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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以 劳 动 力 短 缺 和 工 资 持 续 提 高 为 特 征 的 “刘 易 斯 转 折 点”的 到

来，以及以人口抚养比不再降低为表现的 “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经济逐步进入

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向新古典增长阶段的转变时期。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资本报酬

递减现象开始出现，靠大规模的政府主导型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不再

具有可持续性。从经济增长理论、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等角度进行的研究发现，中

国亟须通过政策调整，形成国内版的 “雁阵”模型和 “创造性毁灭”的政策环境，

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并且从技术进步和体制改善中获得更高效率，以实现中国

经济增长向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模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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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 “刘易斯转折点”并且 “人口红利”面临消失的情况下，中国通过劳动

力在部门间的转移所获得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以及劳动力无限供给所赢得的稳定

的资本报酬效应，都将逐渐消失。按照理论预期，中国的必然出路是把经济增长转

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与技术进步有关的生产率基础上。然而，正如在其他

国家相应的发展阶段也曾出现过的，在政府介入经济活动程度比较深的情况下，面

对比较优势的变化，政府最容易做出的反应是，试图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冀望以

此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这种努力往往遭遇到资本报酬递减律的报复，并且导致其他

的政策失误。

本文讨论在 “人口红利”消失之后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途径。在分析中国

面临挑战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向新古典增长阶段转变的任务，即通

过政策调整，形成国内版的 “雁阵”模型和 “创造性毁灭”的政策环境，获得资源

重新配置效率，并且从技术进步和体制改善中获得更高效率，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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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模式的转变，避免 “中等收入陷阱”的命运。

一、资本报酬递减律

汉森和普雷斯科特通过把马尔萨斯增长与新古典增长统一在一个模型中，打破

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单一经济模型及其假设，同时承认在马尔萨斯式增长模型中，

土地要素起着重要作用，而新古典模型可以舍弃这个要素。① 但是，这种两个增长

模型在时间上继起以及空间上并存的分析，因没有包括青木昌彦所概括的处在中间

形态的发展阶段，② 忽略了 “人口红利”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中的特殊作用，从而

在解释中国这样典型二元经济发展模式时，仍显得捉襟见肘。关于这一点，经济学

家围绕东亚模式所展开的争论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世界银行于１９９３年在其东亚地区报告中首次提出 “东亚奇迹”的表述后，经济

学家围绕以亚洲 “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展开了争论。不同观点所依

据的经验证据，主要是对于东亚各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结果。例如，依据刘

遵义和扬等人的定量研究，克鲁格曼认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与苏联计

划经济时期的增长模式并无二致，主要依靠的是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的投入，而缺

乏生产率的进步。其具体表现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终究会遭遇报酬递减而

不可持续。③

并非所有的经验结果都支持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这种观点。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中期进行的相关研究，所得出的关于亚洲 “四小龙”以及东亚其他经济体全要素生

产率的 估 计 差 异 巨 大，甚 至 可 以 说 是 对 立 的。例 如，根 据 扬 的 估 计，④ 新 加 坡 在

１９７０—１９８５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０．１％；而马尔蒂的估计则是，该国

在１９７０—１９９０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１．４５％。⑤ 因此，依据这些经验研

究所得出的政策结论更是大相径庭，以致有的研究者对这种通过计算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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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此为依据评价东亚增长模式成败得失的研究方法，产生了怀疑，认为需要改变

对于现实经济增长解释的一些错误出发点。①

克鲁格曼关于东亚模式不可持续的预言，终究没有成为现实。相反，亚洲 “四

小龙”全部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并且成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典范。之

所以出现这种理论预测的失误，原因之一就是克鲁格曼等学者没有注意到 “人口红

利”的作用，而只是按照西方国家劳动力短缺、资本报酬递减等假设做出判断。其

实，由于这些经济体人口结构的快速转变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和抚养比降低，

产生了经济增长的 “人口红利”。这一方面可以 通 过 劳 动 力 在 部 门 间 的 转 移 获 得 资

源重新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可 以 在 获 得 较 大 的 技 术 进 步 贡 献 份 额 之 前，因 劳 动 力

