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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国民经济要转向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轨道，关键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尤其是增长方式。
什么样的增长方式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需要根据国内外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增长的实践进行研
究，以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和内涵作出科学的界定。
我想在任保平的《以质量看待增长——对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与反思》一书出版之际，谈谈我
对此的看法。
　　首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提高全要素增长率。
经济增长方式基本上是根据经济增长源泉的差异区分的。
经济增长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素投入的增长，另一方面是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
若经济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来推动，则可称之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
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则可称之为集约型增长方式。
经济增长理论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概括集约型增长方式。
丹尼森把对经济增长起作用的因素归结为五类：一是劳动投入在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提高；二是
资本和土地投入在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提高；三是资源配置的改善；四是规模的经济；五是知识
进展和它在生产上的应用。
在他看来，资本、劳动和土地等投入要素质量的提高，即三至五类因素属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范畴。
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说是评价增长方式的重要指标。
随着经济的增长，技术进步因素将越来越成为说明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主要因素。
　　其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提高资本投入效率。
在一部分人看来，增加投入是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特征，因此增加投入与集约型增长方式是对立的。
仔细考察增长方式的基本内涵，便可发现这种判断是片面的。
由于我国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还是投资推动的发展阶段，因此集约型增长方式不是排斥资本投入
，而是重视资本投入的效率。
罗默等人将投资区分为劳动密集型投资和资本密集型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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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质量看待增长“对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与反思》是一本写在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关键
时刻的专著。
在理论上，《以质量看待增长：对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与反思》尝试建立经济增长质量分析的
框架、基本命题和伦理原则；在实践上，《以质量看待增长：对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与反思》
从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福利水平变动、资源环境代价、国民经济素质、经济增长竞
争力几个方面，对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评价和反思，并提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转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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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
卡马耶夫于1977年出版《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他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是“物质生产资源变化过程的总和，以及由此而增加了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了产品
的质量，通常被称为这一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增长”，并强调“在经济增长这个概念中，不仅应该包
括生产资源的增加、生产量的增长，而且也应该包括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消费品
的消费效果的增长”。
　　（3）世界银行的托马斯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
2000年托马斯等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增长的质量》，该书由中国财政出版社2001年引进。
在书中，托马斯认为经济增长的质量“作为发展的补充，构成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关键内容，如分配
的机会、环境的可持续性和全球风险管理和治理结构”。
他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领袖们往往将产值（GDT）的增长速度作为进步的标准。
但许多有力的例子表明，一定的增长率可以对贫困和福利产生极为不同的影响。
一定的增长速度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从中国到墨西哥）导致了在教育进步和环境保护方面截然不同的
结果。
一定的增长速度对同一国家内部（比如中国和巴西国内）不同地区的贫困状况的改变起到了截然不同
的影响。
这些例子显然表明经济增长速度这一个数量指标不能反映它的质量。
”在对增长质量重要性的解释中，他认为“正像人们纳入食物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影响人们的健康一
样，是增长的方式和分布而不是它的速度，对减低贫困和提高生活质量有根本的影响。
数量并不一定代表质量。
美国的人均医疗卫生消费是世界第一，但它的医疗卫生体系的总体业绩水平仅在191个国家中排第37位
。
按人均卫生消费所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计算，法国只相当于美国的60％，但法国的医疗卫生
体系的总体业绩水平是世界第一。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均医疗卫生消费排世界第139位，医疗卫生体系的总体业绩水平占到第144位
”。
“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微观经济原则仍然是必要的。
但有三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常常被忽视：教育机会的均等化、环境保护和国家治理的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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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增长与人类的进步不会自动联系在一起，这个事实虽然简单，但常常被支持发展的人们所遗
忘。
占世界3／4人口的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正经历着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痛并快乐，通常与之相伴的是失业、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困加剧。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詹姆斯·思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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