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等收入陷阱还是 中等收入阶段
＊

华 生 汲 铮

内容提要 ：
本文通过对引起 广泛关注 、研 究和 热议的

“

中 等收入 陷 阱
”

进行剖 析 ， 发现这个概念

是模糊的 ， 并存在争议性 。 首 先 ，
援 引世界银行报告 中 比较意 义上 的

“

中等收入 陷 阱
”

并 不存在 ，
而

用 相对收入追赶指数来 划分发展阶段的赶超意 义上 的
“

中 等收入陷 阱
”

有明 显缺 陷
；其次 ，从 多数学

者认 同 的定义来看 ， 中等收入陷 阱的含义在讨论 中 已被转换 ， 陷 阱成 为阶段的 同 义语 ，讨论 的真 实

问 题是发展 中 国 家如何跨越 中等收入阶段 ；最后 ，讨论约束跨越 中 等收入 阶段 的 三个主要指标 ， 即

人均 ＧＮＩ 、通货膨胀率和汇率 。

关键词 ： 中等收入 陷 阱 中等收入阶段 东亚奇迹

ｗ 2 0 1 3 ）虽对 中等收人陷 阱 的定义做了定量化的研究 ，

—

弓 Ｉ
目、

但各 自 的定义也不尽相同 ，主观性很强。 显然 ， 对一

中等收人陷阱是世界银行 2 0 0 7 年 出版的《东亚个大为流行的概念 ， 如果连 它到底是什么含义或定

复兴——关于经济增 长的观点 》 （世界银行 ， 中译本义都不清楚 ， 自 然会影 响我们对 问题的准确把握和

2 0 0 8 ） 报告中首次被提 出 的 。 报告 旨在探寻东亚地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 本文对中等收入陷 阱的定义

区的政府应该如何实施发展战略来应对伴随着经济进行辨析 ，厘清认知 ，但绝非仅仅纠正一个混淆 、模

增长与社会转型而逐渐暴露 出来 的 问题 。 2 0 0 8 年糊 的概念 ，更为重要 的是 ，对于中 国这个志在实现伟

金融危机以后 ，世界经济陷人困境与动荡 ， 中 国近年大复兴又恰有机遇在前的文 明古国 来讲 ，如何找准

来经济增长速度也显 著放缓 ， 大大増加 了人们对 中问题 、厘清方向和探寻路径 ，破除制约发展的枷锁和

国落人 中等收入陷 阱 的担忧 ， 激发 了 国 内学界和媒桎梏 ，从而最终跨越 中等收人阶段迈人高收入阶段 。

体对中等收人陷阱 的讨论 。 以
“

中等收人 陷阱
”

为关＿＿．

键词的学术文軸鮮顏不職举 ，乃Ｈ 官方 Ｗ

报告中也频频 出现 。 与 国际上经济学界较少提及和如上所述 ， 中等收人陷阱在 2 0 0 7 年世界银行 的

关注这个概念不同 ， 中等收入陷 阱在中 国被人们 当报告中首次被提及 ，但遗憾 的 是报告 中并没有给 出

作
一个极为有用并早已被证明的定义 。直接明确的定义 。 学者们从 同一个报告 中梳理出 了

国 内学者们对 陷入
“

中 等收人 陷 阱
”

的表现、成不 同的定义 。 蔡昉 （ 2 0 1 2 ） 和华生 （ 2 0 1 3 ）直接援引报

因 以及走 出
‘‘

陷阱
”

的对策做 了大量工作 （胡 鞍钢 ，告 中原话
“

比起较富或较穷的 国家来说 ， 中等收入 国

2 0 1 0
；姚洋 ， 2 0 1 1

；刘伟 ， 2 0 1 1
；王
一

鸣 ，
2 0 1 1

；吴敬琏 ，家的增长会相对较慢
”

，并认为这就是世界银行对中

2 0 1 2 ） ，尤其是经验 的梳理以及实证的分析 （郑秉文 ，等收人 陷阱 的定义 。 而刘世锦 （ 2 0 1 1 ） 同样引用报告

2 0 1 1
；乔俊峰 ，

2 0 1 1
； 林毅夫 ， 2 0 1 2

；史晋川 、 郎金焕 ，原话 ，认为 中等收人 陷阱的定义就是指 ：

“

历史表明 ，

2 0 1 2 ） 。 但有意思的 是 ，研究者们对
＂

究竟什么是 中许多经济体常 常都 能迅速地达 到中 等收入发展 阶

等收人陷阱
”的理解却并不相同 。 而在 国外学者中 ，段 ，但只有很少 的国家能够跨越这个阶段 ， 因为实现

普利切 特和 萨默 斯 （ 2 0 1 4 ） 、 艾 肯格林等人 （ 2 0 1 2 ，这一跨越所必需的那些政策和制度变化 ，在技术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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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审稿人的 意见和建议 ， 当 然文责 自 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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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和社会方面更复杂 、更具挑战性 ，许多拉美和中东明为什么 2 0 世纪 的世界经济没能缩小贫 富差距 。

”

经济体数十年都停留在中等收人水平 。

”

刘世锦的定报告援引 Ｇａｒ ｒｅｔ 在 2 0 0 4 年的研究指 出 ，从 1 9 8 0 

—

义含有先快后慢的 自 我比较和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2 0 0 0 年 ，高收人国家人均 ＧＤＰ 提高 了 5 0 ％ ，而低收

两层意思 。 更多学者认同 的定义是 ， 当
一个 国家人人 国家人均 ＧＤＰ 增加了超过 1 5 0 ％ ， 因而高收人与

均收入达到世界中 等水平后 ， 由 于不能顺利实现经低收人国家的收人 比降低 了
一

半 。 但是同期的 中等

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导致增长动力不足 ，最终出现经收入国家人均收人只增长了大约 2 0 ％
，
因此与发达

济停滞 （林岗等 ，
2 0 1 1

；郑秉文 ，
2 0 1 1

；
王一 鸣 ，

2 0 1 1
；国家的收人差距反 而拉 大了 。 应该说 ，这个理解最

田 国强等 ，
2 0 1 3

； 张德荣 ，
2 0 1 3 ） 。 这个认识并未引用接近世行报告的 本意 。 不 过 ， Ｇａ ｒｒｅ ｔ 研究 的 时间跨

报告原文 ，是学者们 自 己提炼 的 。度大约是 2 0 年 （ 1 9 8 0 

—

 2 0 0 0 年 ） ，进人 2 1 世纪这十

此外 ， 以上 的定义都 以世界银行的现价美元标多年来 ，第三世界 的经济发展有了
一些新的变化 ，特

准划分低 、 中 、高收人阶段。 鉴于划分阶段 的主观性别是如果把时间拉长到从二战后到现在这半个世纪

以及不可避免会产生 的各种 问题 ，
Ｗｏｏ （ 2 0 1 1 ）尝试的数据来检验 ，那么这种 比较意义上 的 中等收人 国

用追赶指数 （ ＣａｔｃｈＵｐ
Ｉｎｄｅｘ ，ＣＵＩ ）这一 指标来划家发展的相对较慢的陷 阱还真的存在吗 ？

分阶段 ，进而定义
“

中等收入陷 阱
”

