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鞍鋼透露，黨中央關於「十二五」規劃的建議，
首次沒有提及具體的經濟增長目標，至少是有意

淡化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各地能夠按照
黨中央的建議，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和發展階段，來
適度發展經濟，淡化約束性的經濟增長指標。他指出，
中央一向反覆強調，科學發展是時代的主題，而且不僅
是「十二五」的主題。而「十二五」的主線，就是要加
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雖然還有部分省市自治區的「十二五」規劃尚未公

佈，但絕大多數省級黨委的建議都已經出爐。胡鞍鋼指
出，在地方制定的「十二五」規劃中，全國大約25個省
區未來五年GDP年均增長均定位在10%以上，其中有相
當的省份還提出要翻一番。當然，並不是所有地方政府
都在走這條高速發展的路線，但是有相當多的地區依然
故我。

思路不同 形成拉鋸
胡鞍鋼認為，兩條不同發展思路之間的碰撞，是十分

自然的。中央在科學發展方面已經取得了空前的政治共
識，「十二五」規劃的設計重在如何糾偏地方，使地方
政府從「GDP俘虜」中解放出來，從越位和缺位變為重
新歸位和定位。「十二五」規劃要在制度上、機制上、
評價體系上，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使中國
經濟以至社會形態逐步納入科學發展的軌
道，力爭到2020年基本完成從加快發展向科
學發展的轉變。

考核指標 淡化GDP
胡鞍鋼一直向中央建言，取消省以下的經

濟增長率或者生產總值考核指標，代之以四
個方面的指標：改善民生；公共服務；社會
管理；節能減排。以新的基於科學發展的評
價體系，考核各級地方政府政績及官員表
現。他透露，事實上，中央有關部門正在積極推進考核
評價的改革。
在胡鞍鋼看來，結束經濟掛帥，有可能成為「十二五」

規劃最大的亮點。他強調，其實當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
後，GDP就不應是政府的最大政績，而是市場活動主體
的最大政績，這包括投資者，企業家，個體工商戶，廣
大農民工，也包括消費者自己，他們是最大的經濟活動
主體，GDP有多高是他們的功勞。毛澤東說：「歷史就
是人民創造的」，胡鞍鋼借用過來指出，「GDP是人民
創造的」，不應該也不是政府創造的。

政府職能 改善民生
那麼，政府的最大政績是什麼？體現在什麼地方？胡

鞍鋼認為，體現在改善民生、公共服務、社會管理、節
能減排四個方面，最大的政績就是能盡最大的努力為人
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因此，五中全會提出，科學發
展的主題，就是要轉變政府職能。他表示，希望「十二
五」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讓地方政府從過去的
GDP競賽，轉為公共服務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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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

