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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2021）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

数发布会于 2021 年 6 月 26 日至 27 日在云南财经大学举行，本次论坛

的主题为 “‘十四五’时期新发展格局构建与经济持续自主增长 ”。 本届

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云南

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由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承办，中

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经济研究杂志社、

经济学动态杂志社等单位协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清华大学、复旦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

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云南大学、云南财经

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研究机构的百余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的形

式参加会议，与会专家围绕‘十四五’新时期后我国如何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经济持续自主增长等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的重要问题展开深入

讨论。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首次在云南财经大学举办，云南财经

大学校长伏润民对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他一一感谢了专家学者们

对云南财经大学学科建设的大力支持，并希望大家能一如既往的关心和

支持云南财经大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伏润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在致辞中表示，今年中国共

产党建党 100 周年，在这个时间讨论新时期发展格局构建与经济持续自

主增长问题十分有意义。他相信此次研讨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当前经

济形势，以及经济转型中的相关问题。

（黄群慧）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王永贵致辞表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云

南财经大学一直以来都有十分紧密的学术交流及合作。在各位专家学者

的支持下，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影响力不断扩大，并预祝此次

论坛圆满成功。



（王永贵）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以 “关于未来生产率增长的来源 ”为
题发表了主题演讲。他指出对于经济发展中的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国家

的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教育、健康保障等等，都只是必要条件，真正

重要的条件是足够高的商业化程度。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保

存和保护那些推动生产率持续提升的商业才能。

（张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杨瑞龙教授作题为“直面现实的问题导向分

析方法——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的主题演讲。他指出中国道路（中

国模式）取得了广泛的认同，但在经济学上缺乏相应的支撑，理论创新

需要坚持直面现实与问题导向的研究态度和方法。



（杨瑞龙）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许宪春教授作题为“GDP

核算方法改革回顾与进一步改革建议”的主题演讲。他从两个方面系统

阐述了中国 GDP 核算方法的改革，并针对性的提出改革意见。

（许宪春）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春学作题为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土地要素市场化问题》。他认为，随着城市化的

发展，土地成为了一种越来越有价值的资源，各种利益群体争夺这种资

源，当前我国的制度大环境下使得农村土地制度破碎。要解决存在的问

题，必须构建界定清晰的产权结构。



(杨春学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作了《产权权能结构及其

演化规律——基于使用权中心论视角》作报告。人工智能、共享经济、

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等新经济业态对产权结构产生了颠覆性影响。独立

分析使用权，基于使用权中心论解构产权黑箱，对于理解产权权能结构

未来趋势和状态具有重要意义。

（张曙光）

南京大学经济增长研究院院长沈坤荣教授作题为 “中国经济增长：

百年演进与前景展望 ”的主题演讲。他指出“十四五”时期面临的外部

环境可能更加严峻复杂，为积极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掌握发展的主动

权，要加快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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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坤荣）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欧阳峣作了题为《双循环格局与大国经济理论》

的报告，他认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我国新发展阶段、

新历史任务和新环境条件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我们应该立足于中国的

基本国情，在大国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深入系统地研究新发展格

局的客观现实基础，探索形成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内在

机制，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完善提供理论支撑。

（欧阳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李建伟教授作题为 “我国

人口深度老龄化与老年照护服务需求发展趋势 ”的主题演讲，对积极应

对人口深度老龄化的发展提出建议。

（李建伟）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亚虹教授做题为 “教育、收入增长与

阶层流动—基于一种新的‘反事实’分布分解方法的讨论 ”的主题演讲，

指出当前我国教育对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较高，教育主要通过回报率的提

升来促进收入增长。

（周亚虹）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陆毅教授做题为 “量化国内基础设施建设 ”的
主题演讲，重点阐述了最优路径的选择问题，指出适应区域专业化、部

门异质性、中间投入很重要，忽视这些因素会低估收益，希望通过研究

分析能全面评估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经济回报问题。

（陆毅）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王永钦教授做题为 “抵押品框架：中国货币政策

体系重构 ”的主题演讲，提出杠杆是驱动金融周期的重要变量，同样的

思想可以用在货币政策里，中国需要一个新的货币框架，从利率、杠杆

率、抵押品质量三个维度综合分析。

（王永钦）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周颖刚教授做题为“有为政府如何促进

当地经济增长？基于县级城投平台的研究”的主题演讲，提出因地制宜

的适度多元化能促进经济增长，城投平台与社会资本合作的股权投资能

够通过提高创新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更加显著，同时能够明显提高创新

质量。

（周颖刚）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资深教授陈乐一做了题为“经济周期理论

的源与流——兼谈经济周期研究领域的人物与名著”的主题演讲，细致

回顾了周期理论的过去、现在，提出了未来可能深入研究的几个方向。

（陈乐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室主任张自然研究

员做了题为“绿色增长与治理”，他认为经济增长转型需要一套机制设

计，才能通过治理合作机制与相应的机制设计完成转型转变。他特别强

调碳达峰和碳中和实现的总体路径，他认为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涉及

多个领域，需要各政府部门合力推动，进行纵向治理，另外要淘汰落后

产能并鼓励新绿色发展，达到产能再平衡。

（张自然）

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杨先明教授做题为 “增长萎缩、增长韧性与长期

增长 ”的主题演讲，提出萎缩频率高和萎缩率大是导致目前许多发展中

国家落后的主要原因。当前传统增长理论忽视了增长萎缩对长期增长绩

效的作用，无法刻画经济增长的全貌。

（杨先明）



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金融研究院院长龚刚教授做题为

“关于 DSGE 的批判 ”的主题演讲，提出投资是经济学中的重要变量，可

惜的是在 DSGE 的市场出清假定下，模型不存在独立的投资函数。合适

的宏观模型应具备：需求决定产量、投资决定储蓄、独立的投资函数以

及粘性价格。

（龚刚）

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陈昆亭教授做题为 “有限需求理论与应

用研究 ”的主题演讲，提出：长期经济增长率由两个方面决定，一个是

决定每一个新生产业增长期的长短的因素，另一个是横向创新发生率。

纵向技术进步只有短期效应，决定于市场行为，横向技术进步和产业增

长期决定于社会计划机制。

（陈昆亭）



浙江大学李实教授做题为 “实现共同富裕：从理念到行动 ”的闭幕演

讲，提出共同富裕是人类的一个美好愿景，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需要不

断探索，寻求发展与共享的兼容机制，在发展中实现共享通过共享促进

发展。

（李实）

（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