。对此 ， 用来 自 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 2 0 1 3 ）所提供

纵观以上定义 ，虽然都是定义 中等收入陷阱 ，但的 2 1 4 个 国家 （地区 ） 的人 均 ＧＤＰ 增 长以及低 、 中 、

却不尽相同 。 前者是从 比较意义上论述 ， 强调 的是高收人分类的汇总统计数据进行说 明 。 其中 ， 分类

中等收入国家与较富或较穷的 国家相 比会出现较慢汇总数据为世界银行的加权平均值 。 此处需要说明

的增长 ， 这完全是
一

个相对 比较概念 ； 后者 Ｗｏ ｏ 的的是这里是把不 同 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加 以分析

定义也是比较 ，但从赶超这个视角来观察
一

个经济的 。 原因如下 ： 第
一

，世界银行援引 的 Ｇａ ｒｒ ｅｔ 教授

体是否被
“

中等收人陷 阱
”

锁定 。 而大多数学者的定的报告就是把整体作为研究对象 ， 对其研究成果的

义则聚焦在 中等收人经济体本身 ，认 为当人均收人辨析 ，肯定要与其保持
一致 ；第二 ， 如若不 以整体来

达到 了中等收人水平后因各种体制 、机制原 因 ，会 出分析 ，而是从整体中选取一个或若干经济体来分析 ，

现经济放缓或停滞 ，
长期滞 留在 中等收人阶段 。 那就造成选择 的主观性很强 ，

所得结论也会有失偏颇 。

么
“

中等收人陷 阱
”

到底是一个相对 比较概念 、

一

个讨论 中等收人陷 阱 ，前提自 然是要有不同收人阶

赶超概念 ， 还是一个阶段概念 ？ 关于
“

中等 收人陷段的划分 。 世界银行 自 1 9 8 7 年以来按人均国 民收人

阱
”

的探讨真正聚焦的又是什么命题？高低把各国分为低收人 、 中低收人 、 中高收入和高收

＿

…姑备 办 沾“ 由绝 ，办 ＼ 於 ■“并 丁产六人 四类 。 世界银行对这四个阶段的分类 阔值
一直进

巾＿入＿行动态调整 （见表 Ｄ 。 以腿 年为例 ，按 当年美元

比较意义的
“

中等收人陷 阱
”

定义出 自 世界银行价格衡量 ，
1 0 3 5 美元 以下 为 低 收入 阶段 ，

1 0 3 6
？

《东亚复兴
——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 》报告综述部分 4 0 8 5 美元为 中低收入 阶段 ， 4 0 8 6

？

1 2 6 1 5 美元为 中

第 5 页 ， 中等收入陷 阱指 的是 ：

“

比起较 富或较穷 的高收人阶段 ， 之上则为高收人阶段 。

国家来说 ， 中等收入 国家的增长会相对较慢 ，这也说

表 1 划 分发展阶段的人均 国 民收入 门 槛标 准 单位 ： 当 年价格 美元 （按照 汇 率法衡量 ）

国 家分类 1 9 8 7 1 9 9 0 1 9 9 5 2 0 0 0 2 0 0 5 2 0 1 0 2 0 1 2

低收入＜ 4 8 0＜ 6 1 0＜ 7 6 5＜ 7 5 5＜ 8 7 5＜ 1 0 0 5＜ 1 0 3 5

中 低收人 4 8 1 

？

1 9 4 0 6 1 1 

？
2 4 6 57 6 6 

？

3 0 3 5 7 5 6 

？

2 9 9 5 8 了 6 

？

3
＜ 4 6 51 0 0 6 

？昶 7 5 1 0 3 6 

？ 4 0 8 5

中 高收人 1 9 4 1 

？
6 0 0 0 2 4 6 6 

？ 7 6 2 0 3 0 3 6 

？ 9 3 8 5 2 9 9 6 

？ 9 2 6 5 3 4 6 6 

？

1 0 7 2 5 3 9 7 6 

？

1 2 2 7 5 4 0 8 6 

？

1 2 6 1 5

髙收入＞ 6 0 0 0＞ 7 6 2 0＞ 9 3 8 5＞ 9 2 6 5＞ 1 0 7 2 5＞ 1 2 2 7 5＞ 1 2 6 1 5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 （ ｈ ｔｔｐ ： ／ ／ｓ ｉ ｔ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ｏ ｒｌｄｂａｎｋ ． ｏｒｇ／ＤＡＴＡＳＴＡＴ ＩＳＴＩＣＳ／Ｒｅｓｏｕ ｒｃｅｓ
／ＯＧＨＩＳＴ． ｘ

ｌ
ｓ ） 0

如前所述 ， 中等收人陷 阱假说成立 的基础是相慢些 。 但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库提供的 2 1 4 个国

对于低收人和高收入 国家 ， 中等收入 国家 的增长更家或地区 1 9 6 1 

—

2 0 1 1 年 ＧＤＰ 增长及低 、 中 、高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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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的汇总统计数据 ，在这半个世纪的跨度上 ，低收容易 了 。 用世界 银行 报告 的 话 来说 ， 这 是 因 为 实

人国家并未表现 出 比 中 等收入 国家更快的 增长 （见现经济起飞的 机制 与 向 高收人阶段跨 越 的机制 有

图 1 ） ， 中等收人国家也未表现 出 比高收人 国家更慢着根本 区别 。
从人们列为典 型 的 在 2 0 世纪 8 0 年

的增长 。 因此 ， 中等收人陷 阱 的假说并不能成立 。代陷 入 中等 收入 陷 阱 的拉 美 国 家来 看 ， 其 实都是

世界银行报告 的真 正意 图 和对很 多人 的 吸引处于世界银 行所划 分 的 中 高 收人 阶段 的 国 家 ，对

力 其实并不在 中等 收 人与 低 收人 阶段 的 比较 ， 而中 国等亚洲经济体 的 警示也是在 已 经跨越 了 中 低

在 中 低收人和 中高 收人与高 收人阶段 的差异 。 即收人进 人 中 高 收 人 阶段 才提 出 或 引 起 广 泛 关 注

一个 国家可能较易 实现从 中低收 人阶段 向 中高 收的 。 从这个意 义上说 ， 中 等 收人 陷 阱 说也 可理 解

人 阶段 的转 变 ， 但实 现 向 高收人 阶段 的 转 变就不为 中 高收人陷 阱说 。

ｇ

1 0

「

低收人 一—

中等收入 高收入§

ｉ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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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低 、 中 等和 高收入 经 济体增 长 率 对比图 2低 、 中低和 中 高收入经 济体 增 长 率对比

数据来 源 ：世 界银 行 （ ｈ ｔｔｐ ： ／ ／ｄ ａ ｔａ ，ｗｏｒ ｌｄ ｂａｎｋ ． ｏ ｒ
ｇ

． ｃｎ ／
ｉ ｎｄ ｉｃ ａ ｔ

ｏ ｒ／
ＮＹ ．ＧＤＰ． ＭＫＴＰ ． ＫＤ ．ＺＧ ） 。

注 ：世界银行指 标数据库提供 了 2 1 4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1 9 6 1 

