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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過對中國製造業發展情況的考察，提出中國製造業正在快

速發展，逐步走向「世界工廠」。然後，作者通過生產要素市場的

角度分析了中國目前生產要素市場上不利於中國成為「世界工廠」

的方面，並提出了改進的建議。

關鍵詞 中國；世界工廠；要素市場。

一、中國—逐步走向全球經濟中的「世界工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製造業增長是全球最快的國家之一。其中，中國

1985–1990年的工業生產指數上升了 1.86倍， 1991–1996年的工業生產指數
又上升了 3.75倍。中國製造業的製造業生產增長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導致中
國製造業的全球份額呈不斷增加的趨勢。從 1980 –1997年的 17年間，從佔
世界製造業增加值的 1.4%上升到 5.9%，平均每年上升 0.26%。這些都表明
中國製造業正在快速、穩步增長（張幼文、徐明棋等，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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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正在不斷加快。儘管地區差異很大，中西部地區的工
業化程度大大低於東南沿海地區，但從總體上看，中國目前已經處於工業化
的中期發展階段。經過改革開放 20多年的發展，中國一些重要工業品產量和
出口量名列世界前列，中國的煤炭、鋼材、水泥、玻璃、電冰箱、洗衣機、
彩電、空調設備等產量位居世界第 1位，化纖、電力的產量位居世界第 2位，
其中彩電和空調設備的產量佔到了世界總產量的 3分之 1。中國在勞動相對
密集、技術水平要求較低的製造業領域，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中國的服裝、
鞋、鐘錶、自行車、摩托車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和手機、影音光碟、電腦顯示
器、光學元件、電動工具、家電（彩電、洗衣機、冰箱、空調、微波爐）等機
電產品的出口量，都佔到了世界的第 1位，並且已經形成了世界注目的若干
重要製造業、產業聚集地，如以勞動密集型的零器件生產與組裝等出口產業
為主的珠江三角洲地區、以資本密集型的高技術生產為主的長江三角洲地區
等有代表性的產業聚集地。

關於中國是否成為「世界工廠」這一話題開始於 2001年 5月 19日，《日
本經濟新聞》在日本通產省公佈《面對 21世紀對外經濟政策挑戰》的貿易白皮
書之後，發表社論提醒日本各界，日本國際競爭力已經衰退，而中國崛起成
為一個新的「世界工廠」。那麼中國目前是否已經成為一個新的「世界工廠」？
我們認為中國與世界工廠之間尚有差距。特別是國內要素市場發育不完善，
制約了中國走向世界工廠的步伐。

二、生產要素市場與工業發展

（1）生產要素市場運行機制

市場經濟包括產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在產品市場上，商品價格由供
求決定；同樣，生產要素市場上，生產要素的價格也由對生產要素的供求來
決定。不同的是，對於生產要素的需求是由對商品的需求派生出來的。人們
需要勞動、資本、土地和資金，是因為人們需要它們生產產品並賣給消費者，
並由此來生產和出售滿足消費者對產品的需求以便獲得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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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使用一種生產要素的條件是，該要素的邊際收益等於該要素的邊際
成本。如果一種要素的價格下降，所有的廠商都會增加該要素的使用量，從
而使得產品的供給增加。而產品供給增加，則會導致產品價格下降。

要素市場的存在和市場機制的作用，會促使企業合理分配它所支配的生
產要素，抑制企業的浪費和單純擴張的傾向，去不斷降低成本，使生產者根
據自身的經濟利益，注意持久地發展生產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其他生產要
素的效率，注意產品的更新換代和質量，靈活地改變生產結構，最終實現生
產的最佳發展，最大限度地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

要素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是靠要素價格來實現的。價格是一種引導要素
配置的信號，市場通過準確傳達這個信號而引導要素配置和流向。各個廠商
通過價格信號決定生產要素相關決策。靈活的價格機制是市場機制能夠得以
發揮的條件。