好貓」，中國改革開放的設計師鄧小平

這則經典的「貓論」，曾極大地推動了

改革開放的進程。如今，胡鞍鋼提出

了「二代貓論」：讓黑貓變成綠貓。

他說，「十二五」規劃將是中國第

一個綠色發展規劃，將成為中國21世

紀上半葉綠色現代化的起點，中國將

走一條不同於西方國家200多年來走過

的「黑色」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

資源環境氣候制約發展
在胡鞍鋼看來，中國不是不可以加

快發展，而是受限於若干制約因素：

一、資源因素：中國是資源大國也

是人口大國，主要資源的人均佔有量

僅相當於世界水平的三分之一左右，

這是一個極強的約束因素。當然，中

國可以進口世界的資源，但這也會引

起世界的競爭；

二、環境因素：中國生態環境相對

脆弱，生態約束長久存在。可以說，

中國的文明是以生態環境為代價的，

中國的森林覆蓋率曾高達60%-64%，

到1949年森林覆蓋率降至8.9%，此後

天然林比例進一步下降，直到90年

代，森林赤字才轉為森林盈餘，但大

部分是人工林；

三、氣候變化，200年前西方國家搞

「黑色現代化」，中國不能繼續搞下

去，必須推進綠色工業化、綠色現代

化。

推進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
在這三大制約因素下，中國必須實

現科學發展，否則不可能持續發展。

儘管「十一五」期間，中國發展是成

功的，但也付出了很多代價。2010

年，中國能源消費量為32億噸標準

煤，超過了2004年國家中長期能源規

劃中的2020年30億噸標準煤的目標，

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超過美

國，光煤炭消費就佔了全球45%，相

當於中國人口佔世界比重的2倍之多。

胡鞍鋼表示，「經過30年的加快發

展，中國經濟的增速高達9.9%。但我

們忽然發現，中國真正成為了一隻黑貓，並且是世

界上最大的一隻黑貓。」因此，他提出「第二代貓

論」：必須要讓黑貓轉變成綠貓。中國必須進一步

推進資源節約型社會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建設。從

本質上來講，要將中國的經濟增長與二氧化碳排

放、二氧化硫排放和污水排放脫 ，發展綠色能

源，提高資源能源的使用效率，創新一種新的發展

模式。

關於綠色發展，中央此前已提及，「十二五」規

劃將對綠色發展目標、可量化指標、實施機制、強

制性約束措施等設定得更加清晰。胡鞍鋼認為，這

是「十二五」規劃最大的創新之處，會使中國在新

一輪世界綠色革命中成為創新者和引領者，創新一

種新的不同於西方道路的發展模式、生產方式、消

費方式和生活方式。「十二五」規劃使「中國不僅

變得更強，還要變得更綠，或者說只有變得更綠才

能更強。」

熟悉胡鞍鋼的北大教授這樣評價他：「為中央說
話，為平民說話」。這正是胡鞍鋼多年治學的宗旨。胡
鞍鋼笑言，自己最大的客戶就是國家和人民，能為客
戶提供多少信息價值、知識價值和政策價值才是考量
一個學者水平的標尺。

終極夢想富民強國
自1985年踏入國情研究的門檻，胡鞍鋼的目光始終

聚焦在960萬平方公里，如何提高13億人民的福祉始終
是他思考的問題，他認為，「一個偉大的國家需要偉
大的夢想，而『富民強國』就是我們的『中國夢想』。」
在參與 「十二五」規劃的制定中，胡鞍鋼特別關注

實現「富民強國」目標的路線圖的制定。為了摸清阻
礙發展的「地雷」，胡鞍鋼屢下地方調研，與地方官員

和百姓交談。他說：「一個學者的心要和老百姓的心
息息相通，要知道他們的疾苦。作為一個學者，當你
和人民息息相通的時候，你自己的學術定位就很清楚
了，就是富民為本，替老百姓呼籲。」

從人均收入別貧困
2009年，胡鞍鋼在深入黑龍江省大慶、伊春、四川

成都、重慶等地調研時發現，阻礙中國科學發展的最
大障礙就是地方政府根深蒂固的「GDP」情結。他看
到地方統計局編制的《領導幹部手冊》，不僅公佈當地
統計數據，還列出了副省級、地市級、區縣級的統計
數據並進行全國、全省、全市的排名。地方主要黨政
幹部向他坦言：「GDP和排名與自己的政績掛 ，不
得不『GDP掛帥』」。

為此，胡鞍鋼在調研回來後當即向溫家寶總理反映
並建議：按照國際慣例，各地區都不要再統計GDP或
人均GDP，而應僅統計人均收入，以識別貧困人口，
從而將地方官員從GDP解放出來。胡鞍鋼的這一建議
得到了中央的採納，在「十二五」規劃綱要的制定
中，中央就有意淡化了GDP指標，不再對地方幹部考
核地區生產總值。

解決方案政經兼行
雖然並非所有真知灼見都是由胡鞍鋼首創，但他

往往是將一些真知灼見引入中央決策層的第一人。
胡鞍鋼特有的一套建言模式，令他在中央決策層中
樹立了品牌和信譽。胡鞍鋼的國情報告來自於民
間，他要求自己至少要花三分之一的時間去實踐，
做調查研究。他的報告不是單純的提出問題和現
象，而是真正站在國家的立場和大多數人的立場，
提出一整套的解決方案，「不僅經濟可行，而且政
治可行，只有這樣，決策者才更容易採納。」