—

 2 0 1 1 年 的 ＧＤＰ 增 长 率 以 及低 收入 （ ｌ
ｏｗｉｎ ｃｏｍｅ ） 、 中 等收入

（ｍ ｉｄ ｄ ｌｅ ｉｎ ｃｏｍｅ ） 、 中低 收入 （ ｌｏｗｅｒ ｍ ｉｄｄ ｌｅｉｎ ｃｏｍｅ ） 、 中 高收入 （ ｕｐ ｐ
ｅｒ ｍ ｉｄｄ ｌｅｉｎ ｃ ｏｍｅ

）
和 高 收入 （ ｈ ｉ

ｇ
ｈｉ ｎｃ ｏｍｅ ） 的分 类 汇 总 统计数

据 ，上 图据此做 出
。

但是 ，如果把 中等收人陷 阱 定义为相对于 中低不低于 中低收人或低收入 国 家 （见 图 2 ） ， 中等收人

收人在中高收人阶段的增 长会更慢 ，也有人提 出 新陷阱不存在 ， 因此 ， 比较意义上的 中 高收入陷 阱也并

的质疑 。 瑞士银行的经济学家安德森在 《 真存在 中不存在 。

等收人陷阱这 回事吗 》 （ 2 0 1 1 ）

—

文 中就作 了 这样的可见 ，若把不 同 收人分类 看作
一个整 体来考证

数据 比 对 。 他 选 择 了 1 0 个 人 均 收 入 在 8 0 0 0
？的话 ， 经验数据并不支持 比较意义上的 中 等收人 陷

1 0 0 0 0 美元之间 的 中 高收入 国家与 1 0 个 人均收人阱的假说 。 也许正因 如此 ， 后来采用 中等 收人 陷 阱

在 1 0 0 0
？

3 0 0 0 美元的 中低 收人 国家 ，发现中高收人说法的学者 ，

一般 已不再谈及这个 比较意义的定义 。

国家虽然在 1 9 9 0 

—

 2 0 0 0 年期 间确实遭遇 了经济增可 以说 ， 中等收人陷 阱 已经脱离其最初得 以确立 的

长的停滞或徘徊 ，但在 2 1 世纪前 1 0 年 中表现良好 ，基础 ， 而演变成后人各 自理解 的意思 。

醜账 日爾冲 ｆ■入醜钟練入醜Ｗ蕭
‘

巾雜入
增长率几乎一样 ，并不存在 中高收人陷阱 的证据 。


、

＿

由 于安德森选取的样本范 围 比较 小 ，不少人认＾ 胃 日―

为他质疑中等收人陷阱 的证据还不充分 。 用世界银鉴于用绝对收人来划分低 、 中 、高阶段及 中等收

行提供的数据 ， 如果对二战 以来所有低收人 、 中低收人陷 阱 的 主观性 及不 可避 免会产 生 的各 种 问 题 ，

人 、 中高收人 三个 阶段 国 家 的人均 ＧＤＰ 增长 做 比Ｗｏｏ （ 2 0 1 1 ） 以 高收人国家 的标杆美 国 为尺度 ，按一

较 ，就会发现中高收人 国家的 增长率在总体上也并国人均收人 占美 国人均收人 比重 的范 围来定义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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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高收人阶段的 范 围 。 也就是说 ，若
一

国人均收人五个经济体 （ 日本 、韩 国 、 中 国台湾 、 中 国香港 和新加

增长 比美国更快 ， 其 占 美国人均收人的 比重就会上坡 ）真正进人 了高收入阶段 （见 图 3 ）
。

升 ， 反之 ， 比重就会停滞甚至下降 。
Ｗｏｏ 将这 比率称当然不难看 出 ，这个相对 比重 的定义也 是有 明

为追 赶指 数 （ Ｃａ ｔｃｈｕｐ
Ｉｎｄｅｘ ，ＣＵＩ ） ， 同 时将 ＣＵ Ｉ＜显缺陷的 ， 如阿根廷从战后初期接近于高收人又跌

2 0 ％定义为低收人 国家 ，
2 0 ％＜ＣＵ Ｉ＜ 5 5 ％定 义 为回 到 中等收人的 中线 。 显然 ， 这 已完全不是什么 中

中等收人国 家 ， ＣＵ Ｉ〉 5 5 ％ 定义为 高收人国 家 。 由等收人陷 阱 ，而是高收入悬崖 ， 即从战后世界最富 国

于这个新标准把 中等收人 阶段的门 槛相对于世界银家俱乐部之列跌人了中等收入水平 。 这种描述 自 然

行的标准提高 了 7
？

9 倍 ， 高收入阶段也提高 了 约 2也是很不准 确和 略显夸 张 的 ， 因 为 战后 阿根廷实 际

倍 （见表 2 ） ， 因此用这个 ＣＵ Ｉ 比率 ， 战后几个主要拉上人均收人总体是在上升的 ， 最近几年还上升很快 ，

美国 家倒确实始终在 中等收人阶段 徘徊 ， 亚洲 的 中现 已 和几个拉 美 国家到达世 界银 行 的高 收入 门槛

低收人经济体则还在追赶的 初期阶段 ， 而只 有东亚边缘 。

表 2世界银行标准 与 ＣＵＩ 标 准 划 分发展 阶段 的人均 国 民收入 门 槛 对比 单位 ： 当 年价 格 美元 （按 照汇 率 法衡 量 ）

年份 1 9 8 7 1 9 9 0 1 9 9 5 2 0 0 0 2 0 0 5 2 0 1 0 2 0 1 1

世行标准＜ 4 8 0＜ 6 1 0＜ 7 6 5＜ 7 5 5＜ 8 7 5＜ 1 0 0 5＜ 1 0 2 5

低收入

ＣＵＩ
标准＜ 3 8 7 9＜ 4 6 0 8＜ 5 5 1 2＜ 7 0 1 6＜ 8 5 0 3＜ 9 3 2 2＜ 9 6 2 2

4 8 1 

？ 6 1 1 

？7 6 6 

？7 5 6 

？ 8 7 6 

？1 0 0 6 

？ 1 0 2 6
＊

̄

6 0 0 0 7 6 2 0 9 3 8 5 9 2 6 51 0 7 2 5 1 2 2 7 6 1 2 4 7 5

中 等收入

3 8 7 9 

？4 6 0 8 

？5 5 1 2
？ 7 0 1 6 

？ 8 5 0 3 

？9 3 2 2 

？ 9 6 2 2 

？

1 0 6 6 7 1 2 6 7 1 1 5 1 5 8 1 9 2 9 5 2 3 3 8 4 2 5 6 3 7 2 6 4 6 2

世行标准＞ 6 0 0 0＞ 7 6 2 0＞ 9 3 8 5＞ 9 2 6 5＞ 1 0 7 2 5＞ 1 2 2 7 6＞ 1 2 4 7 5

高收入

ＣＵＩ
标准＞ 1 0 6 6 7＞ 1 2 6 7 1＞ 1 5 1 5 8＞ 1 9 2 9 5＞ 2 3 3 8 4＞ 2 5 6 3 7＞ 2 6 4 6 2

