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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新解
———来自后发优势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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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过去的五十年是个创造经济奇迹的时代。特别是在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 ,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创

造了又一个经济奇迹。作为后发国家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

主要动力来自后发优势的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就是后进国家相对

于先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客观有利条件 ,后发优势具有相

对性、客观性、潜在性和递减性的特征。按要素划分 ,后发优势有

五种类型 :资本、技术、劳动、制度和结构后发优势。改革开放使五

种后发优势的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 ,推动中

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一种追赶型增长 ,

由于后发优势具有递减性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相对放

缓。但后发优势仍然存在 ,因此 ,中国经济还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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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

过去的半个世纪以来 ,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了一

个又一个“奇迹”。20 世纪 60 年代 ,日本经济的高速

增长 ,创造了日本奇迹 ;70 年代 ,巴西经济的持续十

多年的高速增长 ,创造了所谓的“巴西奇迹”;到 80

年代 ,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又创造了一个奇迹 ,被称

为是“东亚奇迹”;进入 90 年代 ,一直到现在 ,中国经

济持续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 ,在世界经济史上创造

了另一个辉煌 ,有人称为是“中国奇迹”。我们首先

来看看一些数据。按照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 ,笔者

挑选了 1978 —2006 年的二十八年间经济增长最快

的十个国家和地区作一比较(如表 1 所示) 。

表 1 　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十个经济体(1978 —2006)

国家或地区
1978 —2006

年间 GDP年均
增长率( %)

2007 年资本
形成占 GDP的

比重( %)

中国 9. 8 44
博茨瓦纳 8. 25
不丹(1981 —2006) 7. 6
中国澳门
(1983 —2006) 7. 2

新加坡 7. 14 23
越南(1985 —2005) 6. 8 35
韩国 6. 61 29
马来西亚 6. 34 23
泰国 6. 08 30
伯利兹 6. 0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相关年度。

　　从表 1 看到 ,在世界十个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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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增长最快的国家 ,在 1978 —2006 年间 ,年均增

长率高达 9. 873 %;增长第二快的国家是博茨瓦纳 ,

年均增长率为 8. 2504 %;第三快的是不丹 ,年均增长

率为 7. 6 %;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率都在 6 %—

7 %之间。由此可见 ,中国在过去二十八年中增长最

快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而且比其他几个增长快的

国家和地区要快 2 —3 个百分点。至于与这个时期

的世界平均增长率 3 %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国家(所谓富国俱乐部)平均增长率 2. 74 %

相比 ,更是快三倍之多。除了博茨瓦纳、加蓬、阿曼

等一些靠自然资源出口发展的几个小国在 70 —80

年代增长率高达 10 %以上之外 ,在人口超过 1000 万

的大国中 ,没有一个国家在历史上如此长时间地达

到这么高的年均增长率。因此 ,可以说 ,中国在过去

三十年中的确创造了经济奇迹。如果考虑到中国是

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 ,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 ,

这个奇迹与以前出现的经济奇迹相比 ,简直就成了

一个“神话”。

由于保持了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增长 ,中国综合

经济实力在世界上大幅度提升。到 2007 年 ,从经济

总量上看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仅次于美

国、日本和德国 ;不过 ,将会很快超过德国 ,进入世界

三强。中国从一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人均收入不到

300 美元的低收入国家 ,大步跨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

列 ,到 2007 年 ,人均收入 ( GNI)达到 2360 美元 ,如果

按 PPP 方法估算 ,人均收入达到 5370 美元。与发达

国家的差距在显著缩小 ,1980 年 ,中国的人均 GDP

(290 美元) 是美国 (11360 美元) 的 2. 55 %;到 2007

年 ,前者人均国民总收入 ( GNI)为后者 (46040 美元)

的 5. 12 %。这就是说 ,过去二十七年中 ,中国与美国

的差距缩小了一半。在过去三十年中 ,印度被认为

是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另一个人口大国。改革开放之

初 ,中国的人均收入与印度差不多 ,但到现在 ,中国

的人均 GDP 远超过了印度。1980 年 ,中国的人均

GDP 是 290 美元 ,印度是 240 美元 ,前者比后者高

20. 8 %;到 2007 年 ,中国人均收入 (2360 美元)比印

度(950 美元)高 1. 48 倍。①

从表中还可以看到 ,在十个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中 ,没有一个是西方发达国家 ,而且大多集中在东南

