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常修泽(１９４５—)ꎬ«学术界»本期封面人物ꎬ１９４９ － ２００９«中国百名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精

要»入典者ꎮ 长期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国家宏观经济研究机构从事经济理论与决策研究ꎮ １９９０ 年被

评为教授ꎬ１９９２ 年起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ꎮ 历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家计委经济研究

所常务副所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ꎮ 现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ꎻ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ꎬ中国经济学术基金(香港)学术委员会副秘书

长ꎬ香港亚太法律协会产权顾问等ꎮ 常修泽教授独自著有«人本体制论» «广义产权论» «产权人本共进

论»等学术理论著作ꎬ被学界称为中国“人的发展经济学领军人物之一”和“对产权问题素有研究的经济

学家”ꎮ 其理论贡献被收入«中国百名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精要»第 ２ 卷ꎮ 常修泽教授多项科研成果获奖ꎮ
新世纪以来ꎬ其参与主持完成的重点科研项目“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要问题研

究”(为中共十六大报告起草工作提供的内部研究报告)等三项成果ꎬ曾分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优秀

科研成果一等奖(２０００ꎬ２００４ꎬ２００５)ꎮ 国际上ꎬ入选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ＩＢＣ)«国际名人录»第 ２６ 版ꎮ
〔∗〕本文系作者即将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图书«人本型结构论———中

国经济结构转型新思维»的序言ꎬ本刊略有修改ꎮ

　 　 　 　

«学术界»(月刊)
总第 ２０５ 期ꎬ２０１５. ６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Ｎｏ. ６ Ｊｕｎ. ２０１５

把握中国结构转型的“命门” 〔∗〕

○ 常修泽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宏观经济研究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

中国经济的深层病症ꎬ主要有三:一是体制病ꎻ二是结构病ꎻ三是发展方式

病ꎮ 针对体制病ꎬ在过去三十年中ꎬ笔者曾著有«人本体制论»«广义产权论»和
«包容性改革论»三部著作ꎻ针对发展方式病ꎬ笔者也曾有«创新立国战略»和«以
人的发展为导向的发展方式转变»(载«３０ 位著名经济学家会诊中国经济发展方

式»一书)———这些ꎬ已经成为历史ꎮ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人本型结构论———中

国经济结构转型新思维»ꎬ是一本专门研究中国结构问题的著作ꎬ可以说是«人
本体制论»的“姊妹篇”ꎮ 探讨结构问题ꎬ可以有多种视角ꎬ本书选取一个新的视

角———从“人的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ꎬ故称“人本型结构论”ꎮ 在此ꎬ笔者

把多年探讨的心路历程向读者作一诉说ꎬ作个沟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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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ꎬ可谓根深蒂固ꎬ且年深日久ꎮ 笔者接触结构问题粗

算起来也有 ３６ 年ꎮ １９７９ 年ꎬ即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第一年ꎬ当时的国务院财经

委员会曾组织了一个“经济结构调查组”ꎬ由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和马洪两位先

生领衔ꎬ对中国经济的深层结构及其体制障碍进行深入调查ꎮ 那年ꎬ我刚刚进入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ꎬ在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教授带领下从事经济理论研究ꎮ
经国家有关部门与谷书堂教授协商ꎬ我被临时借调到国务院财经委经济结构调

查组工作ꎮ 这是在我人生学术生涯中接受的第一项国家级大型调研任务ꎮ 在经

济结构调查组ꎬ我被分到东北组ꎬ后被派往黑龙江实地调查ꎮ 从 １９７９ 年 １０ 月到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底ꎬ在冰天雪地调研了 ７０ 天ꎬ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ꎮ 调研后以调研

组的名义撰写了«关于黑龙江省经济结构问题的调查报告»ꎬ上报国务院财经委ꎮ
这次经济结构调查对我的经济结构研究影响是带有萌发性的ꎮ 调研任务完

成后ꎬ回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ꎬ继续消化和挖掘调研资料的潜在价值ꎬ撰写并

发表了三篇研究报告和论文:一篇是探讨产业结构的———«黑龙江的轻工业为

什么如此薄弱?»ꎬ刊发在当时颇有影响的«经济研究参考资料»ꎻ一篇是探讨所

有制结构的———«长期并存比翼齐飞———哈尔滨市城镇集体所有制调查»ꎬ发表

在«人民日报»理论版ꎻ还有一篇是探讨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ꎬ题为

«“竭泽而渔”ꎬ后患无穷———经济工作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ꎬ发表在«南开学

报»ꎬ随后«光明日报»在“百家争鸣”栏转载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之后ꎬ由于参加国家“六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的理论依据研究»ꎬ加上研究所内科研分工的细化ꎬ我被确定为重点研究