ＣＵＩ
标准 ／中等收入 门槛 8 ．

1 7 ， 6



7

＾
2



9

＾＾
7

＾
3



9 ． 4

世行标准 （倍 ）高收入门槛 1 ． 8 1 ． 7 1 ． 6 2 ． 12 ． 2 2 ．  1 2 ． 1

数据 来 源 ： （ 1 ） 世界银 行 收入 分 类 标 准 （ ｈ ｔ ｔｐ ： ／ ／ｓ ｉｔｅ ｒ ｅｓｏｕ ｒｃｅｓ
．ｗｏｒ ｌ ｄｂ ａｎｋ． ｏｒｇ ／ＤＡＴＡＳＴＡＴ ＩＳＴＩＣＳ／Ｒ ｅ ｓｏｕ ｒｃｅｓ ／ＯＧＨ ＩＳＴ．

ｘ
ｌ
ｓ ）； （ 2 ）世界银行 美 国 人均ＧＤＰ （现价 美元 ）数 据 （ ｈ ｔ ｔ

ｐ ： ／ ／ｄ ａｔａ ． ｗｏ ｒｌｄｂ ａｎｋ． ｏｒ
ｇ

． ｃｎ／
ｉｎｄｉ ｃａ ｔ

ｏｒ／ＮＹ ．ＧＤＰ．ＰＣＡＰ ． ＣＤ） 。

注
：
追赶 指数的 中 等收入 和高 收入 门 槛数值分 别根椐 美 国人 均 ＧＤＰ （ 现价 美元 ） 的 2 0 ％ 以及 5 5 ％ 计 算 得 出 。

—英国＾一
一

意大利 一法国 ？…
？ ？…德国？ ？…

？

… 日 本韩国

——中国台湾 ——新加坡——中国
一

？一印度
一

》
—阿根廷…巴西

1 0 0
一

■
一委内瑞拉一

＊
一智利＋中非共和国一

？

一多哥

9 0

＼／

一

2 0 …
＇

、
一

Ｚｚ
－—

一
Ｚ
 1、


－
－
一＜ｚ

＇ｚ

1 0 
－

 4 ＃






Ｑ

Ｉ？？Ｉ？ ？？ ■ ？ ■■ ＇■ ■■■＇ ＇＇ ■■＿

Ｉ

＿

Ｉ
＿

Ｉ
＿

＇1＇ 1 ＇

＿ ＩＩＩ
＿＿

Ｉ


Ｉ

＿
ｔ—Ｊ＿ ■Ｉ ＩＩ  Ｉ Ｉ

＿■
ＩＩＩ ＩＩＩ ＩＩ Ｉ

图 3各 国 （地区）
人 均 ＧＤＰ 与 美 国人 均 ＧＤＰ 之比

数据 来 源 ；
Ｍａｄ ｄ ｉ ｓｏｎ Ｐ ｒｏ

ｊ

ｅｃ ｔＤ ａ ｔａｂａｓ ｅ ， ｈ ｔ ｔ
ｐ

： ／／ｗｗｗ ．

ｇｇ
ｄ ｃ ．ｎｅ ｔ／ｍａ ｄｄ ｉｓ ｏｎ／ｍａｄｄ ｉｓｏｎ

—

ｐ
ｒｏ

ｊ
ｅｃ ｔ

／ｈ
ｏｍ ｅ

． ｈ ｔｍ
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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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鉴于 中 等特别是高 等收人 门槛相对于世整合了胡鞍钢 （ 2 0 1 0 ） 的现象描述 ，具体为 ：

“

中等收

界银行的划 定都太 高 ， 在进 行 比较 的 1 3 2 个 国 家人陷 阱
”

作为
一

种概念和现象 ，最主要指进人中等收

中 ， 定义为 中 等收人 国 家 的 ，数量就大大 减少 。 在人阶段的经济体其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增长机

不 同收入 阶段的流动 中 ， 向下流动 的可能性还大于制锁定 ，使之经济增长 回落或停滞 ，人均 国民收入难

向 上流动 的可能性 。 这 是缘于相对 比重法 的 根本以突破 1 0 0 0 0 美元上限 ， 导致一直滞留在 中等收入

问题还是在于它 暗含假定发展 中 国 家与美 国 的人水平线上 ，并伴随着
一些其他特征 ， 如 民主乱象、贫

均收人不仅在某些 阶段上而且会始终
一致走 向趋富分化 、腐败多发 、过度城市化 、社会公共服务短缺 、

同 ， 应当说这是一个还没有被证 明 的 命题 。 因为 ， 就业 困 难 、 社会动荡 、信仰缺失 、金融体 系脆弱等 。

后进 国家固然有
一

定的后发优势 ，但最前沿的 国家应该说 ，还有不少学者提出不同的 定义 ，这些定义表

一

定也还有 自 己 的 领先优势 ，而各国 的人均资源禀达方式虽然 不 同 ，但 意思都与上述 定义 大 同小异 。

赋又相差甚大 。 后 发 国家只 要 能保持持续 的 经济如林毅夫 （ 2 0 1 2 ）指 出 ，

“

中等收入陷 阱
”

是指一个 国

增长 ，人 民福祉就在不断提高 ，未必 非要
一

定 能够家达到 中等收人水平以后 ，经济增长放缓 ，未能继续

在各个阶段上都不断缩小与世界最领先 国家之 间缩小和发达国家的收人差距 的现象 。 而刘伟 （ 2 0 1 1 ）

的相对 距离 。 实 际上 ， 从 战后 发 展 情况 看 （ 见 图则称 ，所谓
“

中等收人陷 阱
”

指 的是一个国家从低收

3 ） ， 即使是欧洲 主要老牌资本主义 国家与美国 之间人国家发展成为中等 收人 国家后 ，经 济增长率 出 现

的差距也未见明显缩小 ，许多低收人 国家与美国 的回落 ，无法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 姚洋 （ 2 0 1 1 ）则更明

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确地指 出 当 我们谈到 中等 收人陷 阱 的 时候 ，我们指

显然 ，从上述数据 看 ， 比重法计算 的 ＣＵ Ｉ 以美的是一个 国家进入中等收入之后长期停 留在中等收

国为标杆以及各发展阶段阈值的设定带有很大的随人水平或发生倒退 的状态 。

意性 ，并且由 此定义的 收人 阶段与世界银行的 定义从这些归纳中 ，我们可 以看出 ，大多数学者实际

差距很大 ， 因此这种对 中等 收人陷 阱 的定义 自 然难上巳把中等收人陷 阱与中等收人阶段相等同 。 中等

以得到广泛的认 同 。收人陷 阱的定义在讨论 中被转化 ，人们离开世行最

五 傳滞角度 的
＂

中窖收入陷 阱
＂巾 ＆入

、

定义陷 阱 。 只要
一

个 国家停 留在 中等收人 阶段 ，或
等同 中 巻收人阶段

者简单地说人均 国 民总收人 （ＧＮ Ｉ ）没有超越 1 0 0 0 0

由 以上讨论可见 ， 中等收人陷 阱 的定义从 比较美元的 阶段 ，那就是处于 中等收入陷 阱 。 而描述的

意义上并不存在 ， 从赶超意义上又有 明显缺陷 。 那诸如增长方式转型困难 、 民 主乱象 、贫富分化 、 腐败

么 ，多数 中 国学者眼 中 的 中等收人陷 阱究竟是什么多发等现象仅仅是这个 阶段 的伴生物 。 其实 ， 这些

呢 ？ 除 了上述刘世锦 （ 2 0 1 1 ）引 述世行报告关于
‘ ‘

停现象在低收人阶段可 以说一样存在甚至更加严重 ，

留在 中等收入水平
”

