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历史传统、宗教信仰、文化积淀、大众喜好和审美

情趣各异，根据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特点加大研

发力度，加快贸易方式转型，出口各具特色、为目

标国家消费者喜爱的文化产品，让不同国家、不同

民族的消费者接受中国文化、接受浙江的文化产

品，将成为浙江对外文化贸易产品内容创新的新机

遇。

在看到机遇的同时，我们也应充分意识到“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在经济发展、硬件环境和

文化认同方面的差异较大，部分国家间矛盾频发，

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经济发展均衡性严重不足，

基础设施标准不一，浙江文化企业“走出去”的风

险防控面临较大压力。除上述共性问题外，我们还

需认识到，浙江虽具有较强的先发开放优势，但在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一是因全方位开放导致的浙江原有先发开放优

势被逐步弱化的可能。“一带一路”战略格局下形

成的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开放，使得浙江作为

开放前沿阵地之一的地位有被边缘化的可能，反而

可能成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文化贸易中

的后方腹地。

二是原有开放模式的路径依赖亟需重塑对外

开放理念。原有开放模式对浙江经济的支撑趋于弱

化，低端制造出口甚至成为打造浙江经济“升级

版”的掣肘。“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在推进区域经

济一体化的同时，也将加剧沿线国家对国际市场份

额的争夺，浙江传统文化产业发展将面临新的考

验。

三是文化产业竞争力和企业“走出去”能力偏

弱尚难应对全球竞争。浙江虽然经济实力较强，但

是文化产业国际竞争优势尚不明显，文化创新能力

仍有待加强，“走出去”规模与经济总量不协调；

文化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增速虽然较快，但投资方式

主要集中于设立境外营销网络，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投资动力则相对不足。

四是文化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认知

度仍有待提高。文化企业对沿线国家人口与资源状

况、市场需求、风俗习惯、投资环境和法制建设等

基本情况仍缺乏了解，也缺乏相应的信息获取和政

策支持。

    

三、浙江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新路径

（一）发展路径

1. 拓展人文交流，提升浙江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影响力

加强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友好城市建

设。抓住“一带一路”战略机遇，扩大省内城市与

沿线国家的友城合作，建立完善“一带一路”沿线

战略支点城市的交往布局，基本建立友城之间的政

府互访机制，建立与沿线国家驻沪总领事馆及相关

政府机构的定期沟通机制，积极参加各种宣传推介

本国经贸、投资和文化的交流活动，推进友城之间

务实交流合作。

充分发挥社会机构、侨务侨智涉外资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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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协会、商会等机构以及浙江“走出去”企业在

沿线相关国家设立商业代表处或联络处，定期与沿

线国家对等机构联合举办经贸投资论坛或展销会等

活动，协助双方企业开展对接。引导沿线国家重要

侨商、新华侨华人和侨裔新生代积极参与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举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华侨华

人座谈会、专题对接会、推介会， 确定一批海外

示范性侨团，当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桥梁纽

带。

2. 夯实合作平台，形成文化贸易发展沟通机制

搭建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加快构建友城人文交

流圈，继续举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节，争取联合海

上丝绸之路相关城市开展历史研究及学术研讨，密

切人员往来。以各类国际化论坛为对接平台，依托

义乌办好丝路城市国际化论坛、中非民间论坛、中

国西亚—北非论坛等。

推进教育国际化发展。依托省内高校、职业技

术学院，与沿线相关国家高校建立高等教育、职业

技术教育领域合作关系，鼓励开设沿线国家小语种

专业，发展国际合作办学，推动双边留学生交流及

学者互访，采取有效措施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来浙留学生数量。

加强文化旅游推介与合作。着力提升浙江的

国际知名度。发挥文化的桥梁引领作用，加大浙江

传统文化的对外宣传推介力度，打造一批体现浙江

文化特色的文化精品项目，进一步拓展沿线国家的

对外文化贸易市场。发挥大专院校、文化机构团体

等作用，在沿线国家联合举办相关活动，传播富有

浙江特色的中国文化，从而提高对沿线国家优秀人

才到浙江经商、学习、创业的吸引力。引进“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文明健康、特色鲜明、积淀深厚的