“制度经济学”ꎬ但对结构问题仍难以忘怀ꎮ 此后的研究便形成了将体制问题与

结构问题相结合的研究思路ꎮ 例如ꎬ把要素投入结构与“企业产权制度”结合起

来研究ꎬ完成了«企业创新论»ꎬ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获中共中央四部门纪念十一届三中

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入选论文奖ꎻ把区域结构与对外开放体制结合起来研究ꎬ
提出“四沿开放(即沿海、沿江、沿边境、沿铁路干线)战略”(１９８８ 年 ５ 月新华社

内参报中央ꎬ后被国家所吸纳)等ꎮ 从 １９７９ 年初到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ꎬ１７ 年南开大

学经济研究所的“修炼”ꎬ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基础ꎮ

二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ꎬ在前国家计委(现改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成立几

个月后ꎬ笔者调入北京从事宏观经济研究ꎬ并担任国家计委(后国家发改委)经
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ꎬ主持科研工作ꎮ 新的岗位、新的平台ꎬ给自己提供了理论

与实际相结合探讨宏观经济的机会ꎮ 它促使自己从更高的层次和更广的视野来

思考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ꎬ包括制度问题、结构问题

和人的发展理论问题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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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１９９５ 年到 ２０１５ 年ꎬ２０ 年的国家智库研究ꎬ使自己得到了新的“历练升

华”ꎮ 正是在宏观层见到的大量的资料和严酷的现实ꎬ使自己对中国经济的深

层结构ꎬ包括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即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城乡结构、区域

结构以及资源环境(也是一种投入结构)矛盾及其背后的制度原因ꎬ特别是更深

层的对“人”的自身发展的漠视ꎬ有了更深切的体会ꎬ甚至是切腹之痛ꎮ
１７ 年的“南开修炼”和 ２０ 年的“宏观院升华”ꎬ使自己逐步形成了以“人”

(“人本体制论”)、“产”(“广义产权论”)和“转”(“中国第三波转型论”)为三大

支柱和主要内容的理论著述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ꎬ由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厉以宁、吴
敬琏三位先生主编的«２０ 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ꎬ第三分

册)»出版ꎮ 由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宋立研究员主持撰写的“常修泽篇”ꎬ
对本人探讨“人”“产”“转”的学术历程和学术思想作了系统论述ꎮ 这可以说是

对笔者 ３６ 年潜心探索的一个总结ꎮ

三

感谢安徽人民出版社促成写作此书ꎮ
２０１１ 年ꎬ刚刚进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时期的第一年ꎬ该社副总编白明先生

找到我ꎬ提出从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出版社发展战略出发ꎬ拟策划出版一套

«中国经济转型丛书»ꎬ申报国家“十二五”图书出版规划ꎮ 他盛情邀请我担任主

编ꎬ主持丛书的写作事宜ꎮ 考虑到本人与安徽的深厚情谊ꎬ盛情难却ꎬ遂共襄此举ꎮ
该丛书列入了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ꎮ 按照与出版社商议的框

架ꎬ丛书拟出六本ꎬ内容涉及中国经济转型中的若干重大问题ꎬ包括中国经济发

展战略问题ꎬ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ꎬ中国产业发展问题ꎬ中国的金融问题ꎬ
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问题ꎬ以及中国经济结构转型问题ꎬ最后一部由笔者独立承

担ꎮ 在出版社的精心策划组织下ꎬ该套丛书中有三本已经按时出版ꎮ 这就是姜

长云研究员的«转型发展中国“三农”新主题»、王岳平研究员的«中国产业结构

调整和转型升级研究»、王小广研究员的«中国发展新阶段与模式转型»ꎮ 从已

经出版的三部来看ꎬ出版后社会反响较好ꎬ其中有的还被译成英文、韩文ꎬ走向世

界ꎬ有的被列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ꎮ 此外ꎬ另两部即张岸元研究员的«中国金融

转型»和齐勇锋教授的«中国文化经济与发展方式转变»ꎬ也即将完稿付梓ꎮ
现在出版的是笔者独著的«人本型结构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新思维»ꎮ