的说法外 ，郑秉文 （ 2 0 1 1 ）将
“

中而且不少问题在高收入阶段也照样存在 ， 只 是不同

等收入陷阱
”

提炼为 ：

一

些发展 中 国家走 出
“

低水平收入发展阶段上问题和重点都会有所差异罢了 。 由

均衡 陷 阱
”

之 后 ， 虽 然 经 济 发 展 超 过 了 人 均此可见 ，人们认定 中等收入 陷 阱 的真正依据并非是

ＧＤＰ 1 0 0 0 美元 的水平 ， 进人 中等收人行列 ， 但却很这些在其他阶段也存在 的 问题和 挑战 ， 而是 人均

少有 国家能够顺利进入高收入行列 ， 长期徘徊在 中ＧＮＩ 处在 中等 收人阶段这个硬指标 。 所 以 我们看

等收人区间 ，他们或是 陷入增长与 回落的循环之 中 ，到 ，学者们在讨论对策的时候 ，都聚焦在如何才能跨

或是较长期处于增长十分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 。 同越 中等收入阶段 ， 因 为跨越 了 中等收人 阶段也就 自

样 的意思 ，王一鸣 （ 2 0 1 1 ）总结为 ：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然跨越 了中等收入陷 阱 ，陷 阱不过是阶段的 同义语 。

收人向高收人迈进 的过程 中 ，既不能重复又难 以摆而所谓东亚模式的成功也就是 因东亚模式样板 的几

脱 以往 由低收入进人 中等收入 的发展模式 ， 很容易个经济体跨越 了 中 等 收人 阶 段进人 到 了 高 收 人

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 和徘徊 ，人均 国 民收人难 以突阶段 。

破 1 0 0 0 0 美元 。
田 国强 （ 2 0 1 3 ）在表述相似意思后还当然 ，如果 中等收入陷 阱就是 中等收入阶段 ，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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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是否叫 陷 阱也就没有什么 意义了 。 不过 ，我们从客观存在的 ，而且发展中国家存在力图跨越中等收入

上面的引 述还可以看到学者们关注这个问 题的另
一

阶段进人高收人阶段的强烈愿望更可 以理解 。 因此 ，

层含义 ，就是他们普遍 把
“

停 留
”
“

徘 徊
” “

滞 留
” “

回撇开定义不一和难 以独立成立的中等收人陷阱说 ，跨

落
”

在 中等收入阶段上作为刻 画 中等 收入陷阱 的
一 越中等收人阶段所需的时间倒是可以定量分析了 。

个主要标志 。 但滞留 多长算长 ，徘徊多久算陷 阱 ，学首先 ，无论是快慢起伏 ，还是稳步匀速前进 ，要

者们似乎均未讨论或给出标准 。 与国 内学者多停留能跨越中等收人阶段 ，

一

个 国家或经 济体至少要有

在字面的模糊含义不 同 ，部分西方学者
一

介人就注
一

个最低增长速度 。 如上所述 ，
世界银行对收入阶

重对停滞的定量研究 ，试图将 中等 收入 陷 阱 的定义段 区分的阈值每年会根据 日本 、英 国 、美国及欧洲国

清晰化 ，像前文所述 比 较有影 响 的艾肯格林等人家的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 。 根据 1 9 8 7 年与 2 0 1 2 年

（ 2 0 1 2
，

2 0 1 3 ） 的研究将 中等收人 国家连续 7 年或更阈值的对 比来看 ， 2 5 年 的时 间 阈值提高了 两倍多 ，

长时间人均 ＧＤＰ 增速超过 3
．
 5 ％ 后再连续 7 年时每年的复合增长达到 3 ％ 以上 。 那 么 ， 倘若

一

个发

间 内增速下 降至少 2 ％ 的 阶段称之为中 等 收入 陷展 中国家以美元计价下 的人均 ＧＮＩ 增长不能大于

阱 。 而艾 肯格林等人在 2 0 1 3 年 的 文章 中 修正 了 3 ％ ，这个 国 家将永远停在 中等 收人 阶段 。 换 句话

2 0 1 2 年论文 中 的部分结论 ，认为经济增长放缓并不讲 ，若要想进入高收入经济体 ，

一

个 国家 （地区 ）以美

是只存在于以 购买力平价计算 的 1 5 0 0 0 ？ 1 6 0 0 0 国元计价的人均 ＧＮ Ｉ 增长水 平应必须快于 阈值调整

际元附近一种分布模式 ， 还会出 现在收入为 1 0 0 0 0速度 。 而若要不在中 等收入阶段逗 留太长 的时 间 ，

？
1 1 0 0 0 国际元附近 。 当 然 ， 还有学者用更复杂的就要显著快于 3 ％ 。 那 么 ，要快到什 么 程度呢 ？ 看

方法来定义停滞进而研究 中等收入陷 阱问题 （Ａ ｉ

ｙａｒ来至少不能慢于拉美 国家 。 因为在中等收人陷阱讨

ｅｔ ａ ｌ
，

2 0 1 3 ） 。

一般来讲 ，定量化 的研究会使 问 题更论 中 ，拉美习惯地被认为是陷 入中 等收入陷 阱 的典

清晰 ，但是正如硬 币还有另一面 ，

一旦定量化 ， 中 等型 。 其主要 的依据是 ：第
一

，拉美绝大多数 国家 目前

收人陷 阱 定义 的缺 陷 也暴露无遗 。 诚 如艾肯格林依然身处中 等收入阶段之列 （ 2 0 1 3 年 ， 世界银行 的

（ 2 0 1 4 ） 自 己所说 ，停滞论是经济学 家的
“

罗夏测试
”

数据显示拉美 3 4 国 中仅有智利 、乌拉圭两个大国 以

（Ｒｏ ｒｓ ｃｈａｃｈｔｅｓｔ ，


—种 心理学 测试 ） ， 不 同人眼 中对及 巴哈马 、 巴 巴多斯 、 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 、安提瓜和

此存在着不同 的解读 。 但实际上 ，
这是 由 于他们都巴布达四个加勒 比地 区 岛 国进入高 收入阶段 ）

； 第

是在 中等收人阶段 内去定义停滞 问题 ， 将快速增长二
，进入中等收人阶段 的时间 比较早 ，拉美的几个大

的经济体在进人中等收人阶段发生停滞而未能进人国都在 2 0 世纪 6 0 

—

 7 0 年代相继被认为进人中等收

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称之为中 等收入 陷 阱 ， 故必然是人阶段 ；第三 ，滞留 中 等收人 阶段 时间较长 ，至今拉