亚地区。这表明 ,在过去三十年中 ,东南亚是世界上

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

中国经济为何在过去三十年中能够保持如此高

的增长速度 ? 这样高的增长速度还能持续多久 ? 这

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谜。为了破解这个谜 ,国内外经

济学家从各个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这些观点粗略地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种 :高资本积累

率、技术进步的加速、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外贸

的快速扩张、外资的直接驱动、体制的改革等。这些

解释和观点都有正确的一面 ,但是 ,这些观点都比较

片面 ,没有提出一个分析主线和统一的分析框架 ,更

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

发达国家在科技发展水平、物质资本与人力资

本积累和市场制度建设等方面都比后进国家具有更

大的优势 ,那么 ,后进国家的经济凭什么可以比发达

国家增长得更快 ? 换句话说 ,如果后进国家比发达

国家增长得更快 ,那么后进国家就一定会存在一些

优于发达国家的有利因素 ,抵消并超越先进国家优

于后进国家的那些有利因素。那么 ,后进国家的那

些有利因素是什么 ? 我认为就是后发优势 ,它不仅

抵消了并且超过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有利条

件 ,即所谓的先发优势 ,当然对于后发国家来说 ,即

后发劣势。因此 ,后发国家能否比发达国家增长得

更快 ,关键在于其后发优势是否充分发挥出来了 ,并

是否超过了后发劣势。有些后发国家经济增长得比

发达国家还快 ,从而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 ,

最后加入了富国俱乐部 ,这是因为这些后发国家成

功地利用了其后发优势 ,克服了其后发劣势 ;而其他

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缓慢 ,甚至比发达国家还要慢 ,是

因为未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克服其后发劣势。中国

经济的高速增长背后的真正动因就是中国自改革开

放以来 ,充分发挥了其落后的优势 ,即后发优势 ,加

速了中国的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步伐 ,促进了中

国经济近三十年的持续高速增长。

二、后发优势概念与特征

后发优势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 or advan2
tage of late2development)也就是落后的优势 ,后发展

的优势 ,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 (Alex2
ander Gerschenkron)在 1952 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来

的 ,他被认为是后发优势理论的创始人 ,后来不少经

济学家对后发优势理论进行了发展。但是 ,格申克

龙并没有对后发优势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后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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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所引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2、2009。



研究者也没有给出一个权威性的定义 ,不同的人对

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解释。这里 ,笔者给后发优势下

个定义。所谓后发优势 ,是指后进国家相对于先进

国家在发展上所具有的客观有利条件。由这个定义

可以得到后发优势四个方面的特征 :

1.相对性。后进与先进是相对的 ,后发展是相

对于先发展而言的 ,不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 ,就无所

谓后发优势。因此 ,后发优势分析是一种比较分析 ,

即把后进国家与先进国家的各种因素进行比较 ,从

比较中发现后进国家的优势所在。

2.客观性。后发优势是由经济落后这个客观事

实引起的 ,它不可能靠人的主观努力创造出来。没

有落后就不存在后发优势 ,有了落后就一定会存在

后发优势。

3.潜在性。后发优势是潜在的 ,它要在一定的

条件和环境下才能实现 ,促进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

长。如果潜在的后发优势实现了 ,就形成了追赶。

这里需强调指出 ,有了后发优势 ,不一定会导致经济

追赶 ,它只有发挥出来了 ,才出现追赶。如果一些落

后国家和落后地区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这不意味着

它们不存在后发优势。

4.递减性。后发优势产生于后进国家和先进国

家之间的经济差距 ,差距越大 ,后发优势的潜力就越

大 ,随着差距的缩小 ,后发优势潜力就会不断变小 ,

一旦赶上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后发优势就完

全消失了。这意味着后发优势具有递减性。

后发优势与追赶 (catch2up) ①概念是密切相关

的。追赶概念常常出现在经济学文献中。追赶意味

着后进国家的经济增长比先进国家更快 ,从而逐步

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但追赶背后的动力就

是后发优势。没有后发优势 ,就不可能有追赶。追

赶是一种现象 ,而后发优势是动力。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是对应的。落后本身是一

