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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研究“德国模式”，对实现从规模速度型发展方式转向质

量效益型发展方式，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下一

步改革，夺取新的胜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分析社会市场经

济模式弊端及其调整与改革路径；厘清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给出“德国模式”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启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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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3月下旬，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 4

个国家，开启了中国探索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运行规律的中欧经贸合作新时

代。德国经济从“二战”后的全面崩溃到 50年代以来的全面复苏与腾飞,

一跃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大国之一，其成功的原因与奥妙何在？我

们研究认为，德国平稳度过历次危机、创造“经济奇迹”的社会市场经济

模式有可取之处，值得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借鉴。 

一、什么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社会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之处在于所有制结构上。我国

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有制基础为公有制，德国实行的是社会市

场经济，所有制基础为私有制。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主要特点是，自由竞争与政府控制并存、经

济杠杆与政府引导并用、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并重。因而，也可以将这种

模式称为“政府引导型市场经济”。它的基本原则是自由和竞争，国家不

干预个人的事情，但国家行为可以参与到市场经济的各个方面，促进自由

竞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促进市场力量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调节作用，

维护自由竞争的良好秩序。 

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主要内容包括： 

其一，是理论的提出。社会市场经济是“二战”后由德国经济学家阿

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提出，并最终由西德当时的经济部长、联邦总

理路德维希·艾哈德通过政策实践得以发展。 

其二，是基本内涵。所谓社会市场经济，即有政府辅助作用的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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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这种经济制度既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原则，又维持着社会互助原则，

倾向于对贫困人口的帮助。 

其三，是主要目标。一是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并防止产生专政和垄断，

实现尽可能广泛的经济发展；二是建立能够正常运转的货币秩序，确保价

格稳定；三是采取措施实现社会安全与公平，推动社会进步。 

其四，是实质。社会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观点就是“社会福利”+“市场

经济”。  

纵览全球，德国经济之所以能在 2010年逆势增长，在于其面对全球经

济危机对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冲击，“德国模式”彰显出的巨大制度生

命力。 

二、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弊端及其调整与改革 

虽然“德国模式”彰显出巨大的制度生命力，但是，高福利却早已超

出经济发展所能承受的能力，经济总量这块“蛋糕”越来越难切割。 

其一，社会福利费用支出过度扩张，高福利成为沉重负担。过高的福

利保障不仅阻碍了德国促进就业制度的推行，也增加了财政负担，严重地

拖累了政府在其他经济领域的投资力度。 

其二，经济增长缓慢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德国，一名失业者可

以得到原工资的 53%-67%作为失业救济金，比在职者收入少不了多少，以

至于很多失业者宁愿赋闲在家也不愿意出去找工作。 

其三，企业税收压力大，导致德资外流。德国的高福利依赖于高税收，

许多纳税大户为了躲避高税收，选择了外迁或者将投资转向国外，还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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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偷税漏税的盛行。 

其四，职工的负担日益加重，劳工市场僵化。退休者数量不断增加、

生产者数量不断减少，使社会保险费率逐年上升，劳动者的收入相对减少，

打击了劳动者的消费热情，也抑制了消费。 

其五，“核心太小，外壳太大”，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核心”是由发明

创新者、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组成的，“外壳”是由那些对经济没有任何贡

献的人组成的。德国社会保障制度费用过高，在效率和公平、辅助和团结

原则、储蓄和消费、工作和休闲等问题上都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其六，产业结构调整缓慢,政府规制僵化,企业组织和管理机制退化，

活力锐减。“饥饿感”、“紧迫感”、“创业精神”和“忧患意识”渐渐失去。

整个社会变得僵化和没有朝气，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针对问题与弊端，德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调整措施。 