各有各的定义 ， 给不 出 统一认知 。 这个争议颇多的美 国家在中等收人阶段平均滞留 时间 已 4 0 年以上 ，

讨论引发 了哈佛大学 的两位著名教授普利切特和萨其 中阿根廷 已超过 5 0 年 ，多数国 家在短期 内还无望

默斯 （ 2 0 1 4 ） 的加入 。 他们认为艾肯格林等人得出 的跨越这个阶段 。 正 因 如此 ，拉美 由 于中 等收人经济

中等收入陷阱是缘于他们 的研究局 限于中等收入国体 比重大 、 进入时间 早 、滞 留 时间长 ， 被作 为 中等收

家 ，而如果把视野扩展到不同收入阶段的 国家 ，数据入陷阱典型来分析 。

回归显示 ，他们定义的经济快速增长停滞其实在各然而 ，仅仅 以此就给拉美 国家扣上 中等收人 陷

收人阶段都存在。 如 日 本 1 9 9 0 年在快速增长后近阱 的帽子似乎也不尽公平 。 其一 ， 世界上过去 和现

2 0 年的经济停滞时 ，早 巳进人髙收人阶段 。 他们发在 的低收人 国家 ，在低收入阶段的 时间 是用千年来

现 ，从长期来看 ，经济从高增长
“

囬归均值
”

水平的运计算的 。 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用购买力平价的 国

动是唯一真正起作用 的法则 。 因此 ， 中 国在高增长际元统计各时代人均收人 ，发现工业革命前 ，人类在

后 向平均增长 回归 的 作用可说 1 0 倍于所谓中 等收几千年农业社会中
一直没摆脱低收人 （见表 3 ） 。 而

人陷阱的影响 ， 因而他们认为 中等收人陷 阱 的 概念现今进人中等收入阶段短短几十年就称为陷 阱难免

即使存在作用也很微弱 。言过其实 。 其二 ，如果从停留 在中 等收人阶段的 时

中等收入陷阱可能不存在 ，但中等收入阶段则是间这个指标来看 ，历史上处在 同等收入阶段的先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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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 国家（地区）并不一定 比拉美国家滞留在相应阶段的 时在全球化带来后发优势的背景下 ，人们对后发国 家 （地区）

间短 （见表 4 ） 。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二战之后 ，加速发展的期望 。

表 3公元 1 

—

 1 8 2 0 年世界平 均人均 ＧＤＰ 情况

年份 1 1 0 0 0 1 5 0 0 1 6 0 0 1 7 0 0 1 8 2 0

世界平均 （ 1 9 9 0 国 际元 〉邮 7 4 5 3 5 6 6 5 9 6 6 1 5 6 6 6

数据 来 源
：
Ｍａｄｄｉ ｓｏｎＰｒｏ

ｊ
ｅｃｔ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 ｔｔｐ ？

／／ｗｗｗ ．

ｇｇｄｃ ．
ｎｅｔ／

ｍａｄｄｉ ｓｏｎ／ｍａｄｄ ｉｓｏｎ
—

 ｐｒｏｊ
ｅｃｔ／ｈｏｍｅ

．
ｈｔｍ 0

表 4 早期 工业化 国 家 （地区）与 后发 国 家 （
地区）人均 ＧＤＰ 增 长所需 时 间

国家（地区＞人均 ＧＤＰ 2 5 0 0 （ 1 9 9 0 国 际元 ）起人均 ＧＤＰ 8 0 0 0 （ 1 9 9 0 国际元 ）止时间 （年）

英国 1 8 Ｓ 3 2 5 5 5 1 9 5 7 8 0 1 71 0 5

美 国 1 8 6 9 2 5 1 6 1 9 4 1 8 2 0 6 7 3

意大利 1 9 2 5 2 6 0 2 1 9 6 8 8 3 8 2 4 4

德 国 1 8 9 3 2 5 6 5 1 9 6 2 8 2 2 27 0

法国 1 8 9 3 2 5 3 5 1 9 6 2 8 0 6 77 0

日本 1 9 3 9 2 8 1 6 1 9 6 9 8 8 7 4 3 1

韩国 1 9 7 3 2 8 2 4 1 9 8 9 8 0 2 7 1 7

中国香港 1 9 5 4 2 5 4 6 1 9 7 7 8 7 0 7 2 4

中国台湾 1 9 7 0 2 5 3 7 1 9 8 7 8 5 9 81 8

新加坡 1 9 6 2 2 5 2 0 1 9 7 9 8 3 6 21 8

中国 1 9 9 4 2 5 1 5 2 0 1 0 8 0 3 2 1 7

数据 来 源 ：
Ｍａｄｄ ｉｓｏｎＰｒｏ

ｊ
ｅｃ ｔ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 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ｇｄｃ ．ｎｅｔ／

ｍａｄｄ ｉ
ｓｏｎ／

ｍａｄｄ ｉ
ｓｏｎ

—

ｐｒｏ
ｊ
ｅｃｔ ／ｈｏｍｅ

，ｈｔｍ
。

回到世行关于东亚 的报告 ， 中等收人陷 阱 概念与此 同时 ， 还有
一

些经 济体虽 未 取得 如上 经 济增

的提 出 是 基于 东亚 的奇 迹 。 因为 二战 以 来 ， 全球长成绩 ， 但 也 悄然 迈 入高 收人经 济体行 列 （见 图

1 8 0 个发展 中 国家或经济 体 ， 只 有 1 3 个在 2 5 年或 4 ） 。 而从世界银行 初 次定 义收入 阶段 的 1 9 8 7 

—

更长 的时期 内实现了平均 7 ％ 或者更高 的经济增长 2 0 1 3 年这短短 的 2 6 年 间 ， 就有 3 5 个经 济体迈人

速度 。 而其 中成功进人髙收人行列 的经济体除 了不高收入阶段 。 也 就是 说 ，
相对于世界 经济体在低

足 5 0 万人 口 的旅游岛 国马耳他 ， 只有东亚的 日 本和收人阶段 延续 几千 年 的缓 慢 发展 ， 中 等 收入阶段

亚洲 四小龙 （韩国 、 中 国香港 、新加坡 、 中 国 台 湾 ） （斯真不是什 么 任 何意 义的停滞 或 陷 阱 ，
而是 可 以

一

宾塞 ， 2 0 1 1 ） 。 与此 同时 ， 日 本与亚洲 四小龙实现跨跃而过的 瞬间 。

越的时间也为世人惊叹 ，仅用不到二十年 （见表 5 ） 。

六 、跨越 中 等收入阶段的定霣经济分析

表 5 东亚经济体人均 ＧＮＩ从 1 0 0 0 美元到 1 0 0 0 0 美元所需时间
如前文所述 ， 如果 以世界银行 的现价美元为依

Ｍｍ＿ （年 ） 据 ，对于－个后 发国 家或地 区 ， 要实 现从 中 等收人

曰 本 1 9 8 0 1 4阶段到高收入阶段这十倍多 的收人跨越 ，

一 国若能

＾＾＾——￣＾ 保持 以美 元计价 的人均 ＧＮＩ 增 长 速度 平均 大 于
新加坡1 9 7 1 1 9 8 9 1 8

中 国香港 1 9 7 1 1 9 8 8 1 7
．

 1 6 ％
，

2 0 年或者更短 的时 间就能大体实现从 中 等

中 国 台湾 1 9 7 6
￣

］

￣

 1 9 9 5 1 9 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跨越 ，这也就是我们常说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 库

；
中 国 台 湾 数据 来 自 于 台 湾沾《女 1 太 、介 ，， 4

，ｎ ？ ． 4＾ｒ－

Ｘ Ｔ Ｔ 4
，^

1^

＠＃＋ 1
。的

“

东亚奇迹
”