种劣势 ,这是不言自明的。正像有比较优势就有比

较劣势一样。我们说有后发优势 ,不意味着否定后

发劣势的存在 ,正如在发展理论和贸易理论中强调

比较优势一样 ,并不否认有比较劣势的存在。李嘉

图提出比较优势论 ,正是为了说明那些落后国家在

每种生产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如何寻找其成本相对

低廉的优势产品生产和出口 ,优化资源配置 ,促进经

济增长。我们在分析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时 ,就是

要在落后中找到有利于发展的那些因素。这正是后

发优势理论要研究的内容。②

由于后发优势概念界定的模糊性 ,学术界对后

发优势迄今为止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分类 ,因此 ,

对后发优势的讨论往往存在着片面性和局限性。譬

如 ,不少人把后发优势仅仅理解为对国外先进科学

技术的模仿和利用 ,这是有片面性的。依从上述定

义对后发优势作一个分类 ,按照发展要素划分 ,后发

优势可以分为五种类型 :资本后发优势、技术后发优

势、人力后发优势、制度后发优势和结构后发优势。

这些优势都产生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

的差距 ,差距越大 ,其优势就越大。如果这些优势发

挥出来了 ,就会变成一股强大的推动力 ,促进生产率

和经济加速增长 ,最终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

三、后发优势是推动中国经济

高速增长背后的动力

　　(一)资本后发优势

资本后发优势产生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新古典增长理论正是依据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这一假

定得出了增长趋同假说。该理论认为 ,发展中国家

资本稀缺、劳动力丰富 ,发达国家资本丰富、而劳动

力相对稀缺 ,因此 ,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收益率要高于

发达国家 ,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 ,发达国家的资

本就会流向发展中国家 ,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更

快。当然 ,关于增长趋同假说受到了新增长理论的

非议。但是有资料证明 ,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利润率

比发达国家的高 ,发展中国家引进的外资总额要高

于流出的总额。从图 1 中可知 ,在 1970 —2005 年间 ,

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 (FDI)流入量始终大于流

出量 ,而且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 ,其差额越来

越大。如果不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收益率更高 ,发

展中国家 FDI流入净额为什么越来越多 ?

从中国实际情况来看更能说明这一点。就外国

直接投资而言 ,中国的 FDI 已经从 1985 年的 47. 6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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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内学术界常常把“catch2up”译为“赶超”,这是不准确的。

“catch2up”只含有“赶”的意思 ,没有“超”的含义。实际上 ,后进

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赶上发达国家 ,至于超过现在的发达国家则

不是后发优势和追赶所研究的内容。

在学术界常常存在一种用后发劣势来否认后发优势的倾向。例

如 ,西方一些激进学者用依附论来反对与发达国家开展对外贸

易 ,用剥削论来反对外资引进 ,就是这种倾向的一种表现。国内

也有些学者持有这样的观点。



美元增长到 2006年的 735. 8 亿美元 ,中国已成为世界

上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这一事实说明 ,中国资本投

资收益率是比较高的。很多学者认为 ,外商投资对中

国经济高速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点是确定无疑

的 ,但这是中国充分利用资本后发优势的结果。

图 1 　1970 —2005 年间发展中国家的

FDI流入与流出量

资料来源 :www. unctad.org

图 2 　中国 FDI流入量的变化　(单位 :10 亿美元)

资料来源 :2006 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

社 ,2007。

　　此外 ,资本后发优势不仅表现在国际资本流动

方面 ,还可以表现在国内资本积累上。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工业化过程 ,在这个

过程中 ,工业部门是增长最快的部门 ,是推动一国经

济发展的火车头。工业部门相对于农业和服务业 ,

是一个资本密集型部门 ,工业部门的扩张必然会带

来较高的资本积累率。

表 2 提供了不同收入国家在选择的年份中的资

本形成率。无论中等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的资

本形成率都要高于发达国家 ;而且 ,东亚和太平洋地

区的资本形成率是最高的。其中 ,中国的资本形成

率又远高于其他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国家。2007 年 ,

中国的资本形成率高达 44 % ,是世界上最高的。这

与经济增长率基本上是密切相关的 ,即资本形成率

高的国家 ,经济增长率也高。从表 2 中可知 ,东亚是

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 ,而资本形成率也是最高的 ;

中国是世界上增长率最高的国家 ,同时 ,资本形成率

也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些国家之所以资本形成率

高 ,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工业部门扩张迅速 ,工业化

进程加快 ,而工业部门是资本密集型最高的部门。

表 2 　不同收入国家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总额/ GDP)

单位 : %

1980 1990 1999 2007
低收入国家 28 24 20 24
中等收入国家 25 26 24 25
低、中等收入国家 26 26 24 25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32 35 33 38
其中 :中国 35 35 40 44
高收入国家 24 23 21 21
全世界 25 24 22 22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相关年份。

