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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供给、新园区、新
金融、新实体五个概念都是比较
大的概念，需要把它们放在一起
来加以认识，我试着谈下自己的
基本看法。首先，对于新时代的
认识就是要进一步深入领会十九
大的基本精神。十九大报告指明
了我们所处的历史新方位。我们
已经走过了“站起来”和“富起来”
的时代，而面对的是要完成“强起
来”的历史飞跃的新时代。

第二，要达到“中国梦”的愿
景，就必须说到我们怎么样认识
社会主要矛盾。在这个认识社会
主要矛盾基础上把目标导向和问
题导向结合起来，构建好现代化
经济体系。十九大报告明确指
出，我们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优
化转换。十一届六中全会表述的
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
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
矛盾，现在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我的理解是，在前半句把那个
表述里面所强调的社会主义生产
目的，以更有包容性的用语做了新
的表述。物质文化需要，当然包括

我们社会成员要有温饱、要有发展
和享受，物质条件丰富所形成的物
质文明，上面还要有精神生活、文
化需要、精神文明相匹配，已经是
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而现在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再要加入什么
样更多的内容呢？其实是要把领
导人已经意识到的，老百姓的物质
文化需要放在上面的，还要进一步
有人的全面发展，老百姓要过有尊
严的生活。

第三，我们在投融资创新发
展中已经注意到，中国的城镇化
还有很宽广的纵深，真实城镇化
水平现在不到50%，完成城镇化
高速发展阶段还有20多个点，一
年增加一个点还要走20多年。工
业化继续推进，结合高科技化，在
市场化、逻辑化代表的改革开放
过程中间，这是全人类文明发展
的潮流。工业化、城镇化、市场
化、国际化、高科技化和法治化、
民主化，发展是在投融资领域将
建成区不断扩大，基础设施要一
轮一轮地建设和升级换代。工业
化、城镇化过程中推进的一系列
园区建设，必须卓有成效地按照
超常规发展的态势，把建设、发展

问题处理好。
在这个过程中，怎样能够成

功地打造新时代国土开发中的一
大批增长极区域，守正出奇具体
的机制是什么？就是各位已经耳
熟能详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这个PPP是把政府发挥的作
用和市场的作用达到一个新的结
合。在原来我们已经认识到的政
府和市场划清边界，各行其道，井
水不犯河水，既不越位又不缺位
的基础上，还要螺旋式上升到在
这个重要的园区投融资领域里，
政府跟市场主体一起又成为伙伴
关系，实现合作，一起做事情。守
正是对接市场，出奇就是在中国
特色之下，我们要借鉴国际经验，
还要根据自己的特殊需要，在实
现创新发展中把PPP这样一个国
际上已有的概念进一步乘势发展
出来，发挥支持中国现代化的作
用。这个出奇必须处理好这里面
复杂的关系。

第四，这样的创新在新金融
概念里有一系列具体的机制。
金融业现在最前沿的概念叫做
互联网金融，最时髦的说法是科
技金融，PPP是在更综合的概念

上把这些金融的创新和政府金
融进行对接。把政府的政策导
向结合科技创新的支撑，落在

“守正出奇”的创新发展方面。
创新可使金融更好地发挥现代
经济核心的突出作用。同时，要
成功地防范风险，把握我们面对
的战略机遇期，经受各种各样风
险的严峻挑战。

第五，在新金融进一步创新
发展中，所有的努力其实都要落
在新实业上，落在产融结合上。
不论强调金融多么重要，多么具
有核心的心血管系统的作用，都
是要服务于整个国民经济肌体的
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它的出发点
和归宿都要落在实体经济发展中
怎样升级换代。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制造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世界工厂地位，但我们还必须把

“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
在升级版的发展过程中，新的实
体经济升级是最关键的。

（本文根据贾康在纪念《中国
企业报》创刊30周年、“十九大精
神进企业”研讨会、第十五届中国
企业发展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
经本人审阅，有删节）

