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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2008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开始步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当理论界试图对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的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时，却
发现对新的发展阶段本质的认识和对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更为迫切。
因为，在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需要新的动力、新的机制、新的发展路径和制度框架，而照搬过去
的经验，可能搬起自己的石头砸自己的脚。
　　经济发展模式，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特定阶段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发展机制和路径的理论概括
。
在中国30年经济改革和发展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思维或战略。
一是立足于主流经济理论所强调的比较优势，试图依靠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环境资源的配置和利用
所带来的“要素租金”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二是立足于竞争优势，强调通过专业化分工、知识的创
新和积累所创造的“创新租金”实现经济的跨越发展。
因为两种发展思维或战略对经济增长和发展驱动因素的理解不同，前者被称为“要素租金”驱动的经
济发展模式，后者被称为“创新租金”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
由于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所依赖的驱动因素不同，需要不同的发展机制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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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即将进行第二次经济转型，即从制造经济走向创新经济。
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第一次经济转型不同，创新经济的形成和发展需要新的动力机制、新的发
展路径、新的组织形态和制度框架。
其中，从“要素租金”驱动向“创新租金”驱动、从生产型创业向创新型创业、从生产网络向创新网
络、从简单的放松管制和优化投资环境向构建创业环境的演进和转变，是中国第二次经济转型的逻辑
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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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刚，1965年2月出生，祖籍山东济宁。
200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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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9，集体），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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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存在着不一致或者冲突。
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改变现实，改变现实经济运行的前提是关注经济活动主体相互联系和
作用的方式及其动态发展和演化。
　　因而，我们要考察的现实经济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它是由一个个集聚的经济活动主体所组成，
经济发展是经济活动主体与环境及其它们之间相互联系、适应和作用的结果。
更为重要的是，现实经济中的各个经济活动主体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的。
经济活动主体与环境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适应和联系的动态变化，是经济系统发展和演化的根源。
对于现实经济是从何而来、如何发展和演化的解释，尽管存在着某些现成的标准答案，但是这些现成
的答案还没有真正解开谜团或令大多数人信服。
在经济理论发展史中，无论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还是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
用的分析，都只是对现实经济运行做出的理论描述，关键问题是他们都没有回答“它是如何做到的”
②。
　　马克思指出，对现实经济的研究，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必须用抽象力进行分析
。
③在本书中，我们强调理解现实经济的关键，是把它看做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的发展和演化过程，而构
成经济复杂适应系统并推动其发展和演化的基因，是经济行为主体与环境及其他们之间相互作用和联
系的方式及其动态变化。
当我们考察现实经济时，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由诸多经济行为主体及其活动构成的聚集体，其中每个经
济行为主体都对他所处的环境和其他行为主体做出适应性反应，现实经济是每个经济行为主体所做出
的适应性反应的结果。
因而，回答经济行为主体如何反应和对谁做出反应，是揭示现实经济及其发展和演化真实图景的前提
和逻辑起点。
　　当把经济增长和发展看做一个复杂适应系统演化的自然结果时，我们会发现简单的归因分析实质
上是把经济增长和发展当作“黑箱”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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