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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要素流动

为什么要促进要素流动？促进

要素流动首先要界定产权，开放权

利通道。一是资源配置可以优化 ；

二是可以增加财产性收入。它的资

源配置效率和市场估值，有还是没

有，差异很大。能否具有流动和交

易（转让、抵押、担保、处置等）

权利的物品，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

估值差异巨大。中国要发挥超大规

模市场优势，是不是人多就一定会

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一定。

首先是要推进市场化，形成一个

有效的市场，然后加上人多的优

势，才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从

市场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产

品市场已经基本形成，但是要素

领域只是半个要素市场。比如，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展迟缓，宅

基地转让受限，小产权房等遗留

问题还存在。这些问题反映了要

素流动过程中城乡土地权益的不

平等，城市居民国有土地的房屋

可以交易，但是农民在集体土地

上建造的房屋不能交易。财产权益

不一样，估值不一样，收入也不一

样，这是农民财产性收入低的一个

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有一些产业特别是

基础产业，市场准入受到限制，仍

然存在不同类型的行政性垄断，一

定程度上存在地方性保护等，限制

了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也限制了

一部分人财产性收入。

高质量发展的六大支柱体系

增强聚集效应

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特点，就

是通过要素集聚提高效率，即集聚

效应。产业集群等都是集聚。最近

几年，人们讨论一个问题，互联网

发展到这个程度以后还需要集聚

吗？大家感觉面对面还是很重要，

疫情以后这个感觉更为明显。数字

技术发展并没有改变“面对面”交

流的优势。还有人认为，拥堵等问

题可能在某些地方、某些环境存

在，但是总体上仍然是集聚不够。

所以对城市来讲应该是“小疏解、

大集聚”。像北京周边人口和产业

仍有较大的集聚潜力，将会形成数

千万乃至上亿人口的城市带、城市

群。

经济集聚有“三度”。一是密

度，单位面积聚集了多少人、资

金、技术和其他生产要素 ; 二是频

度，人员和车辆的流动频率，电话

和邮件使用频率等 ; 三是浓度，受

教育的水平、技术附加价值的水平

等。总的来讲，还是要通过提高

“三度”增强集聚效应。

突出原创驱动

经过多年的引进消化吸收以

后，可利用技术大减少，已经到了

再创新阶段，越来越多的领域已经

进入无人区，同时出现了“卡脖

子”问题。有些人说，中国原创可

能不占优势，我们搞应用就行了。

如果你的原创是二三流的，你的应

用能变成一流吗？因为原创是个背

景板，你的基础不行，把应用变成

一流长期看也不可能，特别是不可

能成为一个前沿性的创新型国家，

所以原创的问题一定要解决。

最 近 很 热 的 一 个 事 就 是

chatGPT，说中国落后了，原因何

在？疫情引起的封闭，还有中国缺

少资金，平台企业的信心不足等。

以前我们认为中国在这个领域还不

错的，但是现在落后了，能不能赶

上呢？最近大家关注技术领域“卡

脖子”的问题比较多，我认为比某

些领域“卡脖子”更重要的，或者

说更大的短板是基础研发、源头创

新不足，所以下一步讲创新的时候

要突出原创，这也是党的二十大报

告特别强调的。还有一些问题需要

解决。大学和科研机构要形成有利

于科学发现前沿突破、源头创新的

环境，主要是自由探索的体制、机

制、文化和学术规范，建立起学术

共同体规则。

chatGPT 出来以后，大家在思

考 ：这个机构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机

构，最初就十几个人，为什么做这

个事？因为兴趣和热爱。现在科研

环境要么缺少动力，要么过于短

视，急功近利。所以，中国源头创

新上要取得突破，确实还有很长一

段路要走。

要关注新技术革命的特点。过

去我们科研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

究、产业化应用等若干阶段，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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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特别是新的技术革命背景

下，这种划分已经过时了，所谓基

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应用分

不清、分不开了。有些看起来是市

场竞争中的问题，同时也是科学研

究前沿的问题，突破了，很可能就

是诺奖水平的成果。这个新的特点

我们要重视。要把市场化研究、基

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应用融

为一体，在这个基础上重视科技性

骨干企业在原创中的引领作用。

提升人力资本

高质量发展依托于高素质人

才。高素质人才是多层次的，既包

括顶尖科学家、管理者，更包括大

量工程师、大国工匠。在人口总量

拐点出现的情况下，如何由人口数

量优势转向质量优势，创造新的人

口红利，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拐

点，就是人口出生率降低。从消费

方面看，现在生存型消费水平基本

稳定，重点是要转向发展型消费，

特别是医疗、教育、社保等，要使

消费结构升级与提升人力资本融为

一体。

现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近 3

亿进城农民工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安顿下来的问题，有的在城里待

了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但住房在

哪儿？社保问题怎么解决？疫情期

间，收入下降，但是储蓄还在提

升，原因就是预期不稳，社保的稳

定功能不够。需要相应推动教育、

医疗和公共卫生、社保、住房等领

域的改革。以近 3 亿进城农民工为

重点，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

当务之急。以提高中低收入阶层人

群人力资本为重点，着力促进发展

条件的起点平衡，扩大中等收入群

体，稳步推进共同富裕进程。我们

要成为一个创新中心，吸引全球顶

尖人才。不仅要提升国内的人才水

平，还要留住人才，吸引更多的国

际高水平人才。

坚持韧性开放

面对逆全球化冲击，保持清醒

头脑和战略定力，站在历史正确的

一边。

坚持全球化符合中国长期利

益，符合全球发展趋势，首先自身

不主动脱钩，反对外部势力的脱钩

断链，也要抵制内部的民粹主义和

狭隘民族主义。

面对外部脱钩，要实行积极

的“备胎”战略，保障国内循环在

特殊情况下不被打断，同时力争打

破原有行业垄断，培育新的竞争优

势，如操作系统、芯片等。

从现实看，开放是针对脱钩

的最好武器。需要实行更高层次

的“引进来、走出去”战略，继续

深度融合全球分工体系。提高产业

链的竞争力、安全性、韧性和灵活

性，不搞一刀切，对国际上不同地

区采取不同策略。

全面客观观察、分析全球化走

势。把国际上有些政府、政客、专

家所说的，与企业、市场、民众实

际所做的区分开来，如中美贸易量

在打压下仍在增长。推动制度规

则型开放，占据全球开放型市场

经济体系的制高点，以建设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新形势下

的全球化进程中更多发挥支撑和

引领作用。

数字绿色转型

这一点中国和发达国家基本同

步，差距不大，部分领域具有优

势，怎么形成竞争力是我们需要关

注的问题。以增量优先、稳步替代

存量的方式，逐步实现数字和绿色

转型，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数字化

改造，同时要积极倡导引导全球绿

色治理。

打造这六大高质量发展的支

柱，要抓好两个关键少数。中央提

出“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

干、群众敢首创”。要抓好两个关

键少数，企业家和地方官员，主要

是地方主要负责人。这是中国经济

增长的两台发动机。当前，企业家

预期弱、信心差，地方官员不求有

功、但求无过，要么不作为，要么

乱作为，如层层加码。这个格局不

改变，即使从理论上说中国经济还

有潜能，但也释放不出来。如何让

这两台发动机不熄火，还能转得快

一些，要有一些针对性强的政策措

施。为此，在顶层设计指方向、划

底线的同时，鼓励地方、基层、企

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短期

内看不准、有争议的做法和政策，

可以在地方、基层先行先试，通过

试错找到对的办法，总结提高后再

大范围推广。

本文系作者在“以结构转型推

进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暨《结构

转型》新书发布会上的演讲。

 （作者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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