四

如同笔者在本书“题记”中所言:“一千个观众眼中ꎬ有一千个哈姆雷特ꎻ诸
多的经济学家心中ꎬ也有多种结构转型学说”ꎮ 那么ꎬ笔者这部结构转型著作ꎬ
将选取哪个独特的视角呢?

我的积淀、我的思维ꎬ使我情不自禁选取了“人的发展”角度ꎮ
我是 １９８６ 年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向青年社科基金项目提出探讨«人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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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的ꎬ此后一直将其作为研究的重点之一ꎬ至 ２００８ 年ꎬ出版了«人本体制

论———中国人的发展及体制安排研究»ꎮ 此书出版后ꎬ“人的发展”“人本导向”
“人本体制”乃至“人发经济学”成为我观察问题、研究问题的天然性视角ꎮ 也许

是这个原因ꎬ在接受安徽人民出版社的著述任务之前ꎬ就确立了这本著作的基调

和线索ꎬ以形成«人本体制论»的“姐妹篇”ꎮ
长期以来ꎬ结构问题被视为一个“物”的问题ꎬ或者称“增长主义”的问题ꎬ但

依笔者“人本论”思想的观察ꎬ透过表面的“物”的映象ꎬ就会发现ꎬ在“物”的背

后ꎬ深层的问题是“人”的问题ꎮ
———需求结构:消费ꎬ涉及人ꎻ民富ꎬ更涉及人ꎮ
———供给结构(产业结构):服务业ꎬ涉及人ꎻ关乎人的长远利益发展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ꎬ也涉及人ꎮ
———要素投入结构ꎬ更与人息息相关:创新涉及人的“心灵放飞”ꎻ至于要素

投入方面的资源环境ꎬ更涉及人的“环境人权”和“天人合一”ꎮ
———城乡结构涉及“城里人”和“乡下人”ꎮ
———区域结构ꎬ更涉及天南地北各地人ꎮ
———特殊的区域关系ꎬ涉及两岸同胞ꎻ而进一步扩大开放ꎬ则涉及普天之下

四海兄弟ꎮ
人啊ꎬ人! 构成中国经济结构改造、变革的灵魂ꎬ也形成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升级的导引ꎮ

五

本着上述指导思想ꎬ本书在结构安排上ꎬ设置三部分ꎬ共十章ꎮ
第一部分ꎬ相当于“总论”ꎬ提出问题并确立本书的基调ꎮ 即第一章导论:中

国经济结构面临历史性转型ꎻ第二章基本导向:结构转型必须以人的发展为导向ꎮ
第二部分ꎬ是本书的核心部分ꎬ旨在回答究竟如何按照人的发展导向来推进

经济结构的转型ꎮ 这部分ꎬ按“经济结构”内在的“逻辑结构”开始设置六章(六
个结构)ꎬ但考虑到中国独特的国情ꎬ在区域结构部分ꎬ除了大陆自身的区域结

构(东、中、西、东北)之外ꎬ还有一个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两岸问题ꎬ这是一组特殊