。 如果 以美兀计价的人均 ＧＮ Ｉ 增长

注 ：世界银行设定 收入阶段标准始于 Ｉ 9 8 7 年 ，研 究 者普速度降为 8 ％ ， 完 整跨越 中 等收人阶段 （ 从进人到
遍 用 1 0 0 0 美 元 、

1 0 0 0 0 美 元 替 代低收入 阶 段 、 中 等收入 阶命ｎｒ 、 ｍ丨
丨赞 面士 舰 Ｃ Ａ ＞

￡
ｘｒ，

ｗ 绝
—

4Ｘ ／Ａ ．ＡＡＩ 4^ 1

段 、 高收入阶段之 间 的 阈值 ；
人 均 ＧＤＰ 根据 率法 计算 （ 图

离开 ） 贝孺要大概 5 0 年 。 ｛尚若 Ｗ ｜ｌ 7 ｉ： Ｔ＋价 的人均

表集法 ，Ａｔｋ ｓ 法 〉 ，ＧＮＩ 增速进
一步降为 5 ％ ， 花费 的 时间要达 到百年

—

1 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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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 从 1 0 0 0

？

1 0 0 0 0 美元 （ 当年汇率 ）来看 ， 中 国需时间表达为如下的 动态规 划 问题 ， 并作一 般意义

2 0 0 1 年人均 ＧＮ Ｉ 越过 1 0 0 0 美元 ， 即使按照现在 的上 的定量描述 。

已经减慢 的 速 度 ， 其他 条件 不变 ， 中 国 在 2 0 1 7 或目 标函数 ：

2 0 1 8 年越过人均 ＧＮ Ｉ 1 0 0 0 0 美元已 是大概率事件 ，
—

Ｍ

其跨度 为 1 7 年左 右 ， 完全达 到 了 创造东 亚奇迹 的

经济体 的发展速度 。

— ＃

需要指 出 的 是 ， 以美元 计价 的 人均 ＧＮ Ｉ
（这是

—

世界银行划分收入阶段的标准 ） ， 与我们一般所说的ｙ
＝

ＸＪ ｄ ＋ ｘ ） ， ：＝ｌ ，

－

， ｎ

以本 币不变价格计算 的 人均 ＧＮ Ｉ 增速并不是一个
彳 1

ｎ

尺度 。 这 里还受到本币与 美元的 汇率变动和本 国名ｚ
＝

ＪＸ
（ ｌ＋ｚ ， ） ， ｆ

＝ 1
，

…

ｄ

义人均 ＧＮ Ｉ 从而通货膨胀率的影响 。

一般而言 ，本
‘

：

1

国 的通货膨胀率越高 ， 本币 兑美元 汇率贬值 的 可能
＝

］
Ｊ

（ ｌ ＋ ＺＯ ，
ｚ
＝ 1

，

…

， 〃

也越大 。 因此 ，能否跨越这个以 现价美元计价 的 中二
ｂｈ ＞ 0

等收人阶段 ， 是 由 真实 的本 币 人均 ＧＮ Ｉ 增长率 、 通＿ｒ
， ，ｙ 〗 ， ｚ。ｈ ，ｅ［

－

ｌ
，

1 0 ］ ， ｆ
＝ 1

，

…

，
《

货膨胀率以及本币美元汇率共同决定的 。 东亚经济ａ ， ｂ ， ｊｃ ， ｙ ，
ｚ

， ｈ ＞ Ｑ

体跨越中等收 入阶 段 的过程就生 动地说 明 了 这一模型 中 ，
ｘ

， ｙ ，
ｚ 为 上文 中提到 的影 响跨 越的 三

点 。 根据世 界银行的 世界 发展指标 的数据计算 ， 以个因 素 ： 真实 的本币 人均 ＧＮ Ｉ
、本 国 的通货 膨胀率

日 本为例 ，在 以美元计价的十倍收入跨越 中 ，真实 的
和本 币美元汇率 ；

ｘ
，

， ｙ ，

， Ｚ
，

则 分别代 表三 因 素每年

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贡献累计 2 ． 2 倍 ，通货膨胀率累计的增长率 ；
ａ ， ｂ 分 别 为 中 等收 人 阶段 上下 限 的 阈

（ＧＤＰ 平减指数 ） 贡献 3 ． 2 倍 ， 本币 兑美元 （官方汇
值 ； ｈ 为 累计阈值 的变化 ，

ｈ
，

为每年 阈值 的调整率 ；

率 ） 累计贡献 1 ． 5 倍 。 韩 国 的轨迹 与 日 本则 稍有不
1 ！ 为年数 ； ＼ ， 义 ，

2
， ，

1 1
， 取值区 间根据 1 9 6 0 年以来的

同 ，真实 的人均 ＧＤＰ 增长 率累计贡献 3 ．1 倍 ’ 通货
经验数据将其 简化表达为 ［

一

 1
，

1 0
］ 。 上文对 东亚

膨胀率 累计贡献 5
．
 1 倍 ， 本币 兑美兀 贬值 累计贡献 实践 的总结选取的 1 0 0 0

？
1 0 0 0 0 美元 的收入 阶段 ’

0 ． 6 倍 。 而新加坡 的结构 与 日 本相似 ， 中 国 香港则
是 由 于世界银行的 收入阶段划分在 1 9 8 7 年才首次

颁布 ，无法衡量这之前东亚经济体跨越 中 等收人阶

8 0段的真正时 间长度 ，而现在 1 0 0 0
？

1 0 0 0 0 美元 已不

能代表中 等收入阶段 的跨越 。 因为 ，世界银行颁布

7 0
‘

的 2 0 1 2 年高收人 国 家 的 门槛 已 经 是 1 2 6 1 5 美元 。

6 0 ？按照世界银行 自 1 9 8 7 

—

 2 0 1 2 年公布 的高 收入 门 槛

5 0 ．来看 ， 大 体 是年 增 高 3
％ ， 即 ｈ

！
＝

ｈ
2
＝
…
＝

ｈ
ｎ
＝

这样假定 中 国今后 的通货膨胀率 （ ＧＤｐ 平减
4 0

＇ ^

指数 ） 维持过去 1 0 年的复合增长率水平 （ ｙ ｉ
＝

ｙ2 

＝

3 0 ■


…
＝

ｙｎ

＝

 4 ． 4 8 ％ ） ， 人 民 币 与 美元 的 汇率 已 进 入合

2 0 Ｉ
‘

＾＾
‘

 ‘ 1 ‘ ‘

ｉ
＇

ｙ
‘ 1

Ｉ
‘‘理的均衡区 间 因而今后保 持不变 （ Ｚ

】

＝

ｚ
2 
＝
…
＝

Ｚｎ

、命 、中 次 、中 ＃ 專 ＾命 命 ＃ 命 令
、

＝

0 ） ， 如 果 以 不 变 价 格计 算 的 ＧＤＰ 能保 持 年 增

图 4 1 9 8 7 年后 历 年按世界银行体 系 的 高收入 国 家数 量 6 ％ ， ｇ ｐＸ ， 
＝

Ｘ
2
＝ … ＝

ｘ？

＝

6 ％ ，这 样 ， 人均 ＧＮ Ｉ 从

数据来 源 ：世界银行 （
ｈｔ ｔ

ｐ
： ／ ／ ｓ ｉ ｔｅ ｒｅｓ ｏｕｒ ｃｅ ｓ．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ｏ ｒｇ ／ 2 0 1 3 年的 6 5 6 0 美兀 ， 大体需要再过 1 0 年 的 时间 ，

