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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改革 談創新 謀發展

當前，中國的改革已經步入攻堅區、深水

區，面對改革中遇到的瓶頸與困境以及公眾的

期待，全國首個以個人名字命名的民間經濟智

庫應運而生，在日前舉行的艾豐經濟發展研究

院成立儀式暨《時論中國》叢書首發座談會

上，全國政協副主席、工商聯主席王欽敏，全

國政協常委、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國家經濟

體制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高尚全，全國政協經

濟委員會副主任石軍等專家及企業家齊聚一

堂，共同探討中國改革發展路徑。而匯集了厲

以寧、艾豐、石軍等重量級學者智慧的《時論

中國》則為轉型中國再出發的理論創新和實踐

創新，提供了一場豐富的思想盛宴。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秦占國、王曉雪

當日的座談會以「話改革、談創新、
謀發展」為主題，對此，經濟發展研究
院院長艾豐認為，改革的關鍵是勇氣和
智慧，而其中智慧更為重要。「中國目
前的改革難在哪裡？從一個角度說是難
在問題的複雜，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說是
難在智慧不夠，這也是我們要搞智庫的
原因。」
艾豐以高企的房價為例，「1998年房

改以前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是一條腿，只
租不賣，1998年房改以後中國住房還是

一條腿，只賣不租，因此政策違背了基
本的智慧，所有住房的人都必須要買
房，剛性需求過大就刺激了投資需求和
投機需求，最後賺點錢都買房子，又變
成了保值需求，四種需求衝擊房價誰能
把它攔住？誰也攔不住。」
艾豐直率地指出，當前的政策仍沒有

抓住要害，在建設經濟適用房、經濟保
障房的同時也應當補上租房這條腿。他
認為，無論是中國改革和發展方面，關
鍵在於智慧，需要各種智囊機構的支
持。除了官辦智囊機構發揮重大作用
外，也需要民間智庫敲敲邊鼓，「盡一
點拾遺補缺的作用」。

欲推新城鎮化理論叢書

據艾豐透露，此前與厲以寧、石軍一起
向中央提交了關於城鎮化改革的報告，李
克強總理、張高麗副總理等多位領導人都
作了批示，並給予很充分的肯定，「我們
從超脫的角度提出問題，可能有可取之
處。」艾豐表示，「我與厲老、石軍正準
備推出中國新型城鎮化理論和實踐叢書，

讓實際操作的人有所利用。」
據悉，新型城鎮化理論和實踐叢書預

計於2014年2月問市，屆時將由厲以
寧、艾豐和石軍撰寫概論，而土地問
題、人口問題等將由相關專家學者分別
撰寫。該叢書共計10本，出版後將為各
地參考提供極大的便利。

光伏革命 中國將領先世界

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艾豐認為最後的
瓶頸在能源，而解決能源的關鍵問題是光
伏發電。他指出，「發展的中國是光伏的
中國，美麗的中國更是光伏的中國。」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漢能集團董事局

主席李河君則在即將出版的《中國領先
一把》中說，第三次世界工業革命的關
鍵是新能源革命，新能源革命的核心是
光伏革命，而光伏革命的核心是技術革
命。
艾豐對此深表認同，他表示，中國在

第三次工業革命、光伏革命中可以領先
世界，「我確信這個判斷，十年以後
看，中國肯定在這方面可以走在前面。」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所
長高世楫將艾豐經濟發展研究院的成立，視為中
國改革發展的產物，他認為，從需求上來說，中
國發展到現在，面臨 把全球20%的人迅速帶入
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階段，要研究的經濟問題、政
治問題及社會問題都特別多，因此需要智庫貢獻
智慧。

兩大領域值得高度重視

此次高世楫受邀參與研究院相關研究工作，
他表示，艾豐經濟發展研究院是一個報春花，
今後還將有一批非政府民間的諮詢機構、研究
機構成立，必將有助於形成一個思想的市場，
或者可能會有各類智庫之間的競爭，研究院如

何找到屬於自己的特色，是需要認真討論思考
的問題。
高世楫認為，有兩個領域值得研究院高度重

視，即中國如何從第一技能勞動力大國走向高技
能勞動力大國，如何從低成本要素增長驅動的經
濟發展走向知識驅動、技能驅動的發展。
他指出，能源是中國發展面臨的主要限制之

一，包括光伏在內的新能源發展，可能會成為今
後能源供給的重要方向，因此該領域從人員到資
源、到可持續發展、再到生態文明，也是一個非
常重要的研究領域，「作為研究人員，我希望通
過艾豐經濟發展研究院提供的平台，與推動中國
經濟社會發展的決策者、研究者、宣傳者，加強
交流合作，為中國改革發展做出有益的工作。」

高世楫：民間研究機構有助形成思想市場

對於艾豐提出改革的關鍵是勇氣和智
慧，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國家統計
局原總經濟師姚景源亦表認同，他認為，
勇氣源於理論，而智慧則源於對複雜矛盾
問題的把握。

對厲以寧提到的中國沒有形成中國特
色的經濟理論，姚景源也對此表示擔憂，
他說，解決中國經濟問題要「中西醫」相
結合，決不能僅靠西方理論。「我從八十
年代到現在一直讀厲以寧老師的書，他的
書後面附了很多的數學模型，現在我在研
究如何把這些複雜的、抽象的數學模型，
用中國式的語言表述出來。我們要形成有
中國特色的經濟學理論，理論健全了，我
們才能夠有膽量。」
如何把握複雜矛盾問題？姚景源認為要