的区域经济问题ꎬ故设置七章ꎬ即:第三章需求结构转型:以消费者为本位的消费

主导型结构ꎻ第四章产业结构转型:以服务业为重点的产业协同ꎻ第五章要素投

入结构:以创新者为动力的创新驱动ꎻ第六章资源环境结构:天人合一、绿色发

展ꎻ第七章城乡结构:由“城乡二元”向“城乡一体”转型ꎻ第八章区域结构:由“板
块碰撞”向“区域协调”转型ꎻ第九章“合赢天下”:两岸经济合作的新思维ꎮ

第三部分ꎬ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体制支撑ꎬ即第十章ꎮ 此部分虽只

有一章ꎬ但十分重要ꎮ 实践表明ꎬ中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且难以得到有效调整的

深刻根源ꎬ在于现行体制的掣肘和制约ꎮ 如果没有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

突破ꎬ经济结构的改造、升级、转型都是不可能的ꎬ本章是全书的结论ꎬ乃压轴之章ꎮ
—２２—

学术界 ２０１５. ６学术探索



六

为了表达本书的上述思想和架构ꎬ根据经济学界前辈希望理论上“有所创

新”的期待ꎬ笔者在以下四个方面作了探索:
第一ꎬ主线方面ꎮ 相对于以“物本型”增长主义为主线的结构著作ꎬ该书提

出了“以人的发展为导引”的主线ꎬ并建立了“人本型结构论”这一核心范畴ꎮ 书

中指出ꎬ这里的“人”ꎬ指横向上“全体人”ꎻ纵向上“多代人”ꎻ内核上“多需人”ꎬ
这是对“人”的一个全方位的尊重和阐发ꎬ并尽可能将笔者关于人的发展经济学

的研究成果贯串到全书各个结构的分析中ꎮ 本书提出:需求结构ꎬ核心是提高

“居民消费率”和“藏富于民”ꎻ供给结构ꎬ核心是发展服务业和新兴产业ꎻ要素投

入结构ꎬ核心是心灵放飞和万众创新ꎻ资源环境ꎬ核心是生态福祉和环境人权ꎻ城
乡结构ꎬ核心是填平城乡之间的制度“鸿沟”ꎻ区域结构ꎬ核心是区域协调、人际

和谐ꎮ 以“人”为核心ꎬ这条主线ꎬ应该说是鲜明的ꎬ也是富有个性化的ꎮ
第二ꎬ立意方面ꎮ 笔者从三方面作了努力:首先ꎬ放眼全球ꎬ从当代人类文明

的最新成果角度立意ꎮ 对当今人类最新的三大潮流———人本主义发展潮流、经
济全球化潮流ꎬ特别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潮流ꎬ作了内在分析ꎬ虽难说高屋建瓴ꎬ
但力求立意要高ꎮ 其次ꎬ有关国内分析ꎬ也不是“就结构论结构”ꎬ而是把结构放

在中国“第三波历史大转型”的广阔背景下分析ꎬ力争视野开阔、立意深远ꎮ 再

次ꎬ也是更重要的ꎬ针对结构转型本身ꎬ提出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观点ꎬ如ꎬ关于

“人本是结构转型的命门”的观点ꎬ关于国富民富“两条曲线”的观点ꎬ关于“创新

的根本在于心灵放飞”的观点ꎬ关于“天地人产权”的观点ꎬ关于“升级版的‘四
沿’发展战略”的观点ꎬ关于两岸“平等连体”的观点ꎬ以及关于“结构性破垄”的
观点等ꎬ这些观点是笔者潜心研究出来的ꎬ应当说有一定新意ꎮ

第三ꎬ体系方面ꎬ笔者试图在逻辑体系上能够“打通”ꎮ 首先ꎬ把国外和国内

“打通”ꎮ 该书在分析国内理论的基础上ꎬ尤其对国外学者如古雷特、佩鲁、阿马

蒂亚森有关理论的分析ꎬ力求有深度ꎬ以便对读者有所启迪ꎮ 其次ꎬ把自己过

去的积累和现在的研究“打通”ꎮ 如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的“人本经济学”
课题申请(１９８６ 年)、“企业创新论” (１９８８ 年)、“四沿”开放战略(１９８８ 年)等ꎬ
与现在的观点对接起来ꎬ以一贯之ꎬ使本书具有扎实的理论积淀ꎮ 此外ꎬ把结构

(发展)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打通”ꎬ从结构问题入手挖体制原因ꎬ又从体制创

新角度阐述ꎬ为结构转型提供支撑ꎮ 经过上述三方面“打通”ꎬ使本书对于经济

结构的分析比较系统ꎬ初步形成一个比较独特且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ꎮ
第四ꎬ方略方面ꎮ 在“十三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内ꎬ中国到底如何实现结

构转型ꎬ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转型方略ꎬ力争有操作性ꎮ 而且ꎬ书中尽量提供鲜活

的实践材料和有关案例ꎬ能够“接地气”ꎮ 这些转型方略ꎬ对研究和制定“十三

五”乃至更长期间经济结构调整规划或许具有应用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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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中国结构转型的“命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