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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

党从现在开始的中心任务，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

任务。2023年4月26日，辽宁大学宋则行名家大讲堂专门邀请全国政协常委、

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北京

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作专题报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

中心任务和首要任务的实现路径：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就中国式现代化的内

涵、特征以及辽宁怎样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来做好东北振兴的“三篇大文章”、落实

《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解读、分析和探

讨，并在《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刊发特稿。《辽宁大学

智库简报》第2期择要整理刊发。相信文章将为推动高质量的社会主义国家建

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以及东北全面振兴新突破做出重要贡献。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心任务和首要

任务的实现路径：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林毅夫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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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从现在开始的中心任务，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首要任务，这同样也是辽宁的中心任务和首要任务。辽宁当前正

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

做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在此结合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心任务和首

要任务来谈谈辽宁怎样以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来做好东北振

兴的“三篇大文章”，贡献于高质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贡献于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

一、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种形式，从政治上来讲我们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不是西方“轮流坐庄”的共和宪政，在经济上我们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行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成效非常显著。从改革开放到2022年为止，我们连续

44年平均每年GDP增长达到9%，平均每年的人均GDP增长达到8%。发

达国家的人均GDP的增长在过去100多年也就是2%，而我们达到8%，是

它们的4倍，所以我们的物质量增长得非常快。原来，我们曾经是世界

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现在已经快迈过高收入国家门槛，变成发达国

家。除了人均物质拥有量的增加之外，党的二十大报告还提出中国式

现代化有五大特征：一是人口规模巨大国家的现代化；二是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的现代化；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四是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五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

在这些内涵与特征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都存在本

质区别。实践表明，二战以来的80多年时间里，100多个发展中国家推

行的西方式现代化普遍不成功，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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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这与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成功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

本文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用现代经济

学的方法总结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验提出的新结构经济

学，认为要同时实现这五个特征目标的关键在于，根据每个地区具有物

质第一性特征、在每个时点给定随着时间可变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通

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的共同作用，把各个地区由其要素禀

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各个地方不管是富还是穷，

都有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

用之下，把它变成竞争优势，就可以解决全国面积这么大、各个地方条

件不同，经济怎么发展的问题。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还能够提高一次分

配中的经济效率和政府通过二次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能力，从而实现

共同富裕。此外，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还能够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相协调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和平发展。

二、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首要任务。为此，一方面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另一

方面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怎样才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呢？首先是要按

照比较优势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按照“小步快跑”的方式，保证

每一步技术创新和发展的产业符合当时的比较优势，使企业获得自生

能力，从而进一步推动创新发展、



优势的原则，后面的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才能水到渠成。高质量发展

的第二个方面是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固然与新冠疫情的短期因素有

关，也有中美摩擦的因素，但更为主要的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基本规律

的长期发展策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体量会不断增加，服务业

占比也会提高，这两种因素导致中国出口比重不断降低，从而增加国内

大循环的比重。

三、对辽宁的建议

辽宁应该怎样发展经济以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心任务和首

要任务做出最大、最好的贡献？关键是辽宁省内各个市、各个县都要按

照各自的比较优势来发展。怎样让企业家自发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进

入什么产业，并自发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从新结构经济学来说，

需要有两个制度安排：一个是要有“有效市场”，一个是要有“有为政

府”。政府一方面必须深化改革，消除各种扭曲、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

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必须根据经济发展、要素禀赋结构和比

较优势的变化，因势利导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对于市场

和政府关系的定位，新结构经济学的主张是，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

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政府作为的目的是让市场有效，当存

在市场失灵时，政府缺位，不帮助企业克服，就是政府“不作为”；如果政

府的作为超过让市场有效，政府就越位，成了“乱作为”。

2022年辽宁人均GDP是6.88万元人民币，虽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但是，已经超过1万美元，距离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13，205美元

已经不远。在这样的条件下，怎样实现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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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新结构经济学把辽宁这样的中等收入经济体现有的产业，根据

