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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政策与货币政策之辩看新改革红利 
 

汤亚平 
 

 

    前些日子，张维迎与林毅夫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一度白热化。简单归纳，林张二位的争论点

在于：政府是否应该用诸如审批、财政补贴等产业政策，去定向地改变要素价格，扶持某一类行

业、新技术发展。林毅夫倾向于政府用更多的产业政策来识别比较优势，因势利导，推动国家经

济发展。而张维迎认为，出于贪婪和无知，产业政策往往起到负面作用。 

    业界很多人认为，林的观点与叙述，都显得更加专业。相比之下，张维迎更多的是在谈论常

识，显得不那么学术。 

    事实上，国家产业政策扶持战略新兴产业技术创新，无疑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财政补贴等

产业政策如果不能奖勤罚懒，往往起到负面作用，这也是不可轻视的。张林二人的观点对决策层

来说，都有着积极的参考作用。 

    继林张产业政策争论之后，目前业界又出现货币政策之辩。近期，中国经济数据开始转好，

最新 11月 CPI同比涨 2.3%，PPI同比涨 3.3%。此外，人民币近一段时间一直处在贬值的风口浪

尖。另一方面，美联储更是大概率将在 12月 15日兑现加息。一时间，学界对于中国是否应该加

息的讨论空前热烈。 

    主流观点主要分为加息与宽松两派。加息派认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加息一次是可以考

虑的，因为经济数据近几个月开始回暖，且加息或许有助于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宽松派则认为，

今年的复苏仍主要依靠政策托底、房地产和基建拉动，明年经济的下行压力仍然不小，因此需要

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且比起加息，维稳人民币还有其他更合时宜的手段。 

    实际上，还有分析人士认为近期通胀抬头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持续性存疑，称最近几个

月由于经济短期内周期性企稳叠加供给侧改革的去产能，导致上游原材料价格飞涨，反映在数据

层面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在历经 54个月的负增长之后转正并持续上行。但随着明年二季

度需求重新回落，届时产能过剩问题将重新变得严峻，而 PPI也可能见顶回落。 

    无论是“宽松派”还是“加息派”的激辩，最终“改革派”观点才是当前的一致共识。代表

性的观点有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荣誉院长厉以宁在题为《寻找“红利”的新源

泉》的演讲中提出的“新改革红利”。 

    新改革红利应当成为普遍存在的“红利”。归纳起来，厉以宁认为“近期最需要改革的”有

二项：一是农村土地确权和农业产业化。这是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承包制改革的继续，但最重

要的是：当年的承包制没有明确产权，当然也就谈不到农村的合作制和农业的产业化。因此农村

土地确权实际上开辟了一个新的环境。二是企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要形成有活力、有竞争力、

产权明确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国家控股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这样才能涌现新

改革红利。正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才能完善企业主体，才能降低成本，才能调整结构，才能

创新，从而才能有改革红利。 

    总之，上述两个项目的改革取得明显的成果后，会给中国带来改革红利，也就是普遍的红利。

一方面，农村土地确权及此后的进一步改革；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企业成为有活力企业后的进

一步措施，都会带来改革的红利。二者是并重的，缺一不可，二者都是新常态下最重要的改革。

这说明了新改革红利是普遍存在的红利，靠改革者自己创造。 

    从对股市的影响来说，本币贬值不等同于股市下跌，股市更多受企业盈利、经济环境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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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影响。受益于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一方面新经济、战略新兴产业走向成功转型，完成经

济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周期性产业转型升级，完成去产能和技术更新换代。股市将反映普遍存

在的新改革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