　　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那

些正在工业化的国家 ,资本积累率必然较高 ,而高资

本积累推动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相比之下 ,发达国

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 ,资本积累自然就要低一些 ,因

而 ,经济增长率相应就要低一些。这就是所说的资

本后发优势 ,一种在发展中国家存在而在发达国家

不存在的优势。如果把引进外资看作是后发国家外

在的资本后发优势 ,那么 ,我们可以把高资本积累作

为后发国家内在的资本后发优势。

(二)技术后发优势

技术后发优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后发优势 ,我

称之为狭义的后发优势。该种优势假定先进科技主

要是由发达国家发明创造出来的 ,作为后进国家 ,无

须投入如此大的资源和时间在研发上 ,而只需要把

发达国家现存的先进技术引进过来 ,加以消化改进 ,

就可以加速本国的技术进步。由于吸收、消化和模

仿比发明创新花费的成本和时间要少得多 ,因此 ,发

展中国家能够节约大量的资源和时间 ,而且能够比

发达国家以更快的速率促进技术进步 ,从而缩小与

发达国家在科技方面的差距。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

增长的主要源泉 ,这样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就可以

比发达国家更快。

除了技术模仿之外 ,后进国家还可以实现技术

跨越式发展。一项技术的发展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

阶段逐步进行的。比如 ,电子技术从最初的半导体 ,

再到晶体管 ,最后到集成电路 ,经过了好几个发展阶

段。后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引进国外技术时 ,就可

以跳过一些中间阶段 ,直接引进国外最先进的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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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须从初级技术开始。这就为后进国家缩短与发

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水平差距提供了快捷方式。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 ,技术进步迅速 ,主要得益

于从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仅从电子技

术来看 ,仅仅二十年时间 ,国产的家电产品基本上取

代了进口的家电产品 ;又如 ,中国汽车制造技术在引

进消化基础上也进步很快 ,合资企业的国产化率越

来越高 ,而且国内自主品牌占有份额也越来越大。

还可以从关税变化来看 ,1986 年 ,中国对小汽车进口

的关税高达 220 % ,但到 2006 年 ,降低至 25 %。关税

的降低是衡量技术进步的重要指标 ,汽车关税的大

幅度下降 ,表明中国汽车工业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

技术的迅速进步推动了中国生产率和经济迅速增

长 ,这充分体现了技术后发优势的作用。如果没有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中国技术进步不会有这么快。

从图 3 中我们看到 ,中国的高新技术进口占总进口

额的比重一直高于高新技术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

重 ,这表明 ,中国是高新技术净进口国家。在 2002

年之后 ,中国的高新技术出口比重上升很快 ,表明我

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大大增强了。

图 3 　高新技术进出口额占总进出口额的比重

(单位 : %)

资料来源 :2006 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

社 ,2007。

　　(三)人力后发优势

人力后发优势产生于后进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

的人力资源方面的差别。这种后发优势包括人力资

源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从数量上说 ,发展中国家人

力资源丰富 ,劳动力成本比发达国家要低得多 ,因此 ,

发展中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具有比较优势。

这种比较优势产生于经济的落后性 ,因此也就是后发

优势。在这一点上 ,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是一致的。

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低

廉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其出口产品主

要是轻纺工业产品 ,使对外贸易每年以 17. 4 %的速

度增长。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额从 1978 年的 206. 4 亿

美元上升到 2007 年的 21738. 3 亿美元 ,贸易差额也

由 1978 年的 11. 4 亿美元的逆差变为 2006 年 1774

亿美元的顺差 ,占当年 GDP 的比重达到 6. 7 %。这

无疑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的

进出口增长情况可以从图 4 中看得很清楚 ,尤其是

进入新世纪以来 ,外贸出现了跳跃式发展。

图 4 　1978 —2007 年间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额

及进出口差额 (单位 : %)

资料来源 :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由于中国的对外贸易快速扩张 ,中国在国际贸

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从贸易额来说 ,中国在世界

中的排名 ,1978 年是第 27 位 ,1995 年上升到第 12

位 ,到2004 年跃升到第3 位 ,已名副其实地进入世界

贸易大国行列。

对外贸易的扩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

大 ,例如 ,2005 —2006 年 ,中国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分别达到 24. 1 %和 19. 5 %。① 外贸对中国经济增

