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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留恋旧的发展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亚洲、非洲一些独立的国
家想早日摆脱贫困状态，于是听从了某些发展经济学家的
意见，致力于引进外资，结果，虽然经济增长率高了，人
均GDP增大了，但没有改变原来的体制，依然处于贫困
之中。

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困难，逐渐被一些经济学家从新的
角度做了批评解释，都认为发展中国家只顾发展，只顾引
进外资，盲目发展，盲目开放投资，盲目输出资源而不改
体制，这是有害的，就会使他们陷入低收入陷阱。中等收
入也能达到，但同样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样就产生了
一个新的名词，叫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是什么意思？就是
说，走老路是最保险、最安全的，因为前人是这么做的，
后人跟着他们的脚步走，这样的话不承担责任，同时也就
回避了走新路可能遭遇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于是很多
国家虽然感到现在的旧发展方式有问题、有矛盾，但还是
坚持它的路径依赖。

留恋旧的方式渐渐成为一种惯例，即使某些发展中国
家能够从低收入陷阱走出来，进到了中等收入陷阱，但到
了中等收入阶段怎么办？还跟过去旧方式一样，结果就陷
入了旧的陷阱。这种情况也有例外，希腊就是一个例外。
希腊在20世纪转到21世纪的阶段中，人均收入或者人均
GDP的收入都超过了过去，超过了人均GDP1.2 万美元。
1.2万美元被认为是条杠杠，超过以后，联合国、世界银
行就纷纷祝贺，你超过了中等收入。但又怎么样？制度不
改，金融风暴一来，它受到波及，马上又下去了，又回到
了中等收入陷阱阶段。所以，从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
阱就可以看出，走老路并不一定是没有风险的，而且风险
绝不比改成新模式的风险小。

这是全世界很多经济学家在讨论的问题。对中国来
说，旧发展方式的影响是深远的，旧发展模式持续了多
年，在社会上有许多人信它。严格来说，在中国，只有中
共十八大以后，中共中央才把新旧模式更替作一场革命，
是发展方式的革命。尽管在强调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时候，一再提到新发展方式对旧发展方式要替代，但路径
依赖的影响不可轻视。不少人认为按中国的国情还是慢为
好，慢慢地改，新发展方式还在推。这是一个大问题，就
是说，传统发展模式是不会自动退出的，要挤它，这样才
能找到新发展方式。路径依赖在思想上成为一个障碍，这
个障碍是什么？就是说，既然要改，那就慢慢改，所以说
它没有一种急迫性，并且还认为这种发展方式的改变，实
际上是跟资源配置的改变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先要分清楚什么
叫旧发展方式，什么叫新发展方式。旧的发展方式就是走
老路，跟着走，责任前人负了，这里没有新东西，反而可

以避免创新的风险。这就是旧方式。新方式呢？就一定要
通过重要的改革，通过一些革命性的改革才能做到。最重
要的是改革什么？比如说让企业成为市场主体，这就是一
种改革，改革以后，就能够使企业真正地自己经营、自负
盈亏。还有，通过新发展方式改革重在科技创新。科技创
新能提供新产品、新产能、新功能等，这个是重要的。你
不搞这个，旧的怎么被替代，新的怎么把旧的赶走？

根据以上所说的，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中国，市
场一定是要摆在重要位置，是决定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
但经济中还有一些例外，比如说公益性部门，比如说跟国
家安全有关的部门，还有特别重要的新科技的研究单位。
这种情况之下，虽然要利用市场调节，但政府也应该发挥
规划、引领、支柱的作用。那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怎么
样把经济转型呢？就是市场来调节，不改就被淘汰了。但
是特殊的行业、非营利性行业、纯粹公益性行业就采取另
外的方式，政府发挥引领的作用、扶持的作用，等等。

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么急？改革是不能拖的，不能
长期在这里较量，是旧生产模式好，还是新的生产模式
好。经济在前进，企业有同行，国外有同行，国内也有同
行，你不改就被淘汰了，不改就竞争不过别人了。