文化项目，依托国际友城交流活动、柏林国际旅游

交易会、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等会展平台，积极对

外推介“诗画江南、山水浙江”的浙江特色旅游资

源。打造一批富有浙江文化内涵的文化会展品牌，

办好中国义乌国际旅游商品博览会和义乌文化产品

交易会，共同开拓客源市场，联合打造国际精品旅

游线路和旅游产品。引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

游项目、品牌酒店和高端旅游人才，引导和鼓励浙

江企业到沿线国家开发旅游资源和产品。

3. 加快体制创新，提高文化贸易发展水平

建设高端智库。依托省内研究机构和高校，建

设一批既熟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情况，并与其

保持密切往来的新型智库，加强对沿线国家政治、

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为浙江文化企业对接

“一带一路”提供及时而专业的智力支撑。设立由

知名专家学者、企业家组成的“一带一路”专家咨

询组，负责为浙江文化企业“走出去”提供决策咨

询。

立足项目支撑。项目应作为浙江文化企业切

实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撑，通过项目出

成效、出影响。设立重大文化“走出去”项目储备

库，推进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投资研

究，加强与国家部委、省级职能部门的沟通衔接，

争取一批事关浙江长远发展的重大文化项目列入国

家、省级重大项目储备库。注重项目实施推进，形

成“谋划一批、实施一批、储备一批”的格局，实

现可持续发展。

夯实政策支持。在充分调研和借鉴兄弟省市

经验的基础上，调整出台适应“一带一路”战略的

对外文化贸易扶持政策，加大财政资金对“一带一

路”建设工作的投入。加强与国开行、进出口银行

的合作，结合设立浙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投资

基金，与国家政策性基金捆绑使用，为重大文化贸

易项目和相关企业“走出去”提供金融支撑。用好

国家金融政策工具，加强与中信保等政策性金融机

构的合作，为文化“走出去”企业解决融资难，并

提供规避风险的重要支持。

创新发展机制。顺应文化企业“走出去”需

求，积极打造投资便利化的制度环境，为有序稳妥

地扩大开放提供制度保障。简化审批事项和手续，

推进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建立“负面清

单”投资管理制度，完善服务文化企业“走出去”

的信息咨询、金融支持、外汇管理、风险防范、人

才培训、外事服务等支撑体系。深化跨境贸易人民

币结算试点，完善文化企业境外投资的政策支持。

强化服务保障。加强对浙江文化企业参与“一

带一路”工作的宣传力度，激发文化企业参与热

情。加强对文化企业的信息供给和政策咨询，针对

文化企业“走出去”的实际情况及未来参与可能，

根据沿线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文化背景和政策环

境，对不同类型文化企业进行分类指导。建立“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防控机制和工作体系，为文