无限供给而不会发生资本报 酬 递 减 的 现 象，从 而 使 高 速 经 济 增 长 得 以 在 较 长 时 间

内持续。

紧随着这个争论之后出现的关于 “人 口 红 利”对 东 亚 经 济 增 长 贡 献 的 研 究，②

提 供 了 更 有 说 服 力 的 解 释，恰 好 是 对 传 统 新 古 典 增 长 理 论 的 有 益 扩 展。此 外，

随 着 计 量 技 术 和 数 据 的 改 进，人 们 发 现，东 亚 国 家 和 地 区 既 有 高 投 资，也 不 乏

技 术 进 步，而 且，通 过 外 向 型 经 济 发 展，得 益 于 从 进 口 设 备 和 引 进 外 资 中 获 得

效 率 更 高 的 技 术 和 管 理，全 要 素 生 产 率 的 增 长 速 度 有 明 显 的 加 快 趋 势，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逐 渐 提 高。③

根据相同的逻辑，当 “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日益

普遍化。这时，不仅继续依靠资 本 和 劳 动 要 素 投 入 推 动 经 济 增 长 的 方 式 不 可 持 续，

而且一味用提高资本劳动比的办法改善劳动生产率，也会遇到资本报酬递减的困扰。

如果不能够把经济增长转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的轨道上，减速乃至停滞从而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或 “高收入陷阱”（如日本的情形）就不可避免。

对于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来说，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就是探索经济增长的可

持续源泉。在只看到马尔萨斯和索洛两种增长模式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模式从前者

向后者的转换，主要表现为在新古典增长情形下，土地要素的作用不再重要。而如

果在其中加入一个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则这个时期最富有特点的是 “人口红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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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点固然可以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但这种 “人

口红利”终究是有限的，随着人口增长转变阶段的到来而必然消失。归根结底，劳

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才是可持续经济增长经久不衰的源泉。

提高资本劳动比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之一。物质资本的投入快于劳动力

的投入，从而企业和产业的资本构成提高，通常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现实中，

这就表现为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企业购买更多的机器来替代劳动。但是，提高

资本劳动比率是有限度的，可能遇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困扰。这里所看到的资本

报酬递减现象，是指在劳动者素质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设备，由于人与机器的协调程

度降低等因素，生产过程的效率反而下降的情形。虽然新机器和设备也蕴含着新技

术，但是，这里起关键作用的仍然是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而不是技术进步。

近年来，推动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根据世界银行经

济学家的估算，① 全要素生产率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从１９７８—１９９４年间的

４６．９％，大幅度 降 低 到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间 的３１．８％，并 预 计 进 一 步 降 低 为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年间的２８．０％。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多地依靠投资增长所导致的资本

劳动比 的 升 高。在 上 述 三 个 时 期，资 本 劳 动 比 提 高 对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贡 献 率，从

４５．３％提高到６４．７％，并预计提高到６５．９％。单纯依靠物质资本的投资作为供给方

面的经济增长源泉，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全要素生产率系指，在各

种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这一劳动生产率提高源泉，

可以抵消资本报酬递减的不利影响，是长期可持续的，实为经济增长经久不衰的引

擎。作为残差的全要素生产率，由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微观生产效率两个部分构成。

事实上，改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秘籍，就是要懂得如何保持这两种效率的持续改

善，并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来说，迄今中国经济增长中表现出的全要

素生产率，主要构成部分是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所创造的资源重新配置效

率。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及上述转折的特点看，未来经济增长不仅要求开发新的全要