如果要素市場發育不健全，存在價格扭曲，那麼就會導致資源配置失去
效率，使企業不再按照上面所說的方式去配置資源，最終導致生產水平無法
得到提高。

（2）生產要素市場對於中國能否成為「世界工廠」的影響

從我們上面的分析來看，要素市場需要通過靈活有效的價格機制來完成
資源有效配置的功能。如果要素市場缺乏競爭或者被人為地限制了競爭，就
會導致生產要素在社會各個經濟部門之間不合理地流動：價格不能有效反映
生產要素供求關係，導致商品生產數量無法按照價格信號進行調整，要素流
向生產效率不高的部門，最終使得生產無效率。（徐善長，2005）因此，如果
生產要素重新配置過程中存在障礙，包括生產要素價格形成機制不合理、生
產要素流動缺乏靈活性，那麼生產要素市場就無法發揮資源有效配置功能。

任何社會形態下的社會生產要能快速、協調、健康地發展，都要求對社
會生產要素進行合理配置。要素市場的發展有利於中國將生產要素配置到效
率最高的部門中去，從而使得中國工業更加具有競爭力，能夠使中國發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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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有效率的產品，在世界市場上不斷擴大自己的份額。否則，生產要素被
配置在效率低的部門，使得本來有效率的部門得不到充分的發展，喪失成為
世界工廠的機會。中國進行改革以來，產品市場已經大體形成，但是嚴格意
義上的生產要素市場尚未真正形成。這是阻礙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關鍵因
素。

三、中國生產要素市場存在的問題及其影響

中國要素市場由於尚未發育完善，要素的交易與運作往往是通過非市場
化的方式來完成。因此要素價格往往會與市場的均衡價格相去甚遠，在這種
情況下，生產要素的有效配置受到了阻礙。我們具體來分析各個要素市場所
存在的問題，及其對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所造成的制約。

（1）資本市場存在的問題及其影響

資本市場化配置是保持經濟穩定的機制之一。通過市場的優勝劣汰功能，
資本將提供給那些利潤率最高的企業；而生產成本高、技術落後或者沒有市
場的企業，只能退出市場，從而提高了經濟運行的效率。中國資本市場的問
題具體如下：

第一，國家對資本配置的控制導致了資源錯配。長期以來，計劃經濟體
制的一個固有觀念在中國當前的市場經濟環境下依然根深蒂固。那就是，為
了維護經濟和社會穩定，政府必須嚴格控制社會資金的規模和流向。但是實
踐中，國家對資本配置的控制導致了資源錯配：經營效益差的國有企業不斷
獲取大量的資金，而民營企業即使擁有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方式，也很難獲取
支援使其做大做強的資金。

第二，金融體系中資金供給和需求結構不對稱。國內儲蓄沒有相應地轉
化為投資，表明作為融通儲蓄方與投資方之間仲介的金融體系存在着的問題。
具體地，作為金融體系核心的銀行體系，已經難以充分發揮配置金融資源的
功能，這就導致金融體系中資金供給和需求結構不對稱的現象非常普遍，成
為制約經濟發展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進一步考察中國金融結構，我們發



84 熱點中國：
轉型時期的挑戰

現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存在着的弊端，因為它使儲蓄與投資之間出現
不對稱現象，從而要麼出現儲蓄過剩，要麼出現儲蓄缺口。

第三，外部儲蓄的流入和國內儲蓄增加並存。這種情況表明出現了「資
金迷失」，它構成了潛在的金融風險。一方面是國內出現儲蓄過剩，另一方面
是外國儲蓄依然大規模進入國內，這就意味着必然會有超過實際經濟活動需
要的超額貨幣的存在，而這部分超額貨幣卻又並沒有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
那麼資金到底「迷失」到何處呢？我們認為，「迷失」的資金實際上是蟄伏在
了金融體系中，威脅着金融體系的安全。

