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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围城与穿越

过去的30年，尽管在发展过程中有高有低，

有很多忧虑、很多挑战，但是总体来说，中国经

济的发展是加速的。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件

事，是2000年我从纽约回国时，国际机构普遍

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大约会在2050~2060年之间

超过美国。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

经济总量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比原先的估计提

前了近40年。即使我们保守一点 ，也是2020年

前后。当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即便中国

经济总量赶上或超过美国，我们的人均GDP和其

他很多方面与美国的差距还是巨大的。但毋庸讳

言，中国经济的增长出现了明显的加速效应，远

远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期。为什么中国经济会

加速？

我们理解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理叫做自

由贸易或自由交易（free trade）。理论上讲，自

由交易是个排列组合的过程，2个人可以做1个交

易，3个人3个，4个人是6个，5个人是10个，6

个人15个，7个人31个。当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

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去的时候，结果可能是爆炸式

的。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会自我

加速的，总量的增长可能会呈现翘尾效应。

这是除去各种短期因素如CPI等以外，中国

经济发展背后最大的宏观和长远因素。看不到这

个因素，可能你的估计全都是错的。这也是为什

么中国一定要保持稳定的原因，否则就没有让这

些交易发生的环境，而要花大部分时间进行社会

的修补。在13亿人走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第一

是对手方越来越多。边远地区参与进来，开始搞

旅游，干部也下海了，参与市场经济的人越来越

多。增加一个人，不只是增加一个交易，而是增

加了很多交易的可能。第二是升级，有很多农民

开始办企业了，有的甚至去读了EMBA，农民工

越来越少。第三是基础设施的改进，比如高速公

路、高速铁路等道路交通的进步，还有互联网的

发展，带来信息交换的便捷。第四是社会的进步

和交易成本的降低，例如信用体系的建立、法制

环境的改善，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交易规则

的清晰。我们要建设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因为

在资本市场上，大家必须讲规则，这大大降低了

社会交易的成本，提高了经济发展的效率。还有

一个就是民族特性，中国人很勤奋，一天能做10

个交易，一个德国人一天做1个交易，一个希腊

人大概10天也不做1个交易。这就是为什么中国

经济总量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

2011年底，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一片

悲观，结果数据一出来，发现没有那么糟糕。这

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多次，我把它称为“中国经

济的围城与穿越”。围城，往往里面的人觉得外

面好，外面的人觉得里面好。中国人看国外，金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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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危机肯定不行，外国人看中国，华尔街卖空中

