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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增长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饶龙先１，魏　枫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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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２０１０年中国人均ＧＤＰ达到４３９３美元，标志着正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对于后发国家
而言，所处不同发展阶段将要求着相应的发展战略也作出调整，以适应新阶段最优增长路径的要求。以后发国

家经济发展路径两阶段理论为依据，并进一步划分次级发展阶段与收入阶段相对应，可以凸显不同发展阶段对

于核心增长动力要求的变化。目前，摆在中国经济前行路上最大的障碍，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为顺利跨越中等

收入陷阱实现经济赶超，并须转换原有的以模仿为主要形式到以自主创新为主要形式来推进技术进步的增长

模式，并配合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比重、提升产业结构、恢复以往被向下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等措施。

　　关键词：后发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模仿；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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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２０１０年中国人均
ＧＤＰ为４３９３美元，已越过“下中等收入”与“上中
等收入”组的分界线，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

列，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的３０年，中国现代化进
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我们也将不得

不正视未来进一步发展路上的新问题和挑战，避

免出现如拉美一些国家经济发展长期停滞的状

态，避免因陷于中等收入陷阱，无法向高收入国家

迈进，其间的战略选择自然已成为理论研究的

重心。

　　一、为“中等收入陷阱”之辩

　　（一）收入划分标准
　　世界银行将世界各经济体按年人均国民总收
入（ＧＮＩ）分为高、中、低三组。根据２０１０年的最
新标准，高收入国家组为人均收入１２１９６美元及
以上，中等收入为９９６美元 ～１２１９５美元，低收入
为９９５美元及以下。目前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处

在中等收入组中，高收入或低收入国家数比较少。

按照上述标准，２０１０年在世界银行目前统计的
２１３个经济体中，低收入组的国家或地区有 ４０
个，中等收入组的国家或地区有１０４个，高收入组
的国家或地区有６９个。在中等收入组的标准中，
世界银行又将其划分为“偏上中等收入”组（以下

简称“上中等收入”）和“偏下中等收入”组（以下

简称“下中等收入”）。２０１０年的最新标准是：前
者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在９９６～３９４５美元之间，后
者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在３９４６～１２１９５美元之间。
根据这个标准，目前在中等收入组中，上中等收入

的国家和地区有４８个，下中等收入的国家和地区
有５６个［１］。

　　（二）收入陷阱
　　经济学中所谓收入陷阱，实际上是指一种均
衡状态，即一旦收入偏离特定的均衡值之后，经

济系统具有内生的力量将偏离的收入水平调整回

到均衡值。即短期内人均收入可被提高至较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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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但无法长期保持在这一较高水平，其他因素又

会将人均收入拉回到原来的低水平处的状况。

　　早期的发展经济学主要讨论贫困国家如何通
过资本积累（或者依靠自身抑制消费完成积累，或

者依靠引进外资完成积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主要

依靠对外掠夺完成资本积累）摆脱“贫困陷阱”

（Ｋｒａａ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２］，所以，多数文献都引入某个
临界水平的积累率，将其视做经济起飞的前提。

　　（三）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在２００６年《东亚的复兴》的报告中
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着重刻画了当

某国人均收入进入中等组水平后，由于无法顺利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导致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不足，

而最终经济停滞的状态，并特别指出东亚地区普

遍存在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影响着经济发展方式

的顺利转变，警告东亚经济要防止陷入“中等收

入陷阱”［３］。２０１０年世界银行又在其新作《强劲
复苏与风险积累》中进一步强调，由于工资成本

不断上升，又无法提升自身所在价值链的位置，进

入服务于创新为主的更高发展阶段，因而不得不

在产业链的较低水平处竞争之中，陷入经济发展

停滞的收入陷阱难以避免。该报告将陷入“中等

收入陷阱”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描述为：经济增

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就业困难、社会动荡、社

会公共服务短缺、金融体系脆弱、腐败多发、过度

城市化造成畸形发展，等等。

　　从世界各后发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的
经济发展历程来看，无外乎两种发展方向：或者如

日韩等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顺利跨过中等

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或者如阿根廷、

墨西哥等为代表国家，其发展水平长期停滞于中

等收入组，被称为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

家。进一步地，因中等收入可划分为下中等收入

和上中等收入（２０１０年的最新标准是：人均国民
收入前者在９９６～３９４５美元之间，后者在３９４６～
１２１９５美元之间），所以中等收入陷阱也可相应地
细分为下中等收入陷阱和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