資本配置的低效率，表現在資金大量流向了效率不高的部門或企業，特
別是部分效率不高的國有企業。金融體系不能有效地配置資本，使得經濟中
具有效率的部分，無法得到充分的資金支援，進而無法擴大規模，失去競爭
機會。特別是對於那些具有競爭活力的民營企業，這是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
而這些民營企業又大多從事製造業，融資上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會抑制它們
的成長，最終阻礙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步伐。

（2）土地市場存在的問題及其影響

首先，城鄉分割的土地市場，使得兩類土地轉換中存在着巨大的租金空
間。體制轉軌期間，地方政府、政府各部門、土地開發公司以及政府官員個
人等都有不同形式的尋租活動，因此，實際中出現大量「開發區」、「園區」
佔地現象。由於農民在徵用土地過程中缺乏談判能力，他們的權利往往得不
到有效保障，因此農民不能按照市場價格獲得對價，最終得到的補償費用很
少。

其次，土地價格是由非市場化機制形成。土地價格主要是政府直接決定
而非市場化形成，體現在 3個方面：（1）是對存量土地，太多的歷史遺留因
素使政府考慮過多，只收取象徵性地租，沒有達到市場地租水平；（2）是對
增量土地，大部分採用協定出讓方式，政府與用地者就價格進行談判，市場
競爭因素沒有發揮作用；（3）是在徵地過程中，政府依據法規單方面確定價
格，較少考慮市場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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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市場資源配置的扭曲，造成了土地價格的非市場化。廠商在這種需
要通過非市場手段獲取生產要素的過程中，無法去提高自身的生產效率，最
終使得產品缺乏競爭力。這種情況持續下去，必定會阻礙中國成為「世界工
廠」。

（3）勞動力市場存在的問題及其影響

首先，人才市場與勞動力市場被分割。一般認為，勞動力市場可以分為
主要市場與次要市場。前者主要對應正規部門，後者主要對應非正規部門，
兩個市場彼此分割。中國的勞動力市場產生和發展過程中，一直被分割成「勞
動力市場」（早期被稱為「勞務市場」）和「人才市場」。勞動力市場，就是所謂
次要市場，人才市場則對應主要市場。

與西方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功能性分割勞動力市場相比，中國城鎮主要
勞動力市場與次要勞動力市場分割現象十分明顯。人才市場中工作提供的是
相對較高的工資、較為穩定的就業、良好的工作環境以及進一步的發展機會；
勞務市場中的工作則只能提供較低的工資、不穩定的就業以及較差的工作條
件並且缺乏職業發展的機會。（劉帆，2006）這種待遇導致勞務市場難以培養
和挽留技術型工人，從而制約製造業發展。

蔡繼明教授（2005）通過對行業職工合理收入差距的研究發現，大部分收
入差距是由人均受教育年限決定的。因此，現實中這種過度分割導致人們不
惜代價要從勞務市場跨越到人才市場。然而由於勞動力市場的資訊不對稱，
根據資訊經濟學中斯賓塞勞動力市場信號模型，導致僱主在認定僱員能力水
平時通常只能以僱員學歷和證書來識別。（楊洪波，2006）在這種背景下，「文
憑熱」、「考證熱」此起彼伏。人們希望通過學歷和證書快速完成兩個市場間
跨越，卻在人才市場遭遇求職難。所以，人才市場和勞務市場的分割造成勞
動力結構失衡，教育資源被大量浪費：一方面製造業缺乏高素質工人，另一
方面畢業大學生工作難求。

其次，勞動力市場城鄉二元結構。20多年的發展，中國已建立了較全面
的勞動力市場體系，但是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嚴重，勞動者競爭有失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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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農村勞動力湧入次要勞動力市場，使該市場十分擁擠，就業競爭更
加激烈，導致勞動力交易價格不斷壓低。 2004年從廣東蔓延開來的「民工荒」
現象正是這一問題的反映。十幾年來農民工進入廣東等經濟較發達地區後一
直在次要勞動力市場中就業，並被局限在建築、縫紉、服務等髒、累、險行
業。與就業崗位的有限相比，農村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大量勞動者競爭
就業，勞動力價格已被壓得很低。當勞動力價格長期低於勞動力價值時，勞
動力必然會退出該行業或地區，而勞動力價格由於慣性不會在短期得到提升，
因而導致了區域性、結構性的民工匱乏。