长的贡献还体现在很多方面 ,如促进了技术引进 ,优

化了资源配置 ,增加了就业 ,推动了工业化进程。

发展中国家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也有其后发优

势。与发达国家相比 ,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存量要

低得多。人力资本投资像物质资本一样 ,也具有报

酬递减的性质 ,这是因为人的智力开发是有限度的 ,

开发一个文盲的智力与开发一个大学生的智力在效

果上是不一样的 ,同样一元钱投入前者的效果就要

好得多。发达国家智力开发已达到较高水平 ,而发

展中国家的智力开发水平比较低 ,因此 ,发展中国家

智力开发的效益就要高于发达国家 ,同样一美元的

教育投资 ,在发展中国家的收益就会高于在发达国

家的收益。这就是说 ,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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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要比发达国家高。这已被很多实证研究所证

实。如表 3 所示 ,无论是初等、中等还是高等教育 ,

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投资的社会和个人收益率都比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高 ,而且 ,越是

贫困地区 ,收益率越高。例如 ,非洲是世界上最贫困

地区 ,其教育投资收益率是最高的。从表 3 中还可

以看到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 ,初等教育投资的收益率

高于中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 ,中等教育投资收益率

高于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

表 3 　不同受教育水平、不同地区教育

投资回报的比较( %)

地　区
社　　会 个　　人

初等
教育

中等
教育

高等
教育

初等
教育

中等
教育

高等
教育

亚洲 16. 2 11. 1 11 20 15. 8 18. 2
欧洲 /中东 /北非 15. 6 9. 7 9. 9 13. 8 13. 6 18. 8
拉丁美洲 /加勒比海区域 17. 4 12. 9 12. 3 26. 6 17. 0 19. 5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8. 5 9. 4 8. 5 13. 4 11. 3 11. 6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25. 4 18. 4 11. 3 37. 6 24. 6 27. 8
世界 18. 9 13. 1 10. 8 26. 6 17. 0 19. 0

　　Source : Psacharopoulos George , Harry Anthony Patrinos

(2002) . 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 A Further Up2
dat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881.

　　这样 ,发展中国家更多地投资教育和健康 ,就可

以加速人力资本积累 ,导致劳动生产率更快地增长。

此外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教育国际化的今天 ,

发展中国家劳动者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以便捷的方

式获取专业技术知识。例如 ,通过报刊、电视、互联

网等方式 ,发展中国家劳动者能够容易且便宜地获

得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 ,从而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能更快地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教育和人才培

养的国际化 ,也能使发展中国家劳动者更快地掌握

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

图 5 　中国各级教育的入学率

资料来源 :www. moe. gov. cn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 ,中国对教育大幅度的投资 ,

使国民素质和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迅速 ,远比发达国

家提高得快。从图 5 中看到 ,中国的初等教育入学

率从 1990 年 60 %多提高到目前的 100 % ,中等教育

入学率从 1990 年的 20 %提高到目前的 60 % ,而高等

教育发展更快 ,大学入学率从 1990 年的 5 %提高到

目前的 20 %以上。

此外 ,中国通过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 ,与发达国

家开展教育和学术交流和合作办学 ,以及利用互联

网等手段 ,大大加快了人力资本积累速度 ,与发达国

家在人力资本积累上的差距在迅速缩小。在过去三

十年中 ,中国已派遣各类留学生达到 100 万人左右。

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已回到祖国 ,其中很大一部分成

为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和骨干。中国高校越来越多

使用国外的教材 ,借鉴国外的教学方法和课程体系 ,

聘请国外专家来从事教学 ,这无疑对于提高中国大

学的办学效率和教育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人力资本水平的迅速提高是促进中国技术进步、生

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所有这些 ,都是充分地利用

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后发优势的结果。

(四)制度后发优势

制度后发优势是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

制度效率差距。它来自于三个方面 :一是制度改善

的巨大潜力 ;二是对先进制度的借鉴和模仿 ;三是制

度趋同。

首先 ,后进国家的制度往往是无效率的 ,这样就

存在一个制度改善的巨大空间和潜力 ,而发达国家

由于制度是相对有效率的 ,制度改善的空间就要小

得多。如果发展中国家愿意改革它们现有的无效率

制度 ,就会大大提高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改善经济运

行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 ,促进生产力的增长。这就

是后发国家可以利用的制度后发优势 ,我把它称为

内在的制度后发优势 ,意味着它是产生于它们本身

制度的改善 ,只要它们的当政者有改革的意愿和能

力 ,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其次 ,后发国家因为处于后发展地位 ,还可以大

量地借鉴和模仿先发国家的制度和政策 ,尤其是现

代市场经济制度和公共管理制度 ,因为后者在制度

建设过程中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长期的摸索和试

错 ,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发展了一套成熟的、有效率

的制度和政策体系。这就为发展中国家实施制度改

革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物 ,使之在制度建设中少走弯

路 ,减少试错成本和时间。例如 ,现代企业制度、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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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体系、现代宏观调控政策等等 ,在发达国家都有现