素生产率源泉，也需要并且有可能继续挖掘全要素生产率的传统潜力。

二、国内版 “雁阵”模型

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或者高度化而获得的。例如，劳

动力和其他要素从生产率低的产业向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就是部门间资源重新配

置的典型形式。除此之外，部门内部也可以形成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主要表现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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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最高的企业得以扩大，因而效率高的企业规模较大，成长也更加迅速。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间，资源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为显著。实际上，

人们通常所说的 “人口红利”，在 计 量 经 济 学 的 意 义 上，部 分 体 现 在 这 个 贡 献 份 额

中。因此，不言而喻的是，随着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继而 “人口 红 利”消 失，

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也将大幅度减慢，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贡献率会有所降低。

相应地，微观生产效率的相对贡献率需要得到提高，否则便难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

长。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一资源重新配置效率部分就没有继续推动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的作用潜力了。

从表面上看，与 “刘易斯转折点”和 “人口红利”消失相关的 “民工荒”现象

的出现，以及非熟练工人工资的迅速上涨，预示着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在中国

的终结。必然的结果似乎是：第一，遵循 “雁阵”模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

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第二，劳动力剩余程度降低，因而劳动力转

移速度减缓意味着，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源泉逐渐耗竭。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由于对

中国特殊性缺乏足够的理解，因此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成为现实。

预期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向其他国家转移的理论依据是所谓的 “雁阵”模型。

该模型的形成和完善经历过几个阶段，主要由于赤松、大来、弗农和小岛等人的贡

献，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关于产业在国家和地区之间转移的理论解释。① 这个

模型起初用来描述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经济体，如何 借 助 动 态 比 较 优 势 变 化，完 成

“进 口—进 口 替 代—出 口”的 完 整 赶 超 过 程，以 后 则 被 广 泛 用 来 解 释 和 理 解 东

亚 经 济 的 发 展 模 式，即 以 日 本 为 领 头 雁，按 照 比 较 优 势 的 动 态 变 化，劳 动 密

集 型 产 业 依 次 转 移 到 亚 洲 “四 小 龙”、东 盟 其 他 国 家 以 及 随 后 的 中 国 的 东 南 沿

海 地 区。

在该范式的扩展版本中，首先，这个模型继续保存了随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

比较优势的相对变化，产业在国家和地区之间转移的本意；其次，雁阵式的产业转

移是由与产品生命周期相关的特征决定的，从而隐含着与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相关

性；再次，解释范围被扩大到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即该投资活动也遵循相同的逻辑

在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最后，国家或地区之间在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以及历史遗

产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被认为是具有雁阵式的相互继起关系的关键。

从这一理论及其经验出发，在劳动力成本持续提高的情况下，中国劳动密集型

产业向其他国家转移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也的确已经发生。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

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国土面积，以及国内各区域间在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上的巨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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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我们可以预期，直到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达到相等，即商业化点

到来之前，① 农业劳动力都有向外转移的余地，因而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

率，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会更多地发生在中国

国内各地区之间，即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可见，至少在今后１０年到２０
年中，即便对于第一次 “人口红利”，也仍然有潜力可供挖掘。

撇开中国地区之间巨大的发展差异不说，仅人口转变的差异就可以为上述论断

提供有力论据。由于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中国地区之间在发展阶段

上的差异，也导致中西部地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处于相对滞后的阶段。例如，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 据 显 示，全 国 平 均 的 人 口 自 然 增 长 率 （出 生 率 减 死 亡 率）为

５．０５‰，东部地区平均为４．６８‰，中部地区平均为４．７３‰，西部地区为６．７８‰。

但是，由于人口流动的因素，三类地区在年龄结构上却无法显示这种人口转变

的差异。例如，２０１０年全部１．５３亿离开本乡镇６个月及以上的农民工中，中西部

地区占６８．２％，其 中 跨 省 流 动 的 农 民 工 比 例，中 部 地 区 为６９．１％，西 部 地 区 为

５６．９％，大部分流向东部地区。按照常住人口的定义，在城市居住６个月及以上的

外来人口，通常被统计为劳动力流入地的常住人口。由于９５．３％的外出农民工年龄

在５０岁以下，这种人口统计的机械方法提高了东部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应

降低了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因此，近年来的人口统计并不能显示出中西部地区在人

口抚养比方面的优势。

图１　三类地区的老年人口抚养比

　　　资 料 来 源：２０００年 第 五 次 人 口 普 查 数 据，国 家 统 计 局 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ｎｄｓｊ／

