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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前提是提升发展质量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李义平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人民群众生活改
善打下更为雄厚的基础。 
    发展必须是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这里的“质量”讲的是发展本身的质量，例如绿色、高质
量的 GDP，能够充分满足社会不断提高且日益个性化需求的供给，而不是通常讲的产品的耐用性
之类的质量。它包括产品的质量在内，但比产品质量更深厚、更宽大、更高层次。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应当是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否则发展就难以持续。经济发展的质量和
效益，从微观层面来看，就是要遵循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规律——投入产出规律，在投入一定的情

况下，产出最大，收效最大。这就要求生产者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降低成本不仅包括通常所讲

的节约，更包括各种投入要素的最佳组合，企业一般会在劳动力便宜时使用劳动力，在机器便宜

时使用机器。投入者还应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努力创新，包括技术创新、管

理创新、企业组织形式创新，以降低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使之低于同类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对于微观层面的质量和效益而言，至为关键的是接受市场的检验，即商品能否得到社会的承

认，此即商品交换的惊险跳跃，如果跳不过去，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产者自己。 
    经济发展的宏观层面的质量效益原则应当坚持平均利润原则，即投资于各行业的资本能够获
得大体相当的利润，这样整个社会的资本因得到最佳配置而产出最大。如果某些行业可以获得异

乎寻常的高额回报，而一些至关重要的行业利润薄得像刀片一样，就会在总体上降低社会投资效

率。实现平均利润的前提，是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 
    历史经验证明，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还必须坚持实体经济的原则。经济发展
是有其内在规律的，要警惕拔苗助长地发展第三产业；要警惕产业空心化、过度虚拟化和过度金

融化。即使服务业或金融业占 GDP 的比例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也代替不了实体经济对一国经济
发展无可替代的作用。没有先进的制造业，美国打不赢第一次世界战争。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
美国痛定思痛，高调回归实体经济。德国之所以在此次全球性危机中表现良好，得益于其高质量

的实体经济。拉美一些国家经济长期徘徊不前，就是过早大量发展服务业、产业空心化以及过早

实行高福利的结果。 
    我国经济跨过了粗放的、快速发展的阶段，步入了追求发展的质量与效益的时代。在整个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和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要之间的矛盾。在当前，这一矛盾表现为落后的低端供给能力和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

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不是没有需求，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需

求的总体水平提高了，但供给还停留在原来的层次，以致低端供给能力严重过剩，中高端的有效

供给严重不足，大量需求外溢，国内庞大的需求市场没有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总之，提高经济

发展的质量与效益，不是简单地以速度论英雄，我们要的是有质量、有效益的速度。 
    在当前，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就是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
和效益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结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调结构。调结构不仅包括各产

业之间科学合理的比例和结构，还包括各产业档次的提升，比如用最先进的技术装备改造第一、

二产业，更包括淘汰落后产能。落后的产能占据了大量社会资源，生产的是无效产品，直接影响

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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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调结构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必须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和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对于市场机制发展良好、市场能自动出清的领域，政府就不要过多介入。对于清

理僵尸企业这样的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必须借助行政力量，但作用的方向是最终让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