其一，整顿财政、压缩赤字、实施税制改革。德国政府采取了严厉的

财政政策,推行节约方针,推迟执行不紧迫的项目,加强私有化,目标是使

年度财政支出至多只能比上年度决算超出 1.5%。同时德国新政府制订了一

系列的税制改革方案,个人所得税率、企业所得税率都有较大幅度下降。 

其二，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工市场。在法定的医疗保险改革方面,规

定投保者所得到的保险金多少取决于他们已缴纳的保险费多少；在养老保

险方面,正在抑制提前退休趋势；在劳动市场政策方面,目标是增加失业者

的就业机会和节省劳动市场政策费用支出；在社会援助、社会救济方面,应

把资金集中用于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并鼓励支持重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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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灵活规制和改革企业组织与管理机制。第一,取消对竞争部门和

企业诸多过时的规制和条款,减少政府对企业的限制措施,放宽政府对企

业经营的各种限制。第二,把原来一些属于自然垄断性部门和服务领域,诸

如交通、电信、金融等产业,重又纳入到市场竞争轨道。 

三、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国经济经历了 40 年的高速增长，正在面临经济发展瓶颈。主要表现

在： 

其一，经济增速已经明显放缓，原有的一些增长动力正在减弱。以往

我们靠比较高的储蓄率来大规模投入资本，通过产能的扩张进入国际市场，

现在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的收缩，增速放缓，导致国内经济放

缓，产能过剩凸显。 

其二，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以前我们参与竞争，更多靠低成本要素

的投入，特别是劳动力低成本，但 2012 年以来由于人口红利消失，中国劳

动力绝对数量已经开始下降，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劳动力低成本不再是

优势。 

其三，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硬约束。人

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

能源、资源消耗方面的增长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近年来水污染事件频发、

雾霾天气增多，不少地区的环境容量已经逼近临界点。 

针对中国经济面临发展的瓶颈，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国

家行列，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部分。 

http://baike.baidu.com/view/4238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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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德国模式”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启示与建议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市场原则和社会均衡相结合，这

和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具有很大

的同一性，因此，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必然对中国会有很多重要的启示和借

鉴。 

其一，积极健全和维护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秩序。德国社会市场经济

保持生机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竞争原则。全面深化改革阶段,中国应建立

和完善一个有效的竞争秩序。首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财政、税收、投

融资等政策方面对他们要保持基本平等的竞争条件,特别是对集体、私营

企业不能采取歧视政策。其次,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要打破条块分割

和地方保护主义,提倡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公平竞争,努力提高企业

国际竞争力。 

其二，建立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德国经验是:要想在激

烈革变革中维持社会稳定,必须有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是

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更应该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失业者、贫

困者等生活陷入困境的人提供必要的帮助。 

其三，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保持适度的政府干预。德

国市场经济模式中，政府对经济运行进行适度干预，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并

不是政府工作的中心，政府干预兼顾了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我们应借鉴

德国做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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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保证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一直注重采取运

用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现阶段,我国在扩大内需,

刺激经济增长上也要合理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实施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

调控。一方面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税收、国债和政府支出等财

政政策工具在抑制经济衰退、促进社会有效需求方面的导向作用；另一方

面,要运用有效的货币和信贷政策,保持币值稳定,以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健

运行,防止新一轮的通货危机。 

其五，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要素生产力，培育技能高端人才，形成“中

国制造”强势定位。中国要延续经济增长，必须从要素生产力方面有所突

破。要从原来的加工组装、加工贸易转向一种以研发为基础的高端制造，

这是中国必须要跨过去的一步。我们紧缺的就是如同德国那样的职业技术

教育。这正是我们急需要跟德国学习的重要方面。 

其六，像德国文化对“德国模式”产生积极影响一样，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德国强调市民道德，有

些东西跟我们儒家很接近，讲究勤勉、秩序、有条不紊、节俭，这对经济

的发展很有好处。而且，德国很喜欢搞资本主义，但另一方面德国又深刻

地反思资本主义。因此，德国经济的成功在于它的传统，有一种文化的因

素在里面。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历史，中国文化不亚于任何一国文

化，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对不能离开中国的先进文化元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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