ｒｅｎｋｏｕｐｕｃｈａ／２０００ｐｕｃｈａ／ｐｕｃｈａ．ｈｔｍ．

然而，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统计，采取居住１年以上才算流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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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住人口的标准，该口径更接近于按照人口的户籍登记地原则。而且，当时农民

工的规模 也 较 小。我 们 用 该 普 查 数 据 分 地 区 考 察，就 可 以 发 现，老 年 人 口 抚 养 比

（即６５岁及以上人口与１５—６４岁人口之比），在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要低。该普

查显示，全国平均的老年人口抚养比为１０．１５％，东部地区为１０．９％，中部地区为

９．７６％，西部地区为９．５３％。在图１中，我们把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老年抚养

比分成三类地区展示，可以看到显著的地区差异。

农民工身在东部地区打工，而户籍仍落在中西部地区，这种状况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按照现行户籍制度安排，他们仍然不能期待长期稳定地在打工地区生活乃至

养老，通常在年龄偏大之后就会返乡务农。所以，中国目前的务农劳动力或者农业

剩余劳动力，主要是由４０岁以上农民构成的。其次，按照目前部分地区户籍制度改

革的模式，即使放松了移民在城市的落户条件，也仅限于本省农村户籍人口，大多

数中西部地区农民工通常不能从沿海地区的户籍制度改革中获益。可以预期，大批

流向东部地区的农民工，以及那些年龄偏大、难以克服跨省流动障碍，因而回到户

籍登记地的农村劳动力，是未来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的劳动力供给基础。

２０１０年中国人均ＧＤＰ达到了４３００美元，按照改革开放３０余年间的增长速度，

以及不变的人民币汇率等因素估算，预计到 “十二五”结束时，人均ＧＤＰ可以超过

６０００美元，而到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可以达到１２０００美元。① 按照相同的

收入组分类，在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并逐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同时，产业结构调

整也将进一步加快，进而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支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就

意味着，农业的劳动力比重需要继续降低。

与人均ＧＤＰ在６０００—１２０００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农业劳动力继续转

移的潜力是巨大的。汇总２００７年世界上一些处于这个阶段国家的资料，我们发现，

它们平均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为１４．８％，比中国低近１０个百分点。② 这意味着今后

１０年中，我们从现有的１．９２亿农业劳动力出发，每年需要减少约８００万人，即降

低１个百分点。这样的话，就能保持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持续提高，进而支撑中国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产业在区域上的配置不仅由要素成本因素决定，还与影响企业生产成本和交易

成本的聚集效应密切相关。利用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中国制造业规模以上 （即主营业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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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减缓，达到１２０００美元的时间也可能稍晚一些，但是，２０２０年

中国的人均ＧＤＰ必然会落在６０００—１２０００美元的区间内。
突破以往只对劳动力就业按照年度进行分类的局限，把农村劳动力在不同经济活动中的劳

动投入，以人月进行的划分发现，我国务农劳动力总数仅为１．９２亿，即官方统计把农业

劳动力总数高估了１亿多，高估比例为５４．５％。参见都阳、王美艳：《中国的就业总量与

就业结构：重新估计与讨论》，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ＮＯ．１２——— “十二

五”时期挑战：人口、就业和收入分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入在５００万元以上）企业的数据以及县财政税收数据所做的研究发现，产业聚集的

效应在２００４年以前主宰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区域配置，而且更多地集中在东部地