将２０世纪中期以来各代表性国家经济增长的成
绩绘制下图中（见下页，所用指标为各国与同期

美国经济的相对比重，以此衡量该国经济赶超的

质量），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些国家人均收入

水平占同期美国人就收入比重快速上升至百分之

七八十左右，有些则徘徊在１０％左右，有些甚至
在１％左右持续低迷。由本文将要阐述的赶超理
论可知，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过程中需要依

次经历贫困陷阱、下中等收入陷阱和上中等收入

陷阱的羁绊，其中下中等收入陷阱是三者中最容

易跨越的，现实世界陷入该陷阱的国家数量也最

少（仅有叙利亚、越南等几个刚刚突破贫困陷阱，

经济增长就出现停滞的国家———叙利亚１９７８年
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１９８７—２０００年又回落
到１０００美元以下），因而增长理论与实践方面都
比较关注于贫困陷阱和上中等收入陷阱，在许多

文献中往往将“上中等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

阱”相混淆也就不足为奇了（如《中国会掉进中等

收入陷阱吗》一文载于《人民论坛》２０１０年第１９
期，就将“中等收入陷阱”误解为进入“上中等收

入”之后的阶段；郑秉文（２０１１）已对此做过说明，
本文将之细化）［４］。

　　二、后发国家实现赶超的理论分析

　　我们曾以技术进步主要形式的演进来刻画过
成功实现经济赶超国家的增长路径（魏枫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现在此基础之上将之细化，同时结合不同
收入阶段，国家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战略的差异

构建更为完整的经济发展路线图。以此为基础，

我们可以详细区分贫困陷阱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区

别，以及后发国家所处阶段的不同是如何决定着

选用不同的发展战略。处于低收入组的后发国家

经济起飞，直至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需要经历五

个阶段（起飞前阶段、模仿阶段 、模仿阶段 、创新

阶段 和创新阶段 ；属于起飞前阶段的国家对应

着处于低收入国家组，属于模仿阶段 和模仿阶段

的国家对应着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组，属于创新阶

段 和创新阶段 的国家对应着处于高收入国家

组）并成功跨越三个陷阱（贫困陷阱、下中等收入

陷阱和上中等收入陷阱）。后发国家在第二、三

阶段可以模仿为主要形式推动技术进步实现增

长，在第四、五阶段主要依靠自主创新为主要形式

推动技术进步，每阶段国家的发展战略均有所不

同，适时调整与该国所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发展

战略将决定着是否能够顺利跨越收入陷阱，成功

升级收入的更高阶段。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显

示，一旦进入高收入国家组之后，经济增长自我持

续和实现的能力加强，不再有显著的收入陷阱障

碍制约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了。见图１：
　　上述的经济赶超路线图与众多后发国家的经
济增长路径相吻合，并且我们可以找到正处于不

同发展阶段的与之对应的国家。总体说来，后发

国家经济实现赶超的完整路径可以划分为五个阶

段：第一阶段为起飞前阶段：具体是后发国家在踏

入经济增长轨道之前的状态，此时的经济水平较

低，生产能力落后，国内储蓄率过低，人均国民收

入长期徘徊在几百美元左右，代表国家有埃塞俄

比亚、布隆迪等；如果此类国家能够吸引外资，提

高储蓄率，就有可能顺利跨越贫困陷阱，进入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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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后发国家经济实现赶超的路线图