接地氣。他指出，現在很多研究工作不接
地氣，浮躁。「艾老師講的中國品牌、中
國汽車工業，以及厲老師關於城鎮化的一
系列觀點，就非常接地氣，也能夠為公眾
所接受。」
他強調，中國需要有艾豐經濟發展研究

院這樣的智庫，不僅能擁有改革的勇氣，
也能在把握複雜矛盾問題上提供更多的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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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智庫匯聚權威專家

艾豐是中國新聞人、品牌專家及經濟學家，第九屆全
國政協委員。以其個人名字命名成立的研究院，凸顯了
其「民間」背景。有國外機構統計，中國目前共有490
多家智庫機構，但絕大多數為「官辦」，真正的民間智
庫並不多。
目前，艾豐經濟發展研究院已邀請到厲以寧、高尚全

和「三農」問題權威專家陳錫文等國內著名專家擔任顧
問，並聘請二十多位國際國內有影響的學者為研究員和
高級研究員。在研究方向上，研究院將致力於貢獻對宏
觀經濟走勢、中觀地區經濟比較以及微觀企業競爭力和
創新力研究等三個層面的研判。
此外，研究院在籌備期間就已開始對中國當前非常

熱門的一些課題如新型城鎮化等進行了課題研究，研
究成果將以新型城鎮化系列叢書形式出版，目標是為
基層政府人員提供實操性參考。同時，研究院還正籌
備「可持續發展」以及「創新」兩個指數的研究工
作，以加強目前國內研究機構普遍薄弱的數據獲得和
分析能力。

厲以寧：社會和諧是最大的制度紅利

在隨後的座談會上，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在談到
改革紅利時說，制度紅利來自改革，一個是較受關注的
發展方式轉變以後產生的紅利，另一個最大的制度紅利
就是社會和諧紅利。「中國發展方式的轉變現在正在抓
緊進行，但社會和諧的紅利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這
是最大的制度紅利，只有我們的社會才有這種優越性能

夠實現這種紅利。」
厲以寧指出，一些國家之所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社

會不和諧是很大原因，社會亂了就根本無法前進；因此
各方面改革都要為創造社會和諧努力。

創立中國式發展經濟學

同時，要創立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式的發展經濟學。厲
以寧表示，中國的體制自建國以後已發生了變化，所以
既要研究從農業社會轉到工業社會的發展轉型，又要研
究從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的體制轉型，「中國的轉型
與西方不一樣，我們的體制轉型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模式，這是中國特色。」
厲以寧強調，國外對中國經濟學研究是膚淺的，我們

要靠自己創造中國特色的中國式發展經濟學，「我們正
在研究這個課題，希望艾豐經濟發展研究院跟我們多合
作。」

王欽敏：發展民間智庫提供決策支持

全國政協副主席、工商聯主席王欽敏表示，民間智庫
有各種各樣的聲音，需要大力發展，將體制內的智慧與
體制外的相結合，才能對決策形成支持。
作為全國工商聯主席，王欽敏對工商聯的發展亦深有

感觸，他說，當前民間經濟具有自己的特點也面臨 種
種發展障礙，如「玻璃門」、「彈簧門」以及「旋轉門」，
進去就出來了，更有所謂的「防盜門」，因此，工商聯也
非常需要各種各樣的體制內、體制外智庫的支持。

以「觀察中國、剖析中國、記錄中
國」為宗旨的《時論中國》叢書，在
艾豐經濟發展研究院成立當日在京同
步首發。這部由艾豐經濟發展研究院
策劃編輯、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叢
書，匯集了當今中國思想界最活躍的
專家學者的文章，由他們評析各種最
新的事物，為中國留下一份有深度的
思想印記。
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的《時論中國》

首發式上，與會專家對此書給予高度
評價，認為這是一部客觀反映當今中
國現實、正確引導思想輿論、積極宣
傳社會正能量的精品。

《時論中國》由厲以寧、艾豐、石軍
主編。叢書分類若干專題，在每一專題
中，分別輯錄了「主題文章」、「延伸
閱讀」、「名家觀點」等3個板塊，以長
短相間、相輔相成的形式，為讀者構建
出既有深度、又有廣度，既有長論、又
有短評的鮮活閱讀材料。

專家學者的智慧結晶

《時論中國》所選取的話題和評論
對象，是公眾經常關心、隨時在身邊
發生的林林總總的新鮮事物，目的是
要為廣大讀者提供一扇觀察當今中國
的窗口。

正如艾豐在序言中所說：當今中國
是充滿生機、活力、機遇，同時也難
免產生沉浮、僵化、陷阱的發展中國
家。觀察和認識這個社會，適應和改
造這個社會，是擺在每個公民面前不
可迴避的一道選擇題。
而對於這些形形色色的現象和事物到

底該怎麼看，這些現象的本質、發生的
原因及未來趨勢如何應對，《時論中國》
給了獨到的分析和思想，也是諸多專家
學者潛心研究的智慧結晶。
通過這些文章，可以看到作者是怎樣

以專家學者的學識與素養，梳理來龍去
脈，剖析背景原因，指點趨勢走向，提
供應對策略。定期出版的《時論中國》
叢書，為廣大讀者留下一份與彼時中國
共同成長和思考的文字印記。

《時論中國》叢書在京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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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豐：勇氣+智慧=改革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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