中国经济的潜力在何处？应
该说效率是重要的。国际上的竞
争主要是各个生产者、各个国家
效率的比较，效率走在前面就上
去了，效率一直落后，最后就会被
淘汰。

效率有三种。第一种效率就
是平常说的生产效率，生产效率
是一个微观经济的概念，因为有
多少投入就会有多少产出。如果
投入不变，产出多了，即效率增加
了；如果投入减少，但产值跟过去
一样，则效率提高了。这是生产
效率。在经济学中，从来都运用
生产效率这个概念。

第二种效率是20世纪 30年
代以后逐步形成的效率概念，这
个效率是指资源配置效率。主要
是讲，假定用A方式配置资源可
以得到N效率。换个方式，如果
用另一种方式也许效率就变成N+
2了，又换一种方式说不定效率变
成了N+3。这是通过资源的合理
配置产生的宏观意义上的效率。
这个效率过去不受重视，但是二
次大战以后普遍都认为生产效率
重要，但资源配置效率更重要。
对企业来说，这两个效率都要考
虑到。

第三种效率是二次大战以后
大概60到70年代以后兴起的，在
中国谈的不多，但在国外是很重
要的新的效率概念。这个概念叫
做X效率。X是一个未知数。比
如说投入生产出了成果效益，利
益跟它一样多，可以说知道来源，
但很多是不知道的。明明投入这
么多，结果效率没有原来高。效
率少了，或者投这么多进去，效率
多了。多了从哪里来？少了从哪
里来？没有仔细研究。这个效率
在经济中占的比较大，但往往不
被人们所注意。

我认为，三种效率都要并重，
都要重视到。生产效率大家都知
道，很重要。资源配置效率也很
重要，因为可以让资源的配置产
生更好的效率。X效率是个未知
数，更多是X负效率，或者叫X低
效率。

什么叫X负效率、X低效率？
就是不知道原因效率就“走”了，
效率到哪儿去了？应该有效率产
生，却没有了。国外的经济学家
研究这个问题，X究竟怎么来的，
为什么效率会减少，这对我们每
个企业都是很重要的。根据美国
经济学家70年代以来的研究，他

们认为效率少，X负效率远远超过
了X正效率，这是每个企业不可
避免会遇到的现象。

什么原因造成了X负效率？
他们认为大体上是三种原因造
成的：第一个原因在于企业跟企
业职工不是一条心，不是一个目
标，这就造成了效率的损失。有
的人看起来在干活，实际上却在
偷懒，没干活。很多任务本来可
以提前完成的，一定要慢慢拖，
这种现象就是第一个原因，叫集
体目标和个别目标的不一致。
我们的企业可以去查查看，有没
有这种现象。

第二个原因是职工与职工之
间不合作、不协调。个体与个体
之间的不协调形成了X低效率。

第三个原因是每一个人都有
一个惰性区域，比如说爱睡懒觉，
干活干了一半就休息去了，过一
会儿再回来。这个惰性，明明工
厂是有纪律的，他想各种办法来
逃避纪律对他的监督和处分。

美国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
全世界都存在的问题。国外的解
决办法，第一个是目标分解，求同
存异。企业有很多目标，A、B、C、
D、E一大堆。个人也有自己的目

标，把目标分解以后，看看其中是
不是有吻合的，求同存异。企业
希望安全生产，个人要求平平安
安，这个目标是一致的。企业要
求多赚利润，个人希望奖金随之
增加，这个目标一致了，只要把企
业搞好了多发奖金。企业希望有
一个好名声，个人认为在这样的
企业工作感到很自豪，目标又一
致了。目标尽量一致就可以减少
X负效率。

第二个，人和人之间不协调
怎么办？国外的做法是各自后退
一步，海阔天空。有的地方可以
妥协，有的地方可以协调。

第三个，惰性问题、不好的习
惯怎么改？第一个方面是强制原
则，不干就开除、记过、扣工资。
第二个方面是有奖励。只要好好
干，有名义上的奖励，有实物上的
奖励，还可以提升这些人。第三
个方面，惰性的解决靠自律，每个
工人应该都知道自律很重要。对
我们来说，能够说企业没有X低
效率吗？肯定有，而我们没有去
研究。国外在管理学方面很重要
的一点就是，研究X负效率怎么
能够逐步减少。

（下转第六版）

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挖掘效率潜力激发企业新动能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

新时代改革发展需要守正出奇

厉以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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