等收入国家行列。第二阶段为模仿阶段 ：此阶段

是脱离贫困陷阱的国家不断提升自身生产能力的

阶段，代表国家有叙利亚和越南等；此类国家尚处

于利用外资的初级阶段，生产技术处于相对领先

国家的绝对控制下，只是模仿现有技术进行生产；

如果此类国家能在模仿的同时，尽量组建本国的

基础产业与之配套，缩小与领先者之间的技术差

距，就可能顺利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上中等

收入国家行列。第三个阶段是模仿阶段 ：此阶段

是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继续积累赶超力量

的阶段，代表国家有马来西亚和泰国；此类国家的

工业发展相应地进入了聚集阶段，并有自己的支

柱性产业，只是技术进步的形式仍以向更高水平

国家模仿为主。摆在此类国家面前的是较难跨越

的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想成功跨越该国推进技

术进步的主要形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由模仿

为主转为以自主创新为主推进技术。中国目前正

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第四个阶段是创新阶段 ：此

阶段的国家已经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表现

为已掌握管理能力和一定的技术，能独立研发和

生产高质产品，代表国家和地区有韩国、中国台湾

等；除收入水平较高外，此类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实

现了技术进步由模仿向创新的转变。此后，若本国

没有政局动荡、战乱等影响因素，自可顺利升入更

高的发展阶段，正真实现经济赶超。第五个阶段是

创新阶段 ：此阶段的国家可以实行全面创新，产品

设计，其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在全球处于领先地

位，代表国家和地区有现在的日本、美国、欧盟。

　　如果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渡不成功，

就会陷入贫困收入陷阱；而如果从第二阶段到第

三、四阶段的过度不成功，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即可能是下中等收入陷阱，也可能是上中等收

入陷阱），其根本原因在于没能从对外模仿转而

走上自主研发来实现本国技术进步的增长道路。

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以模仿领先国家的先进技术，

虽可以使得后发国家达到中等收入，但仅靠此则

很难跨域中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鸿沟。这就要求

在模仿阶段能够加速经济增长速度的赶超战略

（包括向下扭曲要素价格以高估企业获利能力，

超贬汇率支持出口导向战略等），在将要进入新

的发展阶段时，适时作出调整。

　　三、后发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实现
赶超的经验分析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两
百多年的快速发展，但在全世界２００多个经济体
中，仅有６０多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
行列，其他绝大多数仍停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少

数甚至尚未走出低收入国家行列。对于后发国家

而言，能够顺利实现中等收入阶段跨越的国家则

更是少之又少，成功跨域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进

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和地区局限在是日本和亚洲

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他

们从脱离低收入国家到进入高收入国家共计用时

２０年左右；而以拉美为代表的部分后发国家尽管
也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就已脱离低收入国家，并
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种种原因却使得这些

国家停留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时间无限期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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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其中阿根廷滞留在中等收入国家组的时间已

将近５０年（这其中最有可能在２０１１年实现跨越
中等收入的智利，停留在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为

３９年）。

　表１　部分国家和地区跨越不同收入组的时点

国家和

地区

跨越不同收入阶段时点

低收入国家

进入下中等

收入国家

下中等收入国家

进入上中等

收入国家

上中等收入

国家进入高

收入国家

停留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所用时间 （截至２０１０年）

下中等收入

阶段

上中等收入

阶段
中等收入

２０１０年
人均ＧＤＰ
（现价美元）

日本 １９６６ １９７３ １９８５ ７ １２ １９ ４３１６１

中国香港 １９７１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９ ７ １１ １８ ３１８７７

新加坡 １９７１ １９７９ １９９０ ８ １１ １９ ４３３２４

韩国 １９７７ １９８８ １９９５ １１ ７ １８ ２０７５７

阿根廷 １９６２ １９８８ ２６ ２２＋ ４８＋ ９０６７

智利 １９７１ １９９４ ２３ １６ ３９＋ １１８７３

墨西哥 １９７４ １９９２ １８ １８＋ ３６＋ ９５８０

巴西 １９７５ １９９５ ２０ １５＋ ３５＋ １０７１０

马来西亚 １９７７ １９９５ １８ １５＋ ３３＋ ８５１９

泰国 １９８８ （２００８） ４６７９

越南

中国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 ９ ４３９３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网站（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及郑秉文（２０１１）相关数据整理编制，停留时间 Ｘ＋表示至少

停留时间为Ｘ年以上。

　　可见后发国家并非一定能够顺利实现不同收
入阶段的升级，也有可能会陷于中等收入陷阱，经

济增长随之停滞。这样，如何顺利跨越中等收入

陷阱，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问题就成为研究中关

注的重点。综合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所采

用的发展战略，可以发现他们具有的共同点，其主

要的发展战略包括：提高投资率、向下扭曲生产要

素价格和超贬本国货币来完成低收入阶段向下中

等收入阶段的跨越，魏枫（２０１０）将其整理为：“向
下扭曲生产要素的价格（包括：低资金使用成本、

低劳动力工资以及低自然资源的使用成本）为企

业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强其获利能力；高投资率保

证经济的高增长速度，随之而来的国内总消费的

降低借助扩大出口来平衡，高投资率本身依靠国

内的高储蓄率及外国直接投资加以支撑；控制本

币的升值趋势，低估本国币值，降低外币表示的本

国产品价格，增强其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力，为出

口导向型的经济进一步提供支持”［５］；增长国民收

入水平，控制贫富差距，提升产业结构和研发能力

来完成下中等收入向上中等收入阶段的跨越，并

最终实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经济赶超。

　　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转变原有的发
展战略成为众多最终顺利实现赶超的国家的共同