再走以前的道路，路径依赖的道路，最后只能延迟经
济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什么？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旧的会
转新的。旧的是重数量、重速度，新的是重质量、重效
果。企业是相互观看的，所以说不是不变，它没有感到压
力不会变，压力在前面了，你不变你就被淘汰，就是这种
情况。置之死地而后生，应该有这样一种想法，但我们现
在却不是这样。

我们现在怎么样？认为转变是可以的，得慢慢来，
别那么着急。为什么？一转变快了，失业问题怎么解
决？一转变快了，东西稀缺，引起物价的上升吗？你这
样做，新产品的销路何在？你在没有初始把握之前，你
的创新是不是会带来更大的风险？有各种各样的争论，
这些争论靠什么？靠深入学习十九大理论。十九大理论
上讲得很清楚，我们重在发展理念的转变。发展理念转
变了，你才能够前进，发展理念不转变，仍然是修修补
补的方式，甚至盲目认为现在路线已经都通了，不能再
大干快上，这对长期的转变、转型来说是不够的。所以
这里应该提出这个问题。

世界上很多国家走过的高速发展都是暂时的、不能维
持的，因为经济学家都知道高速度不是常态。中高速增长
对某些国家来说，走过了也不是常态，还在变，还在往下
走。因为经济在发展，所以说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不要

再留恋高速度，中高速度就够了。中高速度以后怎么样？
看情况。我们把中高速度作为常态，能够持久。至于说去
库存、补短板、降成本等，要不要做？还需要做。因为你
有这些需要来补的短板，需要继续前进的机会的话，你不
利用，别的企业就用了。每一个企业家都应该这样的，并
不是我用不用的问题，而是我的工人能不能继续在这里就
业的问题，我的市场是不是被别人夺走的问题。对我们来
说，中高速增长是维持经济常态的一个必要。

就中国来说，怎样保证今后的发展能够继续下去？首
要就是在今后的日程中，我们应该注意到企业的对手也是
企业。当别的企业试验成功了，有新产品、新产能的时
候，逼着你改，你不改他兼并你，你就垮了。这个不是坏
事，真正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在竞争中出现的，是
在有所为、有所不为，放弃一些东西，才能够坚持下去
的。这一点企业应该看得很清楚。企业应该看到，转型阶
段正是为未来人力资本做准备的阶段，这样一旦铺开了是
快的。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行了。

改革是不可能止步的，你按旧方法就待在这里了，迟
早要被淘汰。那就不如出来拼，出来改。所以现在是叫二
次创业，对民营企业来说特别重要，民营企业今天正面临
着二次创业的阶段，如果没有二次创业怎么来应付下一阶
段的竞争。人才的培育，也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人才大大
不够，培训以后更多的人是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把技术提高
了，知识提高了。不要害怕，这就行了。不能再去依赖过
去的路径，我们只有通过竞争自己、改造自己、创新路
子，中国企业才有更美好的前途。

改革是不能拖的

新旧发展模式更替如何成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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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厉以宁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编辑推荐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而这40年间，都

可以看到经济学家的身影，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在持
续推动、回顾和思考经济改革。厉以宁就是其中重
要的一位经济学家。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见证者、
也是参与者，曾经提出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等
观点，对经济思想探索、经济政策实践皆产生过不
可忽视的影响。

厉以宁的文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
以“1978-2018”为副标题，整理了40年间的论
文，一年选一篇，共40篇，以此呈现他理解的改
革开放进程和路径。全书所涉内容包括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经济立法，企业的社会责任，中国的农

业、工业改革等。其中有不少简洁明了
的论点，比如“宏观调控始终是必要
的”、“市场是可以创造的”、“改革是不

能拖的”，以及“改革是不可
能止步的，你按旧方法就待在
这里了，迟早要被淘汰。那就
不如出来拼，出来改”等。

摆脱路径依赖
在新思路指导下前进

厉以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