成的经验 ,发展中国家在构建这些制度时是可以直接

学习和借鉴的。这里需指出 ,学习和借鉴不等于就是

照搬 ,各国都有自己的国情 ,照搬是行不通的 ,但也要

防止以国情不同为由 ,完全拒绝学习和借鉴国外成功

的制度建设经验。通过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

来改善后进国家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 ,我称之为外

在的制度后发优势 ,它是通过对外开放来实现的。

再次 ,在当今世界 ,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趋势

越来越猛烈 ,国际合作、交流和协调越来越显得迫切。

在这样背景下 ,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对后发国家改善

制度效率起到了促进作用。比如 ,世界贸易组织制定

的贸易规则 ,要求各国必须遵守执行 ,而这些规则基本

上符合市场经济制度的自由竞争原则。因此 ,该组织

促进了后进国家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使各国

经济制度具有趋同的倾向。尽管这种趋同对发展中

国家来说会造成一些冲击 ,甚至还会造成一些损失 ,但

总的说来 ,这种趋势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

发展中国家自觉地向国际准则靠拢 ,也属于外在的制

度后发优势 ,也只有通过对外开放才能实现。

改革开放前 ,中国是一个计划经济国家 ,搞了几

十年 ,经济发展缓慢 ,有时甚至停滞不前 ,证明这种

体制是无效率的。20 世纪 70 年代末发动的经济改

革从根本上说是要把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

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比在效率方

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因此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制度

改善空间。在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 ,这种

潜力被充分释放出来了。三十年来 ,从国家层面的宏

观经济管理体制到企业层面的微观管理体制 ,进行了

持续的、渐进的但又是根本性的改革 ,计划经济管理体

制已逐渐被取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

经济体制改革使生产力得到充分解放和发展 ,经济运

行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明显提高 ,推动了中国经

济的快速发展。这一切都是充分利用制度后发优势

所带来的。这里不妨以农村体制改革为例来说明。

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在计划经济时代 ,农村

实行的是人民公社化的集体生产制度 ,这种制度被

证明是无效率的。经过六年时间的改革 ,这种无效

率的集体生产制度逐渐被家庭生产责任制所取代 ,

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中国农村中基本上实现了

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改革的

成效非常显著 ,在 1978 —1984 年间 ,粮食生产每年以

5 %以上的速度增长 ,远远高于改革前1952 —1978 年

间每年 2. 4 %的增长率 ,大大缓解了中国粮食严重短

缺的局面。这一改革为后来进行的城市各项体制改

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 ,没有农村体制改革

的成功 ,中国其他体制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农村体制改革所取得

的巨大成就 ,就是充分利用制度后发优势的结果。

如果在改革前不存在无效率的集体生产制度 ,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就不可能带来农业和粮食生

产的高速增长。发达国家早已实行了家庭农场制

度 ,该制度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农业经营制度。

因此 ,在发达国家不存在这种制度改善的空间和潜

力 ,因而就不可能出现像中国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

初出现的农业和粮食生产的爆发式增长。

中国在整个改革过程中 ,非常重视学习和借鉴

外国的经验 ,最初借鉴东欧一些国家的经验 ,后来把

改革的目标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更多地

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有关法律、政策和制度 ,如宏观

调控政策 ,现代企业制度 ,金融保险制度、社会保障

体制 ,等等。如果说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改革主

要是充分发挥内在的制度后发优势 ,那么 ,90 年代以

来的改革则主要是充分发挥外在的制度后发优势 ,

即主要是向西方学习和借鉴 ,因为中国搞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没有经验 ,必须向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学