区。但自２００４年以来，该效应逐渐下降，企业的综合经营成本和要素成本的上升，

逐渐成为影响产业配置的重要因素，表现为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

地区转移的趋势。①

自２００４年中国经济经历 “刘易斯转折点”以来，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地

区向中西部地区 （主要是中部地区）的转移就开始了。例如，东部地区在全国劳动

密集型制造业中的产值比重，从２００４年的最高点８８．９％下降到２００８年的８４．７％，

每年下降超过１个百分点 （图２）。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我们只能看到 “刘易斯

转折点”之后短短４年的变化，而实际上可以预料的是，２００８年之后这种产业转移

不仅在继续，而且很可能已大大加快。

图２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东部地区的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全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计算。

三、“创造性毁灭”机制

全要素生产率在生产函数中表现为一个残差，其中分离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部分

所余下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中的微观生产效率。能够提高企业微观生产效率的

因素众多，如许多与体制、管理和技术创新相关的因素，总而言之，一切由创意和创

新带来的效率改进，通常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这个部分。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

如果仅仅把产业结构升级变化作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度量指标，则产业内部的资源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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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配置，即最富有效率的企业得以生存、发展，从而达到较大的规模，常常也可以包含

在微观生产效率中。这个效率源泉如此重要，对美国的研究表明，制造业内部表现为企

业进入、退出、扩张和萎缩的资源重新配置，对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高达３０％—５０％。①

对于早已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微观生产效率特别是其中技术进步带来的效

率改进，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形式。这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体制是相对稳定和成

熟的，甚至可以在理论上认为是给定的；同时，总体上说，这样的国家不再有与其

他国家相比的显著技术差距，因而没有后发优势可供利用。因此，对大多数发达国

家来说，由于稳态经济增长率较低，其经济增长是艰难且缓慢的，最终取决于技术

进步的速度。凡是不能做到依 靠 科 技 创 新、实 现 生 产 可 能 性 边 界 向 外 扩 展 的 国 家，

就不能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

日本是一个未能成功实现这一转型的经典例子。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人口红利”

消失的同时，日本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不再能够依靠缩小技术差距的后

发优势。但是，对于这种发展阶段的变化从而生产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日本经济

做出的反应是投入更多的物质资本 （即资本深化），与此同时，在全要素生产率上的

表现却不尽如人意。最终的结果则是，在日本经济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资本

深化的贡献率从１９８５—１９９１年间的５１％，大幅度提高到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间的９４％，

而同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则从３７％直落到－１５％ （图３）。②

图３　日本在不同时期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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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ｒ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９８，ｎｏ．１，２００８，ｐｐ．３９４－４２５；Ｌｕｃｉａ　Ｆｏｓｔｅｒ，Ｊｏｈｎ　Ｈａｌｔｉｗａ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Ｃ．Ｊ．Ｋｒｉｚａｎ，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ｉ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Ｈｕｌｔｅｎ，Ｅｄｗｉｎ
Ｒ．Ｄｅ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Ｈａｒｐｅｒ，ｅｄｓ．，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ｈｉｃａｇｏ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见图３的资料来源。



　　 　 资 料 来 源：Ａｓｉ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Ｐ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ａｔａｂｏｏｋ　２００８，Ｔｏｋｙｏ：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ｐ．２３．

日本经济学家林文夫和美国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的研究表明，造成日本经济在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徘徊不前的原因，并非由于资本市场未能帮助企业获得盈利性

投资所需的资金，而归根结底是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佳。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佳的

原因是，政府对低效率企业和衰落的产业进行补贴。这造成了低效率企业甚至 “僵

尸企业”的产出份额过高，而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投资相应减少。①

正如中国古代哲学所说的那样，“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如果没有

一个 “创造性毁灭”的环境，让缺乏效率的企业消亡，让有效率的企业生存和发展，

就无法使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微观生产效率在经济增长中起支配作用，在更接近

新古典增长的环境下，就无法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作者关于 “未富先老”特征给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带来的特殊挑战问题，已

