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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通过改革增强经济内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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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经济学家厉以宁

《中国企业报》：您怎样看待当今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作用？

厉以宁：经济好比人的身体，经济
一旦出现问题，马上通过宏观政策进
行调整，就如同人生病了要吃药来恢
复一样。而改革正是要让经济这一肌
体依靠制度的疗效，具有内部调整和
促进发展的功能。
长期以来流行的货币学派的最适

当的货币流通量计算方法不能说明现
状，因为它有个前提，假定都是完全市
场经济的国家，假定政治因素不对此
发生作用，纯粹就经济谈经济。GDP增
长，人口增长率，物价上升，货币流通
速度。这叫正常水平，否则超过就叫流
通量过多。但中国是双重转型国家，农
业向工业、计划向市场转型。所以，观
念要重新探讨。政策也要做相应考虑。
从外生转变为内生，改革解决的就是
这样一个问题，这也是目前所欠缺的。
《中国企业报》：您认为当前中国

深化改革的难度在哪儿？您对此有哪
些建议？

厉以宁：30多年前的改革，无论是

农业承包制、乡镇企业改革或是股份
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由民间自发、自
下而上式的改革。而今天的改革，更需
要的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这就要
求改革的决策者要具备战略家的眼光，
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将整
个战略的布局做得更好。

现在的改革跟三十多年前不一样，
中国面临双重转型，即从农业社会转向
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同时从社会主
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
这两个转型叠加在一起，特别第二个转
型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从没有经历过的，
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改革的艰巨性。

无论是三十多年前还是今天，我们
同样需要解放思想。中国不能满足于已
取得的成果，改革不能停步。在经济运
行过程中，宏观调控是必要的，经济不
那么理想时，政策刺激经济；如果经济
过热了，政策就紧缩。然而政策是外力，
改革能使机体自身产生内生的力量，形
成制度。制度本身有制约的能力，有了
制度的作用，虽然也需要宏观调控，但
是就不用那么过分地依靠外力了。

《中国企业报》：金融危机、欧债危
机对全球经济的深层次影响还在继续，
而一向被欧美国家奉行的凯恩斯的经
济理论似乎并没有产生真正的作用，您
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厉以宁：事实上，从二战结束到欧
债危机为止，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基本
上结束了。按照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
经济与财政赤字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按
照周期平衡理论，当经济萧条时，通过
财政刺激，产生赤字后，到经济繁荣时
期，不要刺激了，财政赤字就消灭了。但
是这个理论，二战以后到最近的欧债危
机为止基本结束了。凯恩斯理论忽略了
三个情况。

第一个，在欧美国家，每隔四年五

年大选一次，每个执政党，为了兑现选
民的承诺，在经济繁荣时期，有财政赤
字。在经济萧条时，也搞财政刺激，最后
财政赤字越滚越大。

第二个，福利是有刚性的，推出容
易，取消难。比如 1962年，在英国，当时
的执政党看到给各种福利消耗财政较
多，就取消一条福利，即不再对中小学
生免费供应一杯牛奶，结果，英国老百
姓不答应。再比如希腊，一说财政要紧
缩，福利要取消，就没有几个人去考虑
国家命运了。

第三个，就是债务一代代地传下
去，只要国家不亡就没问题，但希腊、意
大利，出现这么个危机，你再不改，欧盟
不要你了。

所以，我们国家，应该吸取这个教
训。当然，我们国家财政赤字在 GDP中
所占的比例是比较低的。
《中国企业报》：当前，各种商务成

本的不断增高以及融资难、融资贵等现
象让民营企业深陷发展困境，您认为政
府该怎样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厉以宁：今天中国对民营经济的

问题，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过去
我们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都是对
的，现在要加上无民不稳，因为不仅要
国家富也要老百姓富，尤其民营企业
解决了大量就业，“无民”，就业问题怎
么解决？就业问题不解决中国能长期
稳定吗？
《中国企业报》：经济飞速发展让我

国外汇储备规模增长很快，到 2011年
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 31811亿美
元，但有观点认为，由于美元贬值以及
欧债危机的影响，我国面临外汇储备市
值缩水的风险，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您认为我国是否应减少外汇储备量？

厉以宁：传统最佳外汇储备看来现
在没有意义了。一般说三个月进口值加
上到期外债还本付息额。根据这个说
法，很多国家不需要那么多外汇。现在
看来这个概念不行。2008年金融风暴
以来，外汇最大用处不是用来支付到期
外债还本付息，而是在于国家必须有紧
急时可以动用的外汇储备，以应付种种
不测事件。金融机构越大，资本金越充
足，力量越强。

《中国企业报》：据国家统计局最
新发布的消息显示，2012年 2月份全
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出现环比下
降。这是否能说明今年物价水平将维
持稳定状态？

