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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
路径选择

我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人均GDP不断攀升。1978年我

国人均 GDP 仅为 155 美元，2001 年突破

1 0 0 0 美元下中等收入国家下限，又于

2010 年超过 4000 美元，迈入上中等收入

国家行列。我国已经成为了典型的中等收

入国家。1国际经验表明：一些发展中国家

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至5000美元之

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

变，原有提高收入的因素不可持续，导致

发展没有新动力、经济失去活力、贫富鸿

沟加深，最终出现经济社会停滞，陷入所

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研究发现，从 1960 年到

2 0 1 0 年，大 部 分 国 家 国 民 人 均 收 入

（GNI）增长迟缓，约有 3/4的国家和地区

依然位于中等收入水平，甚至回到低收入

国家行列（如图 1 所示）。2 自从我国进入

中等收入阶段，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和亚

洲开发银行总裁黑田东彦均在不同场合提

醒要警惕“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

本文拟重点就我国当前面临的“中等收入

陷阱”潜在风险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内容摘要：我国人均 GDP 已经达到“上
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步入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但当前传统经济增长动力难
以持续，创新驱动的机制与环境尚未
形成，消费成为经济发展最大“短板”。

“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没有新动力、
经济失去活力、贫富鸿沟加深，最终出
现经济社会停滞的一种状态，规避“中
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实现“要素驱
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推动产业
升级，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
糕”。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阶
层   产业升级

的路径选择进行研究。

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
潜在风险

长期以来，我国宏观政策始终坚持以

保增长为目标导向，为实现从低收入国家

向中等收入国家的“华丽转身”做出了重

要贡献。但同时，过度依赖投资驱动的模

式也悄然间埋下了经济结构失衡的重大

“隐患”。再加上当前国外经济环境变化和

国内资源要素约束不断强化的影响，我国

经济发展正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

潜在风险。

（一）在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

中，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短板”
在长期的发展中，政府逐渐形成了通

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推动来促进经济高速增

长的惯性思维，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

资和出口，消费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最大“短

板”。3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始终保持高速增长，

“十一五”时期达到 25.5%，4 按不变价格

测算，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上超过

消费，特别是2002年以来，

投资贡献率一直高于消费贡

献率，并在2009年达到最大

值，为54.5 个百分点。由于

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居民

生活不能随着经济快速增长

而同步提高，导致国内市场

规模受限，制约了内需的扩

大。与之同时，“资金来自国

外、产品销往国外”的出口

导向型发展模式也使得我国

对外依存度持续攀高。据测

算，上世纪90年代，我国对

外贸易依存度徘徊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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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左右，2007 年达到 66.2%，2008 年

和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下降，分

别为 59.2% 和 44.8%。5 投资、消费、出口

三驾“马车”出现结构性失衡，造成了经

济增长内生动力的缺失，影响经济发展的

质量特别是城乡居民消费水平。

（二）“做大蛋糕”的原有动力难以为

继，“分好蛋糕”的理想与现实落差较大
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和收入差距不断拉

大的“高度不平等”状态为我们敲响了警

钟。在做大蛋糕方面，影响我国经济发展

的国内外因素正发生重大变化。从国际因

素上看，欧美国家经济低迷，越南、印度

等新兴国家“低价抢单”，国际市场面临萎

缩的潜在风险，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

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在国内，随着“刘易

斯拐点”逐步逼近，我国正逐渐丧失“人

口红利”带来的比较优势。大批中小企业

出现“招工难”、“用工贵”、“留工难”困

难，而且人工成本大大攀升。再加上生产

原料和资源环境代价不断攀升，企业税负

压力持续增大难以逃避，两头挤压，企业

利润微薄。同时，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投入

严重不足。大量企业难以依托自主创新实

现转型升级，长期处于“微笑曲线”底端。

总的来说，我国刚刚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

门槛，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已经丧失，传

统经济增长动力难以持续，而创新驱动的

机制与环境尚未形成，旧的已去，新的没

来，正面临比较优势“真空”。

在分好蛋糕方面，我国收入分配格局

存在劳动报酬比重过低并呈现不断下降的

趋势。世界银行报告称，我国职工劳动报

酬占 GDP 的比重在 1983-2007 年间从

56.3%逐年下降到 35.1%，而大部分经合

组织（OECD）国家都在60%以上。同时，

我国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城乡之间、行业

图 1    众多国家难逃“中等收入陷阱”

注：实线分别代表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临界值。根据 2011 年 7 月世界银
行不同收入国家最新分类标准和特别提款权平减指数（SDR deflator）分别得到
2010 年和 1960 年不同收入国家分类临界值。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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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阶层之间和地区之间差距悬殊。国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城乡之间收入差