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Ｒｅｓｏ ｕｒｃｅ ｓ／ ＣＸＪＨ ＩＳＴ．ｘｌ ｓ
）

。即 2 0 2 3 年前 后 中 国 人 均 ＧＮ Ｉ 可 以 越 过 那 时 约

1 7 0 0 0 多美元的高收人 门槛 。

从 以上 的 分析与东亚 的实践来看 ，本 文按世界山 ⑴ ｃ ｏ／ ｔｏ
由此可见 ，连 续 1 0 年年均 6 ％ 的 ＧＤＰ 增 长率

银行的收人 阶段计算 办法 ， 将跨越 中 等收人 阶段所走
一

女？货占丁 女
？她 ｍ丰

和与人民 币美兀汇率的稳定不变 ，是两个关键 因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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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阿根廷为例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在 2 0 0 1

—

 2 0 0 2济体均在跨越 中等 收人阶段 的过 程 中实 现 了可融

年之间 ，虽然只 出现了 4 ． 4 ％ 的 负增长 ，但高企的通入的 城市化 ，而且特别是避免 了发展 中 国 家普遍 出

胀 （ＧＤＰ 平减指数 3 0 ％ ） ，导致本币大幅贬值为上年现的 农村衰败和城市贫 民窟 的 问题 ，从而 实现了 国

的三分 之
一

，
现 价美元 的 人均 ＧＮ Ｉ 从 2 0 0 1 年 的民基本权利 的均等 化 。 城市化和市 民化为 国 民 经

8 5 2 0 美元直降为 2 0 0 2 年 的 4 9 8 0 美元 。 可见 ，成功济和人力资本 的不 断升级 奠定 了基 础 。 而我们 今

的跨越也需要合理的通 胀水平与稳定 的 币值体 系 。天正面临严重的城市二元结构 和二元体制 问题 ，几

另 一方面 ， 中 日两 国经济总量对 比 的变化也反映了亿农 民工及其家属居 无定所 、 游离在 城 乡 之间 ，构

这一点 。 同样来 自世界银行的数据 ，以现价美元计 ，成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的极 大隐患 。 其二 ， 东亚经

中 国 ＧＤＰ 总量 2 0 1 0 年超越 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跨越 中等收人阶段的全过程 中 ，通过 制度安

济体 ， 而 2 0 1 4 年中 国 ＧＤＰ 总量为 日本 的两倍 。 这排和政策调节始终将贫富差距控 制在
一

个相对很

里既有中国经济增长大大快于 日 本 的 因素 ， 也有在低的 水平上 ，从而名 副 其实地 实现 了 包容性 增长 。

人民币兑美元稳步升值的 同 时 ， 日 元兑美元大幅贬而我们则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 中 ， 出现 了 与拉美 国

值的因素 。
如果遇到像 目 前俄 罗斯这样 的情况 ，经家类 似的严重贫富差距 。 政府为 了招商引 资 、推动

济 因 内外因素包括国 际制裁而下行 ， 本币兑美元汇经济增长 ， 在土地 、 劳工 、财税和生态 环境方 面 ，实

率又巨幅下挫 ，这样 ，按世界银行的人均现价美元标行了众多有利于资本 的政策 ， 但由 于法律环境 和产

准划分的收人阶段 ， 等于
一

下子倒退 回去很多年而权保护的制度缺陷 ， 富裕 的有产者仍然心有余悸甚

需要重新开始 ，跨越 中等收人阶段的 时间就会长期至转移财产 ，这又反过来进
一步使政府不敢采取连

向后延迟 。西方 国家也普遍采用 的 收入和财政 税收 等调节工

综上所述 ， 中 等收 人 陷阱在 国 内 之所 以 展开具 ，这种投 鼠 忌器 的恶性循环显然相当危 险 。 其

如此多的讨论 ，学者们 真正想表达 的 愿景 ， 是让 中三 ，如韩国和我 国 台湾 ，在 中等收人 的前 中期 都是

国能实现或 复制 东亚 式 的 中 等收人 阶段 的跨越 。威权统治 ，但到 了 后期 ，在城市化 、市 民化的社会转

而迄今为止 ， 中 国大 陆以 1 3 亿人 口 的大 国 几乎完型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 下实现 了 政治体 制改革

全复制 了东亚 较小 经济体 的 速度 。 但能否 如东亚和经济增长的有效协调 ，而如何协调经济成长不可

奇迹一样 ，完成 中等收人 阶段 的 完整跨越 ，则 取决或缺 的经济活力 、创新氛围与社会政治体制之间 的

于我们今后 1 0 年 的经 济表现 。 比较起来看 ， 我们关系 ，显然是摆在我们面前 的实现 中等收入跨越的

的成功与东 亚经济 体有 许多 共 同 之处 ， 除 了 人均重大挑战 。

资源状况与文化背 景相 近 ， 主要 是 ： 其
一

， 都 实行ｔＡ

七 结论
对外开放 ，积 极 融入 国际经 济体 系 的 市场 经 济体

制 。 这种对外开放和市场 经济是追 赶跨越 的 必要中等 收人陷 阱 的概念 ，在世界银行 的 报告 中提

条件 。 其二 ， 我们与 日 本 、韩 国 、 中 国 台湾一 样 ，都出短短几年 ， 就引 起 了广泛 的关注 、研究和热议 ，在

在战后进行过较为彻底 的土地改革 。
土地 的分配中 国更是成 为官方和 民间 都一致采用 的标准话语 。

比较均等 ，为工业化起 飞奠定 了 很好 的基 础 ， 这在实际上 ， 中 等 收入陷 阱 的概 念虽然 相 当具有吸 引

发 展中 国家颇为难得 ， 也是东 亚奇 迹 的重要 原 因 。力 ，但其定义并不 准确且有很大缺 陷 ：各 种 比较意

其三 ，我们与东亚 经济体
一样 ， 都有

一个 有效率 的义上的 陷 阱其实并不成立 ；与阶段等 同 的 陷 阱缺乏

发 展主义的政府 ，社会秩序 、公共财政金 融环境较存在的价值 ； 与经历 了几千年 （从 工业革命 以后算

为稳定 ， 没有 出 现许 多发展 中 国家 的战乱不 断 、社起也是几百年 ） 的 低 收人 阶段 相 比 ， 把 只 有几十年

会 不稳或宏 观经济政策大 幅摇摆 、 恶性 通货膨胀时间 的 中等 收人阶段说成 陷阱并不恰当 。 抛开在

持续等现象 ， 从 而保证了 经济追赶不可 或缺 的社陷阱 的不 同定义和理解上的纷争 ，真正有 意义 的 问

会公共产品 的供给 。题是发展 中 国家如何跨越 中等 收人阶段 。 就经济

但是也要看到 ，与创造 了奇迹的 典型东 亚经济表现来说 ，要跨越 中等收入阶段必须有较快 的经济

体相 比 ，我们也有不 同 和不利 之处 。 其一 ， 东亚经增长速度 。 要 实现如东亚奇迹那样 2 0 年左右 的跨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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