特征。这些战略调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特征。

　　特征一：投资率先升后降，依靠高投资率跨越
贫困陷阱。在模仿阶段中保持高位，支撑经济快

速增长；最大值出现在模仿阶段中，此后投资率

下降。

　　特征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先扩大后缩小。
前期收入差距扩大，激励生产资源流动已实现优

化配置；后期收入差距缩小，提高中产人群比重，

维护社会稳定。

　　特征三：先模仿后创新。前期模仿世界技术
前沿，节省成本，充分发挥本国的后发优势；后期

转而自主研发，保证经济获得持续增长动力。

　　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日本投资率经历了先
升后降、消费率先降后升的变化。在１９４５—１９５５
年，日本社会通过压低民间消费需求，来提高投资

水平，特别是设备投资，并借助出口导向的发展战

略来化解内需不足的矛盾。日本的投资率 １９５２
年为２１％，１９６６年上升到３２％，１９７０年进而升至
３９％；７０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基本完成工业化，其城
市化率也在１９７０年达到７２％以上，其投资率随之
开始下降，即１９７３年降到３８％，１９８０年为３２％，
１９９３年为 ２９％，２００６年进一步降到 ２０％左右。
相反，日本的消费率１９５０年为７７％，１９７０年降至
５９％，在日本完成工业化，逐步跨域中等收入国家
行列后开始上升，１９７３年消费率为６１％，１９８０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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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至６８％，２００６年达到７５％左右。日本投资率的
拐点发生在 ７０年代初期，此时日本国民的人均
ＧＤＰ在２０００美元左右（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为２０１０
年的１０７６０美元），恰好此时由下中等收入国家进入
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同时，日本政府主导调节收

入分配的活动也使得阶层间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城

乡间收入差距基本得到消除，这有利于中产阶级的

成长，进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稳定社会。

　　韩国的经济起飞稍晚于日本，按照世界银行
的划分标准，１９９５年韩国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见本文第二部分的整理结果），在此之前韩国的

投资率也经历了先增后降的过程。在１９６０年韩
国的投资率只有１１．５％，此后连续上升，１９７０年
为２４．９７％，１９８０年３１．６１％，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
期达到最高，之后连续下降为 １９９７年 ３４．９７％，
２００２年２６．７％。消费率与此相对应，先是连续下
降，后是持续上升。同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 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韩国收入差距呈现拉大态势，基尼
系数从 １９７０年的 ０．３６上升到 １９８０年的 ０．３９。
经济持续增长受到威胁，为避免经济陷于中等收

入陷阱，韩国政府开始推行“新农村运动”和出台

《最低工资法》，大力缩小城乡和阶层之间的收入

差距，提高居民收入，使得韩国的基尼系数由１９８０
年的０．３９下降到１９９１年的０．２６。此时，韩国的
中产阶级比重高达７５％以上，城市化率也在７５％
左右。与日本类似，韩国的投资率和消费率此消

彼长的拐点发生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此时韩
国工业比重开始下降、服务业产值所占比重持续

上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５０００美元（可比价
格计算，为２０１０年的９１００美元），由此跨越了中
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此外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也极为符合本文所描
述的模仿创新阶段理论。韩国在 ２０世纪 ６０年
代，其经济刚起飞之际，抓住美、日等发达国家的

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机会，利用

自身劳动力价格较低的比较优势，采取出口导向

型的发展战略，以轻纺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

发展中的，相应地处在本文刻画的模仿阶段，进入

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进入７０年代以后，随着韩国劳动力价格的不
断上涨，以及石油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打

击，价值后发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竞争，

倒逼韩国产业结构调整。此阶段，韩国政府充分

利用发达国家的重化工业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

的机遇，大力发展钢铁、机械、石油化工、水泥、陶

瓷、造船、汽车、非铁金属等资本密集型工业，相应

地进入本文刻画的模仿阶段，进入上中等收入国

家行列。

　　进入８０年代，面对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崛起，
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韩国提出了“产业结构高