所用技术和世界最前沿技术的差距、是不是具有比较优势、研发周期到

底是长周期还是短周期等三个标准，分成五大类型的产业。

第一类是追赶型产业，这类产业我们还处于追赶发达国家的阶段，

比如辽宁的汽车产业；第二类是领先型产业，在该类产业我们拥有的技

术已经在世界上处于前沿水平；第三类是转进型产业，我们过去在该类

产业有比较优势，但随着资本累积和工资增长，逐渐失掉比较优势，生

产加工需要转移到劳动力密集的、工资比较便宜的内地或是海外；第四

类是“换道超车”型产业，在该类产业，我们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

线，且研发周期比较短、需要比较密集的人力资本投入，典型代表就是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第五类是战略型产业，该类产业研发周期特别长，

资本投资特别大，涉及国防安全与经济安全，比如像沈飞，生产新型号

的轰炸机、歼击机等需要20、30年甚至更长的研发周期。

在这五类产业当中，追赶型、领先型与“换道超车”型产业都是具有

比较优势的。比如，对于追赶型产业，我们在中低端环节有比较优势，

这些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都有需求，



品。研发成功的前提是必须在相关领域的基础科研有所突破，但由于

基础科研的前期投入大，取得突破困难，或是取得突破后成为公共知

识，企业不太愿意投入，需要政府给予支持。比如，对于国际领先产业，

可以建立国家实验室、省实验室，或者支持大学和企业组成产学研的合

作，来研究新技术开发所需要的基础理论。

对于转进型产业，一部分企业可以升级到“微笑曲线”两端去经营品

牌、产品研发、品质管理或是市场渠道管理等具有高附加值的环节，还有

一部分生产加工环节可以转移到工资比较便宜的地区，像辽宁西部、中

西部的省份，或是海外劳动力多、工资比较便宜的地方去设厂生产。

对于“换道超车”型产业，其特征是需要大量创新型人才，对人力资

本要求很高。辽宁有高人力资本多、硬件配套能力强的优势，政府还可

以在创业方面发挥引导和支持的作用。比如，政府可以设立梦想小镇，

或把一些老工业基地空闲出来的工厂提供给有新思想新理念的创业团

队，创业过程中需要资金，政府可以鼓励风险投资，并配套一定额度的

引导资金，助力创业的投融资。

最后，对于战略型产业，目前我国尚不具备比较优势，企业不具有

自生能力，但是，其产品和技术为我国的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所需要。

对于这类产业，一般中央财政会给予某种形式的补贴来支持其发展。

地方政府则可以借力战略型产业，来发展在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配套

产业。同时，战略型产业通常拥有比较高端的技术，可以针对国内市

场有需求、技术要求不是那么高的产品，下个台阶来生产，可以称其为

“反弹琵琶”。在辽宁有些技术很密集的战略型产业，可以结合国内国

际市场的需要，生产那些技术资本不是那么密集的适销对路产品，从

而获取丰厚的利润，反过来支持战略型产业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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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讲，各地要按照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根据现

有不同产业的特性来实现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不断将比较优势转化

为竞争优势。如果能这样的话，辽宁在三年行动计划中，一定可以“一

步一脚印”，每一步都快速成功，“积小胜为大胜”。辽宁在工业、人才和

资源等等方面都具有雄厚的基础，我相信辽宁会在以高质量发展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新征程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林毅夫，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发展中国家科学院

（原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世界银行原首席经

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林毅夫教授开创性地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是

理论创新的先行者，是国际经济学界研究中国问题的最著名、最具影

响力的世界级权威学者，其学术研究和经济理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

以及全球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公认的重大理论贡献。研究

成果囊括包括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改革先锋奖、孙冶方经济科学

奖、吴玉章哲学社科奖、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等在内的中国经济

理论多项殊荣。经典巨著《中国的奇迹》，被认为是研究当代中国经

济的必读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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