国。当时可能只剩一种人说中国还可以，我把它

称为“穿越”，在东西方之间的穿越。那就是，

国外人到中国一看，说中国还行，中国人出国一

看，还是祖国好。其实好坏都是相对的。我认识

一位拍经济专题片的导演，去意大利拍片子，正

好碰到经济危机，贝卢斯克尼下台,所以他连夜写

邮件回来，说到了意大利，发现还是祖国好。

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问题，也不是说我们不

要有忧患意识。中国经济有很多问题，我们要努

力改革。中国资本市场也不会某一天就突然变得

完美无缺，这需要大家共同来参与，推动发展和

改革。但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

动力，要有信心。我们还要看到问题在哪里，问

题的本质是什么，要有能力看清楚要在哪些方面

去推动改革，要有足够的智慧去解决这些问题，

而不是盲目“愤青”或悲观。

中国经济的动力在哪里？2006年，我带着证

监会研究中心的全体同志去北京郊区地道战遗址

焦庄户搞党建活动，看到了一个广告牌，让我很

震惊。一个广告牌上，有27个农家菜的广告，这

弄不好是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广告牌。后来我去

参加国际论坛，什么都

不用带，就带这张广告

牌的照片，老外一看，

傻了。我说这就是中国

经济，在中国经济的每

个环节，每个行业，都

是这么一帮人，他们丝

毫不害怕竞争，他们全

心 全 意 地 拥 抱 市 场 经

济，这就是中国经济为

什么总是不断往前发展

的根本原因。中国的省

长、省委书记，市长、

市委书记，都是CEO，

都是投行家，也都在充

分竞争，当然这种模式

的弊端需要我们努力消除，但中国经济不缺动

力。中国人从来不缺乏竞争意识，往往缺点竞争

规则，一般都是无序竞争。 

我们应该看到，如果没有规则或规则不清

晰，在自由经济自我加速的同时，社会问题也可

能加速出现。因为自由交易的对手方是排列组

合，矛盾的对手方也是排列组合，产生的社会矛

盾和问题可能快速增加。我们看到，这是一个

最有希望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具挑战的时代。我

们要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这样可以让中国经济

能够纳入一个良好的、透明的、公开的、有规则

的竞争体系，使中国经济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运

行，使中国经济走得更好。

2011年我去中西部的一个城市参加会议，在

机场接我的是一位老司机。我问他：您怎么这么

大年纪还开车谋生？他说，他实际上是旅游公司

的老板，因为活动太多了，司机不够用，只好亲

自来开车。聊天中发现他挺了解iPhone，一问才

知道，他还是这个城市的iPhone总代理。聊起股

市，他最关心的问题是IPO排队时间有多长，我

说你的旅游公司难道想上市不成，他说不是，他

还投资了一个PE，他参股的一个公司差不多可

美国硅谷 北京金融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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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市了。我当时想，中国13亿人究竟有多少老

板？说不清楚。

中国这个国家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人多；

第二，每个人都要办公司，都要当老板。大家说

美国有硅谷，是因为美国人有牛仔精神，喜欢创

业。其实中国人的创业精神一点也不亚于美国人,

只是缺乏一个机制。我们相信，中国资本市场各

项制度的逐步完善，能够更好地把这些创业精神

唤醒，来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推动产业升级。

大国崛起需要不断改革体制机制

2010年底，中国跨越了人均GDP4000美元

的门槛。如果时光倒流100年，1913年，世界上

有两个国家，美国和阿根廷，人均GDP都在4000

美元左右。那时世界在猜测，是美国崛起，还是

阿根廷崛起。

今天我们可能觉得这个问题有点不可思议。

今天美国人均GDP4万8千美元，阿根廷不到1万

美元。但一百年前，起点是一样的，而且阿根廷

资源丰富，面积不到美国的一半，耕地面积竟然

和美国相当。一百年前，欧洲人为了移民去美国

还是去阿根廷而犹豫不决，很多人最后选择了阿

根廷，因为南美气候好。100年之后，这两个国

家已经无法同日而语。

世界很奇妙，几乎是一个轮回。一个世纪后

的今天世界又在猜测，是中国崛起，还是印度崛

起。中国正好也走过了人均4000美元的门槛，

4000美元之后的竞争力靠什么？大国崛起竞争的

是什么？从美国和阿根廷的百年兴衰来看，不是

起点，不是资源，是体制机制。

大国崛起需要不断改革体制机制。中国有一

首儿歌，“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

只没有尾巴，真奇怪。”中国社会有两只老虎，一

只叫做改革，一只叫做社会问题，它们可能都在

跑，却不知道对方在哪。我们要让改革这只老虎

跑得比另一只老虎快一点，这样就可以实现未来

10年的发展目标，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看有没有可能呢？完全有可能。

中国过去30年的奇迹，始于一个产业的市

场化改革——农业。从农村的包产到户开始，

结果是什么呢？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人

写过一本书，叫做《谁来养活八亿中国人》，书

中说中国人很多，耕地又很少，中国人将来吃不

饱饭，天下大乱。今天中国不止8亿人，13亿人

了，可能有一半人在减肥，至少吃饭不再是问

题。同样的一片土地，同样的人群，发生了这么

大的变化。

中国的改革从农业的市场化开始，随后扩展

到轻工业、重工业等各个领域。2001年到2006

年，我有幸参与了中国基金业市场化改革的全过

程，也见证了在金融行业推动市场化改革能带来

的变化。行业规模从500亿到上万亿的爆炸式增

长，除了市场环境等客观因素以外，与其他行业

的市场化改革一样，从业者积极性的调动带来了

行业潜能的释放。

今天中国改革的本质，仍然是怎样去推动市

场化改革来释放生产力。今天的中国，也仍然有

很多领域需要市场化，也可以市场化。金融领域

是一个典型，大量企业找不着资金，大量资金找

不着企业。这是因为金融市场不够发达，不够有

效，不够市场化。医疗领域可能是另一个典型，

一大群病人找不着医院看病，一大群医学院的2013年GDP增长目标为7.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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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找不着工作，也是因为这个领域不够市场

