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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就业与环境保护21世纪中国面临的挑战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潘文卿

    经过20年的努力，中国的经济改革业已取得了重大进展。经济资源从低生产率产业流向相对较

高生产率的产业，带动了中国总体经济效益的提高，促进了全社会经济总量的增长。依可比价计

算，1979~1999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7%，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到90年代末，多

数产品数量短缺现象已基本消除，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得到加强，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也得到缓

解，多数商品"买方市场"的出现，表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由供给约束型开始转向需求约束型。但另

一方面，由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对滞后，而且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少，中国经济在快速

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经济改革难度加大，宏观经济面临着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

经济效益问题仍很突出，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收入增长速度下降，环境污染进一步加剧。同时，随

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与中国加入WTO步伐的加快，经济增长已开始面临强大的国际

竞争压力。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将面临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社会就业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三

重挑战，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还取决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因

此，促进增长、稳定就业与保护环境将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始终面对的三大主题。

     应当说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与环境保护这三个目标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经济增长能够

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就业的增加又能促使产出的进一步增长；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过程往往是对

自然资源的开发与使用过程，过渡地开发与使用又可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如经济增长需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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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与动力，而煤炭与石油的过渡开采与消费，又会造成空气与环境的污染；反过来，控制污染，在

技术水平没有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就得压缩化石能源的开采与消费，这就会限制经济的增长速度，

而增长速度的下降，又会使就业压力加大。如何使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与污染控制尽可能地协调起

来，在中国当前面临增长压力、就业压力与控制污染压力都有相当重的条件下是相当困难的。但我

们认为，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对主要矛盾给予充分的重视。

    我们通过建立一个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模型①，分不同方案对中国21世纪前20年经

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进行了模拟分析。模拟结果表明，中国在21世纪的前20年中仍可能保

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但中国的就业压力及污染控制的压力却非常大。即使保持7%的增长速度，全

社会的非自愿失业率仍将达到10%左右,这一失业率已与发达国家高失业水平相当；而大气中二氧化

硫（SO2 ）及烟尘（TSP ）的排放增长速度也将达到6~7%，远远超过1%的规划值。模拟结果还显

示，如果中国仅仅偏向于污染的控制，二氧化硫（SO2 ）及烟尘（TSP ）排放 的年均增长率可能

下降到5~6%左右，但这时失业率却会上升为13~15%，超过发达国家平均10%的高失业率水平。因

此，如果消除污染的技术水平没有提高，仅靠限产、停产来控制污染，其作用不仅是有限的，而且

由此产生的象失业那样的负面影响将更加严重。

    研究表明，增长速度仍然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因为没有较高的增长速度，中国诸如失

业之类的重要社会问题将无法解决（胡胺刚教授称失业为中国今后面临的头号问题（1999））。只

有保持有着一定速度的持续、稳定的增长，中国的就业压力才能减轻并最终得到解决，人均收入水

平才能持续提高，消费支出才能稳步上升，并有效解决需求约束的问题。

    国际经验表明，污染往往随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上升，而只有当国家相当富裕时才开始下

降。从污染上升到下降的转折点为人均收入在6000美元（1985年购买力平价美元）左右，中国目前

还远未达到这一水平，因此"污染物"排放将可能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但环境污染的经济代价也是

巨大的。世行的一项研究指出，1995年，单是空气污染一项就使整个经济损失国内生产总值的2~6

个百分点（1997）。因此，在促进经济增长与稳定社会就业的同时，对环境的保护更需加强。

    21世纪，中国将长期面对增长、就业与环境保护三大主题，政府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需考虑到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大力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为主

要的因素。自90年代以来，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已经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之一，非国有经

济同时也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主要出路之所在。因此，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将可能同时解决中

国的增长问题与就业问题，其意义与作用也许要比国企改革本身重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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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利用市场力量，促进民间投资，将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之一。中国非国有

经济能否真正发展起来，主要应看民间投资能否成为中国投资的主导力量。当投由政府主导转向民

间主导时，非国有经济的成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反过来，只有非国有经济的真正成长，也才

有中国民间投资的真正兴旺。

    第三，利用市场力量控制环境污染，将是中国保护环境的主要出路。这意味一系列市场化改革

的深入：改革企业使之能对环境污染惩罚措施有真正的反映；改革价格体系以使价格能体现环境成

本；发展资金市场以支持企业和各级政府兴建环境保护设施；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以促进中国企业寻

找更先进的环境保护技术，如此等等。例如，如果政府按照硫和灰的含量征收煤炭税，使之能较好

地反映出社会成本。在预先宣布并开征这种税后，企业将会转向投资于洗煤技术和较高效率的锅

炉。当然替代能源的开发和有效管理，也将是保护环境的重要举措，但它们都将依赖于市场的完

善，因为只有市场的作用才能促使全社会提高控制污染的技术以及寻求可替代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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