距达 3.3 倍，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行业的

收入差距扩大到15倍，全国收入最高10%

人群和最低 10% 人群的收入差距达到 23

倍之多，人均GDP最高的地区与最低地区

的收入差距达 13倍。另有研究测算，我国

基尼系数逼近 0.5，且呈现不断扩大的趋

势，广大低收入劳动者未能充分共享经济

社会发展成果。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
径选择

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经

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扩大有效需求。对此，

既要壮大中等收入阶层消费群体，改变消

费“短板”，也需推动产业升级与收入分配

改革，使得经济进入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

（一）积极扩大居民消费，壮大中等收

入阶层，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
1.推进新型城镇化，变农民为市民，扩

大居民消费。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大

的潜在内需与持久的增长动力。我国城镇

化水平现已超过50%，但与同类国家60%

的水平相比还差10个百分点。世界银行报

告预测，未来2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将接

近70%，城镇化会成为提升我国国际竞争

力的重要引擎。6城镇化不仅是引发消费需

求、带动投资增长、推动经济服务化的重

要途径，而且是培育创业者和新型农民、实

现安居乐业市民梦的重要手段。为此，我

们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激活“潜

在需求”，使其变为“有效需求”。具体而

言：要在发展城市集群的同时，依托县城

和县域中心镇，发展一批中小城市，实现

内涵型发展。要稳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

程，实现进城农民工与市民的平权，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

户条件，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

变为城镇居民。7要广泛吸取拉美一些国家

过度城镇化的教训，防止城镇化脱离实体

经济；同时也要把城镇化建立在坚实的产

业基础上，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城镇化落后

于工业化的局面。

2.优化创业致富的环境，扶持中小企

业发展，让更多劳动者变成创业致富者。

创业活动有利于扩大就业容量，提高居民

收入水平。有测算表明，我国每千人不到

10个中小企业，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每千人拥有的中小企业数量分别平均为50

个、20-30 个。推进创业，要鼓励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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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劳动者和毕业大学生自主创业，降低

创业门槛和创业成本，给予初创企业财税

和金融支持，优化小型微型企业生存环

境。要鼓励农民工就地创业或回乡创业，

带动就业致富，提高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

水平。8 同时，要构建创业服务网络系统，

优化创业服务体系，培育中介服务机构，

提供有针对性的、有效率的创业服务。

3.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化，培

植具有高消费能力的“白领阶层”。有统计

显示，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的世界平均水

平为 72%，而我国目前仅为40%左右。发

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可以让更多

蓝领变成白领，培育大量中等收入阶层。要

实施积极的产业扶持政策，以政策指导、财

税优惠、融资支持、政府采购等措施，发

展软件服务、现代物流、工业设计等生产

性服务业。同时，要运用现代经营方式、管

理理念和技术加强对餐饮等传统消费型服

务业的改造、提升，通过基础设施和技术

标准的完善、行业协会的建设与监管、人

员培训和人才培养等措施，促进休闲娱乐、

文化创意等现代消费型服务业发展。

（二）巩固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推动
产业升级，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在“做大

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
1.巩固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营造实

业致富的市场环境，采取有效措施缓解中

小企业生存困境，防范产业“空心化”的

潜在风险。当前要重视民间资本的投资渠

道的拓展，特别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和引

导民间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宽实

体型企业的发展空间。要努力减少投机暴

利，限制投机暴富，挤压“炒”经济的空

间，营造让勤劳做实业能富，创新做实业

大富的市场环境。要以减税为重心实施积

极的财政政策，防止多种因素叠加过快推

高成本致使大量企业“硬着陆”。要推进国

有经济布局的战略调整，创新民资进入的

方式，并立法赋予民间金融合法地位，营

造各投资主体间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

参与市场竞争的环境。

2.鼓励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提高

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附加值。技术创新

是企业获取核心竞争力的源泉。国际经验

表明，研究开发资金占销售额 1% 的企业

难以生存，占2% 仅能维持，占5%才有较

强的竞争能力。9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

显示，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仅 11.6%

开展科技活动，研究开发经费的投入强度

仅为 0.61%。鼓励创新，政府要发挥财税

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引导作用，加强企

业自主研发能力的培养，建立以企业为主

体的创新体系。构建支持自主创新的多层

次资本市场和融资体系，实现技术创新和

金融创新“两轮”驱动。要搭建中小企业

创新信息服务平台，服务企业技术研究、

开发、交易，引导生产要素向创新领域集

中。要培育“宽容失败、鼓励创新”的创

新文化，营造实业致富、创新能大富的市

场环境。

3.调整分配结构，提高劳动者报酬在

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确立均衡共享模式。居

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直接影响居民最终消

费支出，有利于扩大市场需求，促进经济

发展与社会进步。“十二五”规划强调，收

入分配改革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

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

比重”。为此，当前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

革进程，改变财政收入增速快于企业利润

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速的现状，建立居民收

入跟经济增长挂钩、劳动所得与企业效益

挂钩、工资与物价水平挂钩的机制。要加

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引入多元公共服务

投资体系，提高公共服务产品的社会供给

能力，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