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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之河的 “此岸”与 “彼岸”
———评袁志刚教授 《均衡与非均衡：

中国宏观经济与转型问题探索》

王永钦

摘　要　本文简要地对袁志刚教授的 《均衡与非均衡：中国宏

观经济与转型问题探索》进行了评述。本书评从非瓦尔拉斯均衡的

视角，从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性转型与社会政策三个方面，分析

了本书的思想理路及其对中国问题的意蕴。由于中国的经济问题在

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结构性的，本书的方法和发现对于中国改革具

有重要的理论与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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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志刚教授早年负笈法兰西五年，师从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非瓦尔拉斯

均衡宏观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让·帕斯卡尔·贝纳西教授，系统地学习现代

经济学的真经，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学业完成后毅然回

国，积极投身当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对中国改革的思考，成为影响中国经

济改革进程的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

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一个从计划经济的 “此岸”到市场经济的 “彼岸”的

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从非均衡或者非瓦尔拉斯均衡的状态到均衡的过程。

瓦尔拉斯均衡是指完备市场的均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所有的市场 （包括

各种产品的市场、要素市场和金融资产市场）都是完备的。瓦尔拉斯均衡的

一个理想版本是：不仅市场是完备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每个市场还是完美的

（ｐｅｒｆｅｃｔ）、充分竞争的，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垄断等 “摩擦”（ｆｒｉｃ

ｔｉｏｎ），只需价格机制便可以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阿罗和德布鲁在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正式地证明了，这样的经济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即社会福利达到

了这样一种状态———每个人的福利不能得到进一步的改进，除非使得至少一

个人受损。这就是著名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这显然是一种高度理想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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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即使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不可能达到这样一种状态，但是它们的

确比较接近于这一状态。

非瓦尔拉斯均衡中，有些市场是缺失的，有些市场即使存在，也是不完

美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存在全局意义上优化资源配置的价格体系，即

使存在着的市场的价格体系本身也是扭曲的；这就意味着，还必需价格以外

的工具 （如配给等数量型工具）来实现资源配置，从而实现一定的均衡———

这种均衡就是非瓦尔拉斯均衡。

转型经济和大部分发展中经济显然都处在非瓦尔拉斯均衡状态，袁志刚

教授擅长的非瓦尔拉斯均衡经济学显然是研究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和转型问

题的一把利器。在过去的二十年时间里，袁教授用这把利器，对中国宏观经

济和转型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近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 “当代中国经济学家文库”新书 《均衡与非均衡：中国宏观经济与转型问

题探索》，系统地收录了袁教授近二十年对中国宏观经济和转型问题的代表性

研究成果，其中大部分曾发表于国内的权威学术期刊，内容涉及非均衡理论，

国有企业问题，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宏观经济问题，就业、失

业与社会保障问题，居民储蓄、消费和房地产问题，创新和中国经济长期增

长问题，等等。这些研究内容几乎涵盖了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所有重大结构性

问题，体现了一个中国经济学家在改革的大时代直面现实的使命感；由于袁

教授熟谙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独特的、

前后一致、逻辑自洽的理路，即非均衡的方法。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

读者的收获会更大。下面我将沿着这个思路，择取自己阅读本书的几个体验，

与读者分享。

从非均衡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的经济

体，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经济有着极大的不同；这尤其表现在，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都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而且，在不同的转型阶段，会表现为不同的结构性问题。从理论的角度来

看，由于市场的不完备和价格的缺失，在经济的很多领域，数量约束会起

到关键的作用，而不同的数量约束对宏观经济会有不同的影响，阅读袁教

授在这方面的分析，可以感知其对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驾驭已臻炉火纯

青。袁教授对中国的宏观经济也洞若观火，他对中国宏观经济中问题的分析

入木三分。拿通货膨胀为例，与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大部分表现为一个货币

问题不同的是，在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中，由于在某些部门存在着数量限制

（即 “短边”），通货膨胀很多时候是由于经济中的这些 “瓶颈”部门导致的；

由于不同转型阶段的 “瓶颈”部门不同，因此中国的通货膨胀在不同阶段的

成因和机理也不相同，相应的政策措施也应该不同。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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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分配问题、失业问题等等。从这个角度，读者们会更容易理解本书的相关

内容。

从非均衡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结构性转型问题。中国不仅是一个从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转型经济体，还是一个发展中经济，因而中国经济发展

的过程是一个结构性转换的过程，集中体现在城市化和工业化上，同时中国

的经济发展还赶上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这方面，非均衡的视角同样可以

给我们很多启发。从劳动力市场来说，中国是典型的刘易斯意义上的二元经

济：农村存在着过剩的劳动力，因而城市部门的工业化可以利用大量的来自

农村部门的廉价劳动力。如果中国是封闭经济，如果没有全球化，中国就不

能在全球的分工体系中实现自己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这种发展战

略就不能奏效。所幸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赶上了全球化这班车。

这个视角既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发展，同时也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内部

的宏观失衡现象，如劳动者收入占比下降、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等；这是因

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由于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和劳动者的低流动性 （户籍

制度进一步降低了劳动者的流动性），劳动者的讨价还价能力很低，这就决定

了他们的所得份额偏低。在袁教授的这本书中，多处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分

析透彻，给我们很多启迪。

从非均衡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社会政策。袁教授是国内最早将社会保障

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引入到中国的学者之一。社会保障理论的基础是保

罗·萨缪尔森等学者的代际交叠模型 （ＯＬＧ），代际交叠模型其实也是典

型的非瓦尔拉斯均衡问题———隔代交易的市场不存在，价格机制不能起作

用，所以存在着帕累托改进的机会，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就是这样一种可

以实现帕累托改进的政策工具。袁教授收录在本书中的一系列论文，将这

个重要的思想进行了深度的扩展，从而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养老保险筹资模

式，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和最优储蓄率的关系，以及中国养老保险体

系的选择等问题。这些研究对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作者对其他社会政策，如就业政策、户籍政策等的分析也有异曲同工

之妙。

上面只是我部分的阅读体验而已，在本书的其他内容中，如国有企业的

研究，金融改革的研究，消费、储蓄与耐用品的研究，人力资本和创新的研

究等，读者们也会发现同样的思想之美。《均衡与非均衡：中国宏观经济与转

型问题探索》一书使我感到，优秀学者的思想哲学总是一贯的，这体现了作

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同时他所关注的问题都是关于中国这片热土上的劳苦大

众的，这则体现了作者的赤子之心。这两者的结合使得作者总能抓住中国经

济中的结构性问题的大图景 （ｂｉｇｐｉｃｔｕｒｅ），并直切肯綮。动态地看，中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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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在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中，总是跳出原来的某个 （些）非均衡和瓶颈，向着

均衡的体系收敛；作者在跨越二十年的持续思考中，总能够根据变化了的经

济结构和新的约束，对中国经济的新病理提出新的剖析，这使得作者在中国

经济改革的不同阶段的学术研究和政策思考成了值得用心倾听的时代强音。

中国的改革之舟已远离此岸，但彼岸尚远；袁教授这些思想的光和热将帮助

中国之舟在风浪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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