厉以宁： 2月份的 CPI环比能稳
定下降，并不意味着今年的物价就能
保持如此，目前来看仍然有三个因素
控制不了：一是输入性的通胀，如石油

价格等；二是天气情况，今年粮食收成
情况、养猪业的发展、蔬菜的供应情况
等；三是政策落实情况。
《中国企业报》：近年来，土地、原

材料以及劳动用工等各种要素成本不
断上升，企业生产利润微薄，这些问题
会不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因
素？

厉以宁：从历史上看，要素成本的

上升多次推动经济大滑坡，而需求拉
动物价上升的影响是缓慢渐进的。但
另一方面，要素成本上升对经济发展
也有某种重大的推动作用。要素成本
的上升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但同
时也是推动生产力大发展的重要因
素，很可能意味着这段时间内将有大
的技术突破。18世纪的英国是烧木柴
的，但慢慢地，木柴日渐变得稀少，当

时为了造船甚至要去国外找木材。后
来就找到了煤作为木材替代物。而煤
其实很早就被发现使用，之前之所以
不用煤，是因为浅层的煤已经挖完了，
深层煤的采掘会遇到一些技术问题。
为了克服相关技术问题，当时就发明
了蒸汽机，把深层煤的水抽上来，以便
采煤，这样才有燃料来炼铁。而这是要
素成本上升逼出来的。

要素成本上升倒逼技术创新

保留足够外汇储备以应对不测

改革应自上而下 顶层设计

厉以宁在翻看《中国企业报》 本报记者 鹿娟/摄

本报记者 鹿娟 3 月 6 日，在工商联小组讨论会上，记者意
外地遇到了全国政协委员张征宇。这是一位 10
年前即以商务通而名动天下的知本英雄，而“呼
机、手机、商务通，一个不能少”的广告语至今还
有流传和演绎。

其身份没变，还是北京恒基伟业公司董事
长。不过已经远离公众视线很久了。

而更让记者意外的是，恒基伟业已经不再
是单一的电子行业，开始转身新能源和航空地
面服务。

此前，虽然，北京首都机场、广州白云机场
和成都双流机场等机场率先尝试与国外运营商
合资成立地面服务企业 , 然而这并不符合航空
业对于第三方服务提供商的定义，其在经营方
式上仍然维持原来的垄断经营方式。

专家表示，从航空经营实际来看，地面服务
是其重要的盈利项目之一 , 而航空公司与机场
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近年来双方为角逐这一市
场，纷纷加大投入 , 我国几乎所有的上市机场股
份公司都把地服作为自己的主业，在发展战略
上明确规定地服的特殊地位。

张征宇正是看中了中国地面服务业蕴含的
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巨大的市场机遇，才会愿意
吃第一口“螃蟹”。转机来自于民航局行业政策
导向明确提出，大型机场要实现经营模式由经
营型向管理型转变。
《民用机场管理条例》对地面服务体制政策

做了明确界定，要求对一些大型机场地面服务
业务部门进行改组，要求其与机场脱钩，全面支
持航空公司自营并代理其他航空公司的客运、
货运地面服务业务，尤其鼓励和支持机场、航空
公司之外的社会企业介入航空地面服务。

不过，对于全国政协委员、律师段祺华来
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作为第一位归国创办律师事务所的中国留
学生，段祺华一直关注着影视和互联网行业，梦
想能创办一家具有影视剧制作能力的视频网
站。

在认真学习了六中全会关于大力发展文化
产业的精神后，段祺华激发了二度创业的念头，
毅然决定成立一家民营企业从事网络视听业
务。然而政策上的瓶颈成为段祺华无法逾越的
鸿沟。

段祺华表示，目前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的企
业中，很大一部分是由风险投资注资发展起来
的民营企业，被广大网民所认可的品牌也大都
是一些民营企业创办的。“虽然广电总局对《规
定》发布之前已经成立的民营视频网站亮起了
绿灯，但是发布之后对申请从事互联网视听节
目服务民营企业来说仍是无解”。
“一部分申请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民

营企业面临政策瓶颈，受限于过高的门槛，或遭
遇倒闭、国资转手的状况，充满新鲜血液的民营
资本受限于过高的门槛对进军网络视听产业望
而生畏。”段祺华表示。

段祺华提出，国家有关部门应与时俱进地对
互联网视频制作传播的政策进一步放宽，取消
《规定》中关于该行业企业类型的规定，扩展可
以进入视频节目制作领域的企业类型，设定基于
市场平等条件的企业准入条件，让多个优秀的民
企能够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

民企突破“垄断”
藩蓠还需政策给力
本报记者 陈昌成

今天的改革，更需要的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这就要求改革的决策者要具备战略家的眼
光，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将整个战略的布局做得更好。

———厉以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