经进行了诸多讨论。②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特征同时也将给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的转变赢得时间。那就是，中国在科技发展水平上与发达国家尚有巨大差距，资源配

置的市场体制和制度也不尽成熟，存在着各种扭曲。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

仍然握有后发优势，在体制改革、管理效率提高、新技术应用等诸多领域中，仍有大

量低垂的果子可供收获，以显著改善微观生产效率。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中国全要

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是，通过劳动力在部门和地区间转移，而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

率，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微观生产效率须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更重要来源。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主创新道路，必须把科技创

新 “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更加注重协同创

新”，“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

的技术创新体系”，“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突破重大技术瓶颈”，“强化基础研究、

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抢占科技发

展战略制高点”。③ 为此，营造和形成 “创造性毁灭”的政策环境显得格外迫切。

四、谨防政策扭曲

如果说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任何国家通过自身的持续经济增长，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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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８日），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１—２２页。



跨入高收入阶段的必由之路，那么这个任务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最富有挑战性的，

实践起来十分艰难。在一些国家，提高并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甚至成为 “不

可能的任务”。事实上，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任务变得越加紧迫时，往往也最容易

形成对其不利的政策倾向。由此便可以解答，为什么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提前减速，

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长期不能摆脱 “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以及日本在高收

入水平上陷入经济停滞等谜题。

对中国来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加富有挑战性。在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

后，以及 “人口红利”消失之际，无论在人们关于进一步发展的认识上，还是在应

对新挑战的政策倾向上，或者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都出现了潜在的不利于全要素

生产率提高的趋势。例如，一项相关研究通过估计生产函数，把改革开放时期中国

经济增长分解为资本、劳动、人力资本、抚养比 （“人口红利”）和全要素生产率５
种贡献率 （图４），从中可以看到，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有降低的趋势。我们可以

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微观生产效率这两个全要素生产率源泉，以及提高全要素生

产率所需政策环境的建设方面，观察这种潜在的危险。

图４　中国经济增长各种源泉的贡献率

　　　资料 来 源：Ｆａｎｇ　Ｃａｉ　ａｎｄ　Ｗｅｎ　Ｚｈａｏ，Ｗｈｅｎ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ｓ：Ｇｒｏｗｔｈ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ｉｎ　Ｍａｓａｈｉｋｏ　Ａｏｋｉ　ａｎｄ　Ｊｉｎｇｌｉａｎ　Ｗｕ，ｅｄｓ．，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　Ｎｅｗ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旨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政府努力是必要的，推动落后地区赶超的产业政策也

需要适度的超前。但是，这种区域发展战略终究不能背离地区的比较优势。我们用

图５来说明这个原理。如图所示，符合区域比较优势的产业布局，在理论上应该如

ＹＸ这条直线所表示，即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通常具有劳动力相对丰富的资源优势，

因此其产业通常也应该是更加劳动密集型的，或者说资本密集程度比较低。与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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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发达地区劳动力成本较高而资本相对充裕，产业结构应该具有较大的资本密集

度和技术密集度。例如，就劳动力丰富程度为ｙ′的地区来说，与其资源禀赋相对应

的产业应该是ｘ′。

图５　地区比较优势与产业选择

在实施区域发展战略中，一方面，产业政策应该预见到比较优势 的 动 态 变 化，

因而在产业选择上可以适度超前；另一方面，着眼于改善落后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

也不可避免地在资本密集程度上要高一些。因此，资源禀赋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显示

