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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按照中国官方统计，从1979年至2007年，中国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接近10％；人均GDP从1980年
的173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 000美元左右，增长了10多倍；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由20世纪70
年代末不足1％提高到近5％。
不论人们是否同意用“奇迹”来概括中国最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我们应该看到，对于一个人口占
世界人口l／5的大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从近乎一穷二白的状态，发展到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
平，这是一项不易实现的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说，回顾和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驱动力及结构变迁等问题，有着特殊的
重要意义。
本前言将从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事实人手，简要概述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内在逻辑，同时展示本书的基本
内容和结构，以使读者对全书有一个概貌。
探索中国式发展之路图1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对数值图，该图的直
观结果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基本上呈加速增长态势，而且该趋势在近几年
有加快的迹象。
是什么因素在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理论界有多种解释，本书的大部分内容也将从不同角度讨论该问题。
这里我们只揭示一个事实，即高增长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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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面向海内外公开招标了
“改革三十年研究”项目系列重大课题，本书即为该课题的一项研究成果。
    与依部门、分条块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通例不同，本书从经济学逻辑来考察中国的经济增长。
全书的内容依照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来设计，按照完成本书的课题组提出的相对价格调整理论
与S型增长曲线模型来展开分析，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与结构变动规
律及福利效果；二是增长要素的变动及对总量产出的影响。
    在引言之后，全书内容分成三篇共12章，第一篇是第1至第4章，主题为中国经济增长特征及福利改
进；第二篇是第5至第11章，主题为增长动力分析，涵盖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劳动力资源开发、
技术进步、资本形成、财政支持、金融发展七个方面；第三篇是第12章，主题为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
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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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篇 总量增长、结构变迁及福利改进1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不论理论界和有关人士如何看待中
国30年高速增长的结果，我们坚持将这一结果称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
因为一个人口占全球人口115的贫困国家，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腾飞，摆脱了贫困，正
向现代化国家迈进，这应当算是人类奇迹了。
本章我们将从中国经济的内部变化及与相关国家的比较两个角度来分析中国奇迹的表现，揭示中国30
年高速增长的特征。
1.1 大国崛起林毅夫、蔡防、李周（1994）较早提出中国增长的奇迹。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同中国增长奇迹的提法，特别是将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取得
与前苏联东欧国家休克疗法的绩效进行比较之后，结论就更有说服力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世界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又持久的经济增
长。
在过去25年里，中国的年均增长率为9％，人均收入提高了四倍（从220美元到1 100美元）。
”Shane和Gale（2004）也认为：“在其他国家几十年乃至上百年获得的发展成就和变化，在中国只用
了20多年。
美国获得今天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由于其经济增长速度只有3％，用了超过100年的时间。
日本在1971年至l991年的20年黄金发展时期，年经济增长率也只有3．85％。
其他‘亚洲奇迹’国家或地区也从来没有像中国发展这样快。
”我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无论是纵向的历史比较，还是横向的国际比较，都堪称奇迹。
从历史比较来看：公元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汉朝与欧洲的罗马帝国处在同一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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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改革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由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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