化。改革，可以有很多宏大的顶层设计，也可以

从经济社会一些明显市场化不足的领域做起，我

们相信，这些领域的逐步市场化改革，释放出的

生产力，可以成为中国经济未来10年发展和转型

的重要动力。

今天的中国还有没有改革的动力？大家都

有很多的担心。我觉得中国改革的最大动力，可

能还是来自于中国过去百年来的屈辱。有一次

我做了一个讲座，举了阿根廷的例子，讲座结束

后，一位年轻的小同事对我说，您讲得挺好的，

但我就是想不明白，你们怎么老想着中国崛

起，怎么老想要发展，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像

阿根廷人那样生活，他们那么生活不是挺好

的吗？当时问得我一时也有点回答不上来，

我说我们是没见过日本鬼子打进来，但是我

们听说过。

有一天我开车上班路上，听到电台播了这

么一条消息，我觉得很感慨：马尔维纳斯群岛

战争30周年时，阿根廷举国上下开始讨论，

想把它收回去。马尔维纳斯群岛对于阿根廷的

意义有一点像我们的台湾。英国人听说后，议

会讨论要再派一艘航空母舰去，把阿根廷再教

训一顿。阿根廷的军队在英国皇家海军面前基

本不堪一击，经济水平位列南美最贫穷国家之

一，于是只好忍气吞声，偃旗息鼓。我想，阿

根廷人虽然生活很悠闲，但是有时也很屈辱。

所以我相信中国还是有改革的动力的。

当然，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改革也

不再像30年前那样顺理成章，因为那时候不改

革就没有饭吃。今天的改革涉及到利益的重新

调整和分配，涉及到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是

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或许还需要我们有足够的

智慧，能够设计好改革的帕累托改进，让每个

参与改革的人，都能从改革中合理地受益，包

括在政府和市场的人才之间建立起有规则的旋

转门机制，才能更好地推进市场化改革。

邓小平同志很早就说过，中国的崛起，需

要两个30年。今天的我们，正好站在前面30

年的终点，后面30年的起点。

那么，中国能不能再有一个30年的发

展？在二战结束以后，几乎所有的经济体都有

过一个高速成长的30年。欧洲从废墟上开始

复兴，德国、法国从1945年走到1970年代陷

入经济滞胀，30年；美国二战结束后从军用

经济转向民用经济，走到1970年代遇到石油

危机；日本人从50年代末期走到了1989年经

济泡沫破裂，30年；亚洲四小龙60年代末期

起飞，走到1998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30

年；美国在1970年代后又有了一个30年的高

速增长，靠的是高科技产业，而高科技产业

的背后是资本市场。中国从1979年走到2009

年，也是30年，还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

金融危机。

今天的中国也正好走到这么一个关键的时

刻，如果我们加快推动改革，相信中国经济有

能力再走30年。当然，与此同时，我们还必

须要不断提高中国社会的各种文明水平，包括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还有政治文

明。小平同志讲，如果再发展30年到50年，

我们就可以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时，

我们才能说，人口众多的中国，对人类做出了

贡献。

我们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有过辉煌的古

代文明，也有近百年的衰落和耻辱。我们在过

去的几十年中，迎头赶上。今天我们几乎可以

清晰地看到，多少代人梦想和企盼的民族复兴

的光辉前景，就在可预期的未来。我们这一代

人非常幸运，经历过中国的贫穷，见证了中国

过去30年的巨变，还有机会推动中国未来30

年的成长。在历史的长河中，再长的生命也

是一瞬间，一滴水只有和洪流结合在一起才

会有力量，我们有幸和这么一个伟大的历史

进程结合在一起，确实非常荣幸，我们应该

共同努力，不辜负时代赋予我们的这样一个

伟大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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