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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与东北亚经济合作》由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民经
济管理研究所王雅莉主编，周倩参与了基础性汇编工作。
由于筹募的出版经费有限，《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与东北亚经济合作》汇集的会议论
文，本着突出学会2010年年会议题和到会的学会老会员及各高校等单位参会代表的编辑意向，以达到
反映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2010年年会宗旨的目的。
所汇入的各篇论文的思想和内容，均由文章作者本人负责解释，《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宏观经济管
理与东北亚经济合作》编者不负责论文作者的学术观点及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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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而且动态效率又缺乏提升空间，为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只能越来越依赖于资本深化了。
也就是说，配置效率的改进在以“增量改革”为特征的经济转轨初期可能推动经济的增长，但它可能
导致资本的深化过程。
　　伴随中国经济转型的是全新的农村工业化道路，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的开拓既大大解放了农村生
产力，也析出了大量累积的人力资本——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富余劳动力的存在而产生的劳动力低
价特征构成了一种促使企业以加大资本投入为载体去充分利用这一比较优势来拓展利润的竞争空间，
这些低价的劳动力挤入城市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带来了远远超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剩余，推
动资本以更快速的比率吸纳廉价劳动力，而资本投入增加的机会成本在现时的体制框架内又是较低的
。
因此，早先发端于乡镇企业的全新工业化道路为城市工业部门的资本深化准备了人力资源条件。
　　此外，企业选择资本深化符合配置的效率原则。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得国有工业部门中由于长期分工所造成的效率低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格局伴
随着市场化进程而快速转型，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使得工
业部门相对于整体经济的人均劳动生产率的加速提升，出现了资本深化。
　　然而，还有一个重要的转型解释：按照新古典要素市场理论，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中，如果
生产要素价格给定，则厂商对技术选择必然是要素的边际产出比等于要素价格比的要素组合，此时企
业的成本最小，达到利润最佳水平。
但对于一个处于转型的经济体而言，其市场结构形态取决于既有生产部门与新兴部门进入竞争的作用
方式。
在中国经济的转型进程中，由于体制刚性，既有部门国有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比较高，因此，新兴部
门比较合乎理性的技术选择路径应该是资本劳动比较低的要素组合方式，但中国新兴部门的进入者并
非真正的私人所有制企业，而是地方政府兴办或支持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受到产
值以及地方政府目标利益驱动的影响，这些新兴部门涉猎资本劳动比率偏低的部门或行业的欲望较低
，但却很快进入到了国有企业较多涉猎的资本密集部门。
这种进入很快就演变成为“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或者不同层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直接竞争乃至过
度竞争和过度投资，并因此而迫使企业技术选择路径偏离了要素的自然结构，技术选择朝着资本替代
劳动的路径，从而使得资本劳动比持续上升，资本深化进程也就发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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