级化”的政策目标，对传统重化产业进行技术升级

改造，同时加大自主研发力度，大力发展精细化

工、精密仪器、计算机、电子机械等。

　　进入９０年代的韩国处于由上中等收入国家
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韩国在积极推进

金融体系、劳动力市场、公共部门改革的同时，大

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主动调整产业

结构，大力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最终顺利跨越上中

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相反地，也有发展中国家经验表明，即使曾成
功跨越了低收入水平阶段的国家，仍然有可能在

中等收入水平上停滞不前，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

危险。本文认为，在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迈进的过

程中，曾起到重要作用的因素，对于成功跨越中等

收入阶段的推动力会显著下降，甚至成为阻力，如：

收入分配差距适当扩大，有助于为经济增长提供动

力，但进入特定发展阶段后，如果居民收入差距持

续扩大，就可能会产生一系列阻力，阻碍经济增长，

伤害经济激励的有效性，破坏社会稳定，使人均收

入水平不能继续提高。徘徊于中等收入行列的国

家，其发展战略也具有些共性，可整理如下：

　　特征一：收入差距过大，没有得到及时调整，
引发社会动荡；

　　特征二：过早的福利赶超，丧失经济增长的
动力；

　　特征三：模仿制造业难以向自主研发支撑的
高端产业升级。

　　从历史经验来看，较长时期内世界上多数国
家都在中等收入水平范围内徘徊。南美洲的巴

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和亚洲的泰国、马来西

亚，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但由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使得国内需求增长缓

慢，并在城市化进程中引发大量的贫民窟，同时，

一般制造业向高端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升级过程也

被迫中断，至今仍陷于中等收入陷阱，无法实现经

济的真正赶超。

　　四、中国所处阶段及发展战略的转换

　　２０１０年中国人均 ＧＤＰ达到４３９３美元，在政
府主导的高积累、高投资率，向下扭曲要素价格以

高估企业获利能力，并配合超贬汇率的出口导向

型发展战略的支撑下，顺利跨越了下中等收入陷

阱，正式跻身于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已有各国

经济赶超的经验表明，在模仿阶段 发挥作用的发

展战略，在进入模仿阶段 以后，就要相应地作出

调整，否则会因原有发展战略缺乏持续增长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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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减缓增长速度，甚至停滞而难以顺利跳出上

中等收入陷阱。

　　发展战略的调整之重，在于适时降低投资率，
提高消费率。新世纪以来的１０年间，我国投资率
仍在上升，而消费率则是一路下滑。２０１０年中国
消费总量占同期ＧＤＰ的比重不足４８％，这其中还
要加入政府消费，若只以居民消费量来计，则只占

到ＧＤＰ的１／３。国内居民消费乏力一方面是个体
应对未来不确定性事件增加的理性反应，更为重

要的原因则是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消费份

额就被向下扭曲生产要素价格的发展战略挤占

了，可见，提高居民消费量不仅仅是转变原有的极

度依赖外需发展战略为内外需并重的发展战略，

更是矫正压低劳动力等向下扭曲生产要素价格的

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核心措施之一。

　　同时，在进入模仿阶段 以后，中国技术进步
的推动形式也要适时作出调整。从技术进步的动

力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其与世界技术

前沿的距离不断缩小，低成本向外模仿的后发优

势在逐渐丧失，进而原有产业的国际国内竞争力

下降。如果中国的企业无法掌握自有知识产权的

核心技术，产业升级就会停滞，而随着生产成本的

不断上升，加工型产业会被挤出，这就极易使得中

国经济丧失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实现技术进步

形式由模仿到创新的转变，促使产业结构升级，这

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与风险。如果能够实

现通过自主研发为主体形式来推动技术进步，我

国就能顺利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向高收入

阶段过渡；否则，就有可能会陷入经济增长停滞的

泥潭难以自拔。

　　此外，在关注消费率总体提升、技术进步形式
由模仿到创新的调整的同时，我们还要尽快逆转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会导致内需不足，制约着原有发展战略的转变，进

而伤害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而且，由于收入

的两极分化不利于中产阶级群体的形成，过低的

中产阶级比重无法促使“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

社会”的成功转型，不利于国内消费增加，更会造

成社会动荡、社会不公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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