化企业提供风险信息发布、预警、跟踪、处置指导



109

和后期服务风险防范，保障“走出去”企业和项目

的合法权益。积极推进人员“走出去”便利化，创

新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走出去”企业和人员的服务

新模式。

（二）工作举措

拓展对外文化贸易市场。努力培育并鼓励引导

企业参与线上线下文化服贸对接交易平台，为文化

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开辟更多更广的渠道。积极

推进线上文化交易平台（Mega Media）建设，加大对

文化服务出口企业扶持力度，在政策扶持及便利化

等方面加大部门协调力度，确保平台效应发挥。积

极开拓新兴市场，组织和帮助更多文化服务出口企

业利用线上文化交易平台走出国门。积极推进服务

贸易国际交流合作，搭建线下对接平台。组织省内

文化企业参加线下对接交易平台，进一步加大力度

鼓励省内文化业参加戛纳国际电视节等境内外优质

服务贸易展会，力争在参展企业、参展面积、结识

客户、参展成效方面取得显著提升。

培育对外文化贸易品牌。加大对已获认定的

国家、省级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的支持力

度，组织参加相关文化品牌对接会，通过与境外文

化服务类品牌商的合作，提升浙江文化企业的品牌

意识和品牌建设能力，继而推进浙江文化品牌“走

出去”。

加大对外文化贸易产业力度。按照国务院关于

促进文化服务的要求，结合浙江实际认定一批对外

文化贸易基地园区，夯实文化服务贸易发展产业基

础，切实提升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在全省文化服务贸

易出口中的比重。

创新文化服务贸易试点城市改革。作为在国内

首个推出“文化服务”改革试点城市的省份，需遵

循“扩量提质固基”原则，在省级层面加快制定考

核评价体系并辅之以相应的政策支持，切实检验改

革创新成果。

优化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环境。加强对外文化贸

易工作宣传力度，优化政策环境，用足用好现有文

化服务贸易扶持资金，健全完善适合浙江对外文化

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扩大统计对象，

推进文化服务贸易监测点建设，完善文化服务贸易

统计监测分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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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视点】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对粤港澳经济

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粤港澳地区原始设备制造

商（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OEM）企业更应

该抓住这个战略契机，把握机遇，助力粤港澳地区

众多OEM企业完成转型。

一、粤港澳经济圈OEM企业面临的问题

1. 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近年来粤港澳OEM

企业面临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中西部地区经

济不断发展，粤港澳劳动力不断向中西部地区流

动，加上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新增的廉价劳动力

逐渐减少，因此，粤港澳OEM制造企业劳动力需求

和市场供给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劳动用工供不

粤港澳经济圈OEM企业转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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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GDP总值数据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状况，基于粤港澳经济圈原始设备制造

商（OEM）企业的经济地位和现状，总结了“一带一路”给OEM企业转型带来的机遇，针对粤港澳经济

圈OEM企业面临的问题，对OEM企业转型升级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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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求已成为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主要市场因素；在固

定资产投资方面， 2010～2015年以来广东的固定资

产投资价格不断上涨，对于需要以大量的固定资产

为支撑的OEM企业来说，其固定资产成本也随之上

升；在汇率方面，2010～2015年人民币对主要外币

都有不同程度的升值，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加重了粤

港澳经济圈OEM企业出口的负担；在环境方面，政

府出台《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来促进经济和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OEM企业粗放式的生产制造带来的

环保成本不断上升。

2. OEM制造低端微利且依赖程度高。粤港澳

大多数OEM企业处在全球价值链的最低端，进行劳

动密集型制造和装配，生产制造附加价值低且利润

微薄。品牌、技术和销售渠道完全由委托方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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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市场能力严重缺乏，对委托方依赖程度高。

OEM企业微薄的利润经不起要素成本的上升，承受

不住市场急剧变化的冲击。经济衰退使买家将业务

从边际生产者转向核心生产者，促使不少高度依赖

制造的供应商失业；国际消费者需求下降，使得发

展中国家大量体系脆弱的生产商倒闭。在金融危机

期间，经济疲软导致全球经济需求下降，国际订单

也随之减少。因此，对外依存度高的广东OEM企业

经营面临危机，劳动力密集型工厂倒闭数量不断增

多。

3. 同质化竞争严重。OEM制造企业同质化严

重，恶性竞争使全行业的整体利益受到损害。中国

代工生产的技术含量低，可替代性强，无论在国际

代工市场还是国内代工市场都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并且出口价格随着OEM企业的增加而持续下降，

不断接近制造成本底线，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竞争

的原因。如果这种情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将会导致

代工企业利润趋向于零。当订单需求相对稳定，而

OEM代工企业数量不断增长，则会出现供过于求的

现象。

4. 国际制造市场变化导致订单减少。粤港澳

OEM企业不仅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还要面对以

东南亚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代工市场的崛起，和发

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带来的冲击。东南亚不仅经济正

快速发展，制造技术水平逐渐提高，而且具有廉价

的劳动力、原材料、土地等要素低价格和优惠政策

等优势。人口红利已不再是中国OEM制造的优势

了。跨国OEM委托方为了寻求利益最大化，会把目

光转向全球范围内的代工市场，转向与加工制造成

本更为低廉的OEM制造商合作，大量的OEM订单

流向东南亚等地区。与此同时，欧美发达国家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来实施“再工业化”战略。许多发达

