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大
崛崛
起起
：：
中中
国国
经经
济济
的的
增增
长长
与与
转转
型型

《《

解解
读读

》》 田田
宸宸
宇宇

由于城市开发模式从增量向存量持续转型，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来补充

财政资金的土地财政模式正逐渐走向尾声。不破不立，如何脱离现有的桎梏，

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迫在眉睫。要想从过去的土地财政模式中走出来，首先

应该思考的是土地财政何以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样才能更

好地理解未来的转型指向何方。

赵燕菁教授长期研究城市经济问题，他所著的《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

与转型》 (以下简称《大崛起》 )正是对中国过去如何发展、今后如何转型这一

重要问题的解答。这本书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入手，将视野扩展至古今中外，

详细阐释了土地财政如何有效推动了中国长达几十年的增长，并助力中国在国

际博弈中取得优势。书中也分析了土地财政在完成使命的同时留下了巨大的隐

患，并指出未来如何规避风险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

为什么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土地财政息息相关？《大崛起》一书指出，

通过土地财政，政府得以有效推动现代货币金融体系在中国的发展。传统货币

以实物为基础。在这种模式下，过去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财产的增加都依赖

于经年累月的积累，效率受限，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经济发展。而现代货币以信用为基础。这打破了长久以来

先积累、再发展的模式，使城市能够以未来的收益为抵押，为现有发展注入资金。

而信用的前提是对未来稳定收益的预期。只有在拥有充分的信用前提下，有效的货币才能产生并推动经济增

长。一方面，借助土地的融资能力，政府为企业提供了巨大的税收减免和地价补贴政策，使得企业能够保持相对国

外竞争对手的优势；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建设及改进惠及所有企业，使得企业得以轻资产运作。书中指出，高房

价以及与之关联的高地价，为制造具有高度竞争力的、持续多年的低价中国产品提供了支撑。

土地财政的使命与增长模式的转型土地财政的使命与增长模式的转型

书中将经济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资本增长为核心和主导的资本型增长时代，第二阶段是通过运营

获得主要收益的运营型增长时代。资本型增长时代的突出特征是增量增长，它主导了“铁公基”的迅速发展以及城

市的快速扩张，其资金来源依赖对未来收益的预期。资本型增长依赖土地财政，与土地未来的预期收益直接挂钩，

背后是政府的信用。然而，这个阶段如今已逐渐走入尾声，需要及时转换为以运营型收益为主导的阶段。例如，利

用已经建成的设施去产生持续的现金流，这是存量发展时代的重要特征。

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土地财政很好地完成了自身的使命，但是也为中国经济转型进入第二

阶段带来了许多问题。伴随土地金融的发展，城市土地产生了大量的信用以及货币流动性。而这种信用高度依赖于

对未来的预期，使得土地拥有了很高的贴现倍数，衍生出大量房地产泡沫。

作为一种高效的融资工具，土地财政推动了资金不断流入房地产市场，而“空间的城市化”并没有带来“人的

城市化”。一方面，土地财政占用了大量的资源，另一方面，房地产的升值会推动社会财富的不均衡分配，拉大贫

富差距。同时，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房地产的规模不断扩大，新的问题随之产生。如果房价持续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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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长达数十年的房贷将为市民带来持续的刚性生活成本，并在宏观层面压缩消费的潜力；然而，如果作为抵押

资产的房屋价格下跌过快，将给金融市场以及背后的政府信用带来巨大的影响。

从土地财政视角看中国的全球博弈从土地财政视角看中国的全球博弈

书中指出，在全球化的推广和信用货币制度下，资本与劳动为了寻求利益最大化在全球范围内被拆分而各自集

中，使得中美两国成为获利最多的赢家，二者在“生态位”上长期以互补为主并且深度绑定。然而，随着中国的发

展和美国劳工问题的日益突显，二者逐渐在相同的“生态位”中产生冲突。

土地财政的重要作用在于它在短时间内赋予中国强大的资本市场，形成世界上唯一与美元周期脱钩的大型资本

市场。由于这个独特的资本市场的存在，中国即使在股票市场受到巨大影响的情况下也能够凭借房地产市场产生的

信用和美国分庭抗礼。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2022年以来，在美联储持续加息的情况下，中国依旧能够保持

稳固增长。

新的模式新的模式，，新的崛起新的崛起

经济增长从资本型走向运营型，使得财富分配的方式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在资本型阶段，由于土地财政的作

用，以房产增值为代表的“钱生钱”模式是财富分配的主流模式。而在运营型阶段，财富分配需要以更加合理的方

式推行。为此，一方面，需要更加重视财富分配中公平与效率问题，从资本分配阶段开始缩小差距；另一方面，充

分利用第一阶段增长中已经搭建的各类设施与平台，实现从“输血”到“造血”型增长的转变。

笔者感悟笔者感悟

《大崛起》以独特的视角，清晰地阐释了在土地财政的驱动下中国城市发展的动力、桎梏以及转型方向。如

今在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政府、企业以及规划师需要进一步摆脱路径依赖，建立新的发展方式，从而迎来新的城

市崛起。

结合书中内容，将这个过程概括为两个方向。一是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发展模式在资金利用上以集中

为主，形成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格局；二是在空间发展上更重视向外部的扩张。在保证快速发展的同时，这种

模式也造成了基础设施重复建设、资源过于集中、不同人群受惠差距拉大等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这两个方向的

发展应逐渐转变：一方面，将集中突破的一个“点”逐渐揉成一个“面”，让资金的使用惠及更多的人，这与国家

目前大力鼓励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等一系列政策相吻合；另一方面，进一步重视存量资源的盘活，重视城市的持续

运营。

以交通基础设施为例，从高规格的川藏铁路、港珠澳大桥等工程奇迹到惠及全国的“村村通”工程，交通设施

的建设与发展是增量时代大规模投资建设最好的注脚。而在新发展格局下，如何使这些交通设施进一步发挥作用，

产生持续的运营收益成为重点。例如，在网红经济下诞生的“淘宝村”浪潮，以及近年来以乡村游、近郊游为代表

的小而美的项目的大量产生，都是涉及面广、持续运营的典型。

如果说过去以土地财政为重要驱动力的发展是在“搭台”，那么如今需要每一个人能够在台上“唱戏”。国进、

民也进，新时代的崛起是让每个人都能通过奋斗得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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