綜上所述，勞動力市場的分割使得一方面勞動者過分追逐高學歷，導致
教育資源浪費，形成「貧窮的奢侈」，人才追逐城市裏正規部門的崗位，對於
技術工人這類職位缺乏熱情，最終使得勞動技術人員短缺。另一方面，農民
工在勞動力市場中被局限在低層次崗位上，因為缺乏教育機會，難以獲得勞
動技能的提升而成為製造業需要的技術工人。因此，勞動力市場的過度分割
嚴重地制約着中國製造業發展，阻礙中國走向「世界工廠」的腳步。

四、加快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建議

（1）資本市場改革建議

健全國有銀行治理結構，進行產權改革。一個明晰的產權結構是完善的
公司治理結構的前提。引進戰略投資者，有利於國有銀行改善治理結構；發
展非國有金融機構，建立有效的信用擔保體系；積極扶持和發展非國有金融
機構，允許新銀行的進入，打破國有銀行的壟斷；減少對非國有金融機構的
行政干預，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商業銀行制度；改善民營企業融資環境；
放寬民營企業的市場准入，放鬆民營企業進入資本市場融資的要求；加強證
券市場信息披露制度建設，放鬆發行管制；使證券市場能夠有效傳遞信號，
降低投資者獲取真實資訊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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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市場改革建議

首先，確立完善的土地產權制度、明確使用權內容。進一步明晰集體土
地所有權主體，建立保護農民土地合法權益的有效機制。當前，農村集體土
地所有權主體不甚明確，在不少地方甚至存在真空狀態。農村集體土地所有
制實現形式應該多樣化，前提是明確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

其次，改革徵地制度。土地徵用實質上是對農地入市的政府管制，而目
前這種管制既有數量配額管制即准入管制，也有價格管制，實質上是對農地
產權的歧視。對農地的實際巨大需求和外部潛在利潤的存在決定了農地非法
入市的客觀必然性，因此必須秉持「產權平等」原則，放鬆市場准入管制。

（3）勞動力市場改革建議

首先，統一城鄉勞動力市場。打破城鄉分割就業制度，實行城鎮和農村
勞動力統一的就業制度，實現勞動力自由流動和平等競爭。降低農村勞動力
進城就業門檻，取消農村勞動力進城就業限制性政策和歧視性規定。實行城
鄉統一的就業與失業登記制度、用工管理制度、勞動合同制度、勞動報酬制
度、就業培訓和勞動預備制度、就業准入和職業資格證書制度。

建立城鄉統籌就業服務平台，拓寬勞動就業服務物件，完善農民工就業
服務工作。將農民工和城鎮職工共同納入公共就業服務範圍，完善勞動力技能
培訓機制，制訂城鄉勞動力職業技能培訓規劃，建立覆蓋城鄉的社會化培訓網
路。同時，建立有效的市場監督調控體系，切實維護農村進城務工者權益。

其次，協調主要勞動力市場與次要勞動力市場，改善勞動力市場信息不
對稱性。具體地，可以提高考試質量，完善考試制度；降低高能力者受教育
成本，做到人盡其材；提高勞動力市場、教育市場的競爭程度，使學校教育
更加切合社會生產實際，減少社會效用損失和高學歷失業。

（五）總結

統一生產要素市場，加快生產要素市場化進程，是保障中國快速穩步走
向世界工廠的保證。否則，不健全的生產要素市場會使產品市場供求不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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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達到均衡，影響增長。整體而言，確立要素的市場化，並且充分保障要素
所有者權利是完善中國要素市場的核心，同時也是確保中國早日成為「世界工
廠」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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