出如曲线ＹＤＸ的 形 状 也 是 恰 当 的。例 如，在 劳 动 力 丰 裕 程 度 仍 然 为ｙ′的 情 形 下，

与之匹配的产业可选择为ｘ″。但是，把握这个适度超前的分寸有很大的难度，一旦

超过必要的和合理的幅度，例如产业配置到了曲线ＹＦＸ的位置，则意味着对地区

比较优势的背离。这在图中显示的与同一地区ｙ′相对应的产业资本密集度便为ｘ，

对该地区而言，所配置的产业类型与其资源禀赋相比，资本密集程度无疑就过高了。

那样的话，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则无从获得。

以人均收入衡量的发展差距，本身隐含着一个资源禀赋结构上的差异，即发达

地区具有相对丰富的资本要素，从而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而相对不

发达地区，则具有劳动力丰富和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的资源

禀赋结构差异，无疑可以成为中西部地区经济赶超的机遇。然而，“刘易斯转折点”

到来后在中国出现的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赶超趋势，因其与普遍认为的中西部地区

的比较优势不相符，存在着不可持续性。

衡量中西部地区制造业资本密集程度的具体指标，就是资本劳动比。这一比率

在２０００年以后 呈 迅 速 上 升 的 趋 势，速 度 大 大 快 于 沿 海 地 区，而 且 经 过２００３年 和

２００４年的快速攀升，资本密集化的绝对水平已经高于沿海地区。例如，２００７年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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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资本劳动比，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比东部地区高２０．１％和２５．９％。① 也就

是说，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变得更加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化程度更高了。由于中西

部地区的新投资采用了比较先进的技术和工艺，在一定时期和一定限度内，有利于

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高速度也快于工资水平的上升，因此，在一

定时期内还有利于降低单位劳动力成本。② 但是，随着 “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本

密集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则会遇到报酬递减现象。

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继续，不利于 “创造性毁灭”机制的形成，妨碍全要

素生产率的提高。目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政府投资比重过高，相应

地，中小企业遇到进入障碍以及其他发展条件如融资方面的歧视对待。２０１０年，在全

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单位占比为４２．３％；在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总值比重为４１．８％，它们的总产值比重为２６．６％，

利润比重为２７．８％，主营业务税收及附加比重为７１．７％，就业比重为１９．２％。③

除了自身的规模经济因素外，一些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往往倚仗行政保护获得，

虽然企业效率低下却因行政保护而盈利。这会妨碍企业效率的提高，从而影响整体经

济的健康程度。政府如果出于对产值、税收、就业稳定性从而社会稳定的考虑，不情愿

做出让低效率的大型国有企业退出经营的决策，结果必然产生对新技术应用的阻碍。

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上，可持续性的要求使加快技术进步、尽快把企业发展

和经济增长转到技术进步等效率驱动轨道具有紧迫性。无论在中国的整个经济层面

还是在企业层面，新技术并不是制约因素，至关重要的是采用新技术的激励机制和

技术选择的适宜性。有经济学家认为，世界已有的经验、创意、科学 知 识 等 存 量，

是每个国 家、每 个 企 业 都 可 以 获 得 的，因 此，这 不 是 造 成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差 异 的 原

因。④ 而企业若长期处于行政保护的情况下，则会出现技术应用的激励不足以及技

术选择不当等问题。这两个问题又是互相关联的，因为缺乏技术应用的激励，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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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缺乏合理选择适宜技术的激励。

我们用图６来说明。在各种技术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技术的应用 主 要 是 寻 找、