胡鞍鋼認為，中國五年規劃綱要的編制過
程，可能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民主化過程。因
為即將提交今年三月全國「兩會」審議的「十
二五」規劃綱要，先後歷經三年起草、經過11
個階段、凝練為80個課題、凝聚 上萬研究人
員的智慧，寄托 廣大民眾的意見和期待。參
與「十二五」規劃研究的胡鞍鋼指出，中國
「十二五」規劃編制是世界最大規模公共決策的
民主化過程，參與人數之多、徵詢範圍之廣、
專業化程度之高均為世界之最，亦是中國實行
民主集中制的最好案例。

體現「中國特色」的民主
胡鞍鋼指出，西方的「主流」學者、「主流」媒體往

往將中國視為缺乏民主的威權體制國家，視中國為「一
黨專政」加「自由市場經濟」，很多「中國通」也在探
討中國共產黨統治的秘密以及中國成功的秘密，「我認
為，這個秘密就是『中國特色』的民主」，民主集中制
體現在政策民主、協商民主，即政治領導人、各類社會

英才、人民大眾真正參與政
策、影響政策的民主，而國民
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就是
實行民主集中制的最好案例。
他透露，中國五年規劃綱要

的編制過程，先後要經歷十一
個步驟，包括「十一五」規劃
中期評估、「十二五」規劃前
期研究、形成「十二五」規劃
的基本思路、黨中央《建議》
起草、通過黨中央《建議》、制

定「十二五」規劃綱要、國家規劃專家委員會論證、廣
泛徵詢內外部意見、全國人大審議並批准、公佈綱要全
文以及最終進入規劃的實施階段。

起草歷三年十一個步驟
「很多外國人都不了解中國的五年規劃綱要竟要經

歷這麼多步驟，這在世界上都是獨一無二的。」胡鞍鋼
舉例說，僅規劃前期研究階段，國家發改委就形成了
80個課題委託中國的精英機構做研究，其中既有國務
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
心、國家行政學院等國家綜合性官方智囊研究機構，
也包括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等國家部委的直屬
研究機構。有的課題是幾個機構同時在獨立研究，形
成競爭關係，國家發改委在匯總各方幾百萬字研究成
果的基礎上，再形成「十二五」規劃的基本思路。

遠景目標行動有機結合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十二五」規劃編制還引入「外

腦」參與研究。胡鞍鋼透露，2010年1月，國家發改委與
亞洲開發銀行專門舉行了研討會，探討「十二五」規劃
的方向和政策，同時，發改委還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
合進行了「十二五」時期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
思路的研究。
胡鞍鋼說：「正是由於廣泛的民主，可以看到五年

規劃在不同問題上出現了形形色色不同的思路，這也
是中國特色的政策辯論過程。世界上很多國家，包括
美國、歐盟等都是只提出遠景發展，沒有行動方案，
只有中國能夠把發展遠景、戰略目標、行動方案和重
大工程有機結合，我想這就是中國社會主義的優勢和
優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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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計於民 諫言中央

世界規模最大的民主決策

■胡鞍鋼在重慶調研汽車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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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鋼在黑龍江墾區調研。

全國兩會本周將在北京揭幕，「十二五」規劃審議在即，開局在望。國家

規劃的重要智囊之一、著名經濟學家胡鞍鋼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圍繞

如何才能更好更快更科學地推動中國發展，中央與地方有不同思路的碰撞。

自2002年起，中央開始提出科學發展理念，推動中國由加快發展轉向科學

發展。然而，有些地方政府仍然追求高速發展。胡鞍鋼認為，由加快發展轉

向科學發展，需要三個五年規劃的時間：「十一五」是初步納入到科學發展

軌道，「十二五」是基本納入，而「十三五」是全面納入。經過三個五年規

劃，用15年的時間，才能基本完成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建華、楊帆、羅洪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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