国家减少甚至取消在华的OEM订单，在国际市场的

剧烈变化、OEM订单减少且不稳定的情况下，缺乏

核心竞争力和品牌的粤港澳OEM企业有被替代的风

险。

5. OEM 企业出口贸易遭遇多重壁垒。欧美等

发达国家借助技术壁垒提高我国企业产品输入的门

槛，削弱我国OEM制造企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此

外，随着发达国家对绿色标准的重视，其质量环境

认证等贸易壁垒对我国产品出口造成很大的制约。

粤港澳经济圈众多OEM企业属于中小型民营企业，

存在规模小、技术含量和生产经营管理粗放等问

题，对出口贸易壁垒处理能力不强，易受到环境政

策等外部因素的冲击。

二、粤港澳经济圈
OEM企业转型升级建议

1. 借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走出去。广

东港口众多，粤港澳地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排头兵。粤港澳地区要利用优势，推进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进行创新贸易合作，加快OEM企业转

型升级，借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走出去。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合作伙伴不仅只有东盟，

它还将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串

连起来，可以给粤港澳经济圈OEM企业带来以点带

线，以线带面的发展机遇。粤港澳经济圈的OEM企

业还可利用自身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的实力、特色，

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重要载体，以港口为推

力，先带动较具实力的家电制造、运输装备制造、

家具等产业先转型升级，后带动其他产业。

2. 以跨境电子商务推动转型升级。OEM企业转

型升级为OBM与ODM，需要寻找到新的发展点与品

牌运作模式，让自主品牌在全球站稳脚步。新兴的

跨境电子商务贸易模式利用大数据分析寻找更加适

合的品牌建设与运作模式，可以减少传统贸易所带

来的多层次操作，提高通关效率。跨境电子商务能

够推动“中国制造”成为“中国品牌”，给予粤港

澳经济圈OEM企业转型升级为OBM与ODM更加高

效、高质量的转变模式。

3. 借助自贸试验区便利化的贸易政策，促进

OEM企业转型升级。广东已有广州南沙自贸区、深

圳蛇口自贸区、珠海横琴自贸区，正在深入推进粤

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强化粤港澳国际贸易功能集

成，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为粤港澳经济圈OEM

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自贸

试验区是探索更为开放和更加便利的贸易先行试

点，可以加快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建设，推进

“一站式作业”，推动“三互”大通关，即监管互

认、执法互助和信息互换以及发展跨境贸易电子商

务。粤港澳经济圈OEM企业需要抓住自贸区所带来

的好机遇，借助自贸试验区高效率、高质量的便利

化贸易政策减轻进出口环节的成本负担，推动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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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产品“全国行”、“全球行”，尽快实现转型

升级。

4. 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理选择转型升级

模式。OEM企业的转型升级需要适合不同情况的国

家发展形势进行转变，因此，粤港澳经济圈OEM企

业需要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合理选择与沿线国家

的转型升级模式。利用好自身不断增强的技术、科

技、资金等方面的优势转型升级为ODM模式，更加

注重在产品设计方面增强利润空间。促进OEM企业

由低端向高端发展；延长产业链，与互联网融合，

与智能化生产制造融合，向生产制造与服务贸易融

合发展转变，提升产品优势。可以将生产基地向东

南亚国家转移，继续承接跨国公司的代工生产；也

可以承接跨国公司的代工生产直接转移给东南亚国

家的代工厂；最重要是的粤港澳经济圈OEM企业需

要开始从研发设计与营销着手，寻求全球的市场需

要，自建品牌，向OBM模式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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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s on Transformation of OEM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 Hong Kong - Macau Economic Circle                                               

Zhang Bin, Liu Xiaojun, Li Yongjian

（Zhuhai College of Jilin University，Zhuhai  519041）
Abstract: According to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the article is analyzed its operation on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OEM) Enterprises' 

Transforma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economic circles. Firstly, the article analysis the economic situation of the countries along "One Belt 

One Road" through the total GDP data, and study of Hong Kong and Macao economic circle OEM enterprise value. Secondly, based on the domestic some 

scholars study on Transformation of OEM enterprises and Hong Kong and Macau economic circle OEM enterprise's economic status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e article summed up the "The Belt and Road to OEM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opportunitie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economic circle OEM enterprise issues,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OEM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are put forwar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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