购买、借鉴、适应性创新的问题。然而，企业是否使用新技术，以及在何种程度上

使用这些新技术，取决于使用新技术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比较。也就是说，企

业是按照使用新技术的总收益最大的原则做出决策的。如图６所示，ＭＲ表示的边

际收益具有递减的性质，而 ＭＣ表示的边际成本具有递增的性质，均衡的技术选择

通常表现在两条曲线的交点上，即在图中的ｅ点上，企业会做出ｔ的技术选择。

图６　垄断如何妨碍适用技术的应用

在依靠易获得廉价的资金、土地和自然资源，以及限制竞争而经 营 的 情 况 下，

那些受行政保护的国有企业倾向于不使用更加有效率的新技术，或者扭曲新技术采

用的决策原则，选择不适宜的技术应用，形成低效率的企业技术构成。这意味着图

６中边际成本曲线向左上方的移动，或者边际收益曲线向左下方的移动，或者两者

同时发生，使新技术的使用不能达到最佳的 水 平。即 技 术 选 择 不 是 在ｔ的 水 平 上，

而是在ｔ′甚或ｔ″的水平上。

其结果必然是，在剔除因行政保护而盈利的因素后，那些长期受保护的国有经

济的低效率会显著地显现。例如，国外一项对中国企业的比较研究表明，私人企业

的平均资本回 报 率 比 全 资 国 有 企 业 高 出５０％以 上。① 国 外 的 另 一 项 研 究 显 示，在

１９７８—２００７年间，使用官 方 数 据 计 算 的 国 有 部 门 全 要 素 生 产 率，年 平 均 增 长 率 为

１．３６％，非国有部门则为４．７４％，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２８．７％。②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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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行政保护的国有企业的存在，会同时妨碍通过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形成优胜劣

汰机制，因而难以具有产业内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在这一 情 况 下，整 体 经 济 的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表 现 必 然 欠 佳。例 如，一 项 计 量 经 济 学 研 究 发 现，由 于 存 在 资 源

重 新 配 置 障 碍，导 致 中 国 工 业 企 业 资 源 配 置 不 当，部 门 内 企 业 间 的 资 本 和 劳 动

的 边 际 生 产 力 差 异 巨 大。该 模 拟 研 究 表 明，如 果 中 国 工 业 企 业 之 间 的 要 素 边 际

生 产 力 差 异 缩 小 到 美 国 的 水 平，则 中 国 工 业 的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可 以 提 高３０％到

５０％之 多。①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② 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

影响力；同时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

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③

五、结　　语

自从索洛奠定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石，全要素生产率对于打破资本报酬递减，

从而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广为接受，并且得到越来越多经验研究的支

持。例如，经济学家所做的此类研究已分别证明，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解释国家之间

在人均收入水平上的差别、苏联等计划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 “失去的１０年”，以

及许多高速增长国家减速的原因。④ 毋庸置疑，全要素生产率也必然是一个重要的

因素，可以用来 解 释 为 什 么 一 些 国 家 陷 入 了 “中 等 收 入 陷 阱”，一 些 国 家 面 临 着

“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而另一些国家可以避免或者摆脱了 “中等收入陷阱”的

困扰。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在为中国制订和实施 “十二五”规划提供建议时，不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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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上 的 报 告》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８日），第２０、

２１页。
这类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包括：斯蒂芬·Ｌ．帕伦特、爱德华·Ｃ．普雷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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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针对性地提出，中央政府应该改变用ＧＤＰ考核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之政

绩的做法，代之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进行相应的考核和评价，特别是建议把整个

经济分解为若干部分，进行全要素生产率的统计和核算。① 从理论上说，既然中国

的地方政府不仅有着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强烈动机，而且在执行中央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目标要求时，有强大的力度和良好的效果，因此，这个建议就激励和引导地方

政府转向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来说，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

从历史上看，新加坡的经验也证明，政府是否认识到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性以

及改善途径，对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并非无足轻重。在经历了扬和克鲁格曼等人对

新加坡增长奇迹的质疑和批评，以及经济学家关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和全要素生产

率表现的大争论之后，新加坡政府尽管并不认可经济学家对其增长模式的批评，但

采取了 “宁可信其有”的正确态度，特别是更加认识到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可持

续增长的重要性，因此设下了全要素生产率每年提高２％的目标。② 或许也正是因

为如此，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最终没有让那些经济学家的预言成为现实。

无论就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来说，还是就工业部门内部和

企业内部的微观生产效率来说，中国仍然有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巨大空间。不过，

显著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确需要一系列人力资本条件和制度环境。显然，这些因素

以及相应的改革，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

〔责任编辑：梁　华　责任编审：许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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