习和借鉴。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中 ,由于积

极地向西方学习 ,使改革的进程较为顺利和平和 ,少

走了一些弯路 ,节约了制度试错成本和时间。如果

我们闭关自守搞改革 ,对西方国家的经验一概排斥

在外 ,一切要从头做起 ,一切要另搞一套 ,那么 ,我们

的改革就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当然 ,学习、

借鉴和吸收国外一些法律、政策和管理方法 ,决不能

全盘照搬 ,各国都有自己的国情 ,全盘照搬是从来不

可能成功的 ,因此 ,在借鉴别国经验时必须要与中国

的实际相结合 ,才能取得成功。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 ,越来越融入国际经济

体系 ,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深。尤其是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以来 ,中国经济已

与全球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对中国来说 ,加入

WTO 既是个机遇 ,也是个挑战 ,当然是利大于弊。它

要求中国必须遵守国际游戏规则 ,这就使得国内的法

律体系和管理方法必须适应国际规则 ,迫使那些不适

应 WTO规则的制度必须加快改革步伐。从长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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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这加快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 ,因

此 ,对于改善经济运行机制和优化资源配置 ,促进经济

持续增长和发展 ,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五)结构后发优势

结构后发优势主要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

家在产业结构方面的差距。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已

经工业化了 ,并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 ,即服务业占主

导地位。一般说来 ,在三次产业中 ,工业部门的生产

率是最高的。图 6 提供了中国三次产业相对劳动生

产率变化情况。从图中可知 ,任何时候工业部门的

生产率是最高的。

图 6 　1978 —2005 年间中国三次产业的

相对劳动生产率变化

资料来源 :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发达国家从第二产业转变到第三产业 ,将会使

总量生产率增长率呈现递减趋势 ,当然 ,这种递减趋

势被新的技术革命所抵消和减缓 ,但仍然没有完全

抵消掉 ,因此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工业化

时期那么高。相反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程度较低 ,工

业部门规模较小 ,而农业部门所占比重较大 ,因此 ,

存在着鲜明的二元经济结构。工业部门的生产率远

高于农业部门的生产率 ,因此 ,在农业劳动力和资本

向工业部门转移时 ,会促进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从而

促进经济增长。由资源在部门间的重新配置所带来

的效率的提高 ,我称之为结构的后发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 ,劳

动力和资本从农业部门大规模地流向工业部门和服

务业部门。由于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生产率大

大高于农业部门 ,因此 ,这种资源在部门间的再配置

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增长。据估计 ,过去二十多年来 ,

中国农业资源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为经济增长作出了

大约 20 %的贡献。表 4 提供了一种研究结果。从表

中看 ,1978 —2003 年 ,仅仅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

增长的贡献就高达 22. 38 %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

17. 78 %。笔者在 2002 年所做的一项实证研究也证

实了这一点。该研究结果是 ,1978 —2000 年间 ,劳动

力转移对总量劳动生产率的贡献高达 25. 2 % ,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高达 19. 2 %。① 如果再考虑资本从农

村向城市转移 ,资源再配置为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

长所作的贡献就更大。不过 ,资本的贡献由于数据

资料的限制 ,比较难以计算。随着工业化不断向前

推进 ,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这种资源再配置的增长效

应将趋于下降。从表 4 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

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呈

下降趋势。

表 4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对总生产率

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时　期
总量生产
率增长率
( %)

劳动力转
移带来的
生产率增
长( %)

劳动力转移
对总生产率
增长的贡献
( %)

劳动力转移
对实际 GDP
增长率的贡
献( %)

1978 —1982 4. 88 1. 85 37. 91 22. 64
1983 —1990 6. 94 2. 16 31. 12 22. 20
1991 —2003 11. 06 1. 46 13. 20 12. 06
1978 —2003 8. 49 1. 90 22. 38 17. 78

　　资料来源 :李勋来、李国平 :《经济增长中的农村富余劳

动力转移效应研究》,载《经济科学》,2005(3) 。

四、结　　论

以上分析表明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

于后发优势的充分发挥 ,资本、技术、人力、制度和结

构这五种后发优势的同时发挥 ,汇合成了巨大的推

动力 ,使中国经济连续三十年保持近 10 %的高速增

长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 ,中国改革开放是推动中

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但是不

完全。的确 ,没有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如此

快速增长 ,但是 ,如果没有巨大的后发优势潜力 ,无

论怎么改革开放 ,也不可能有连续三十年如此高的

增长率。因此 ,笔者认为 ,后发优势是推动中国经济

高速增长的根本动因 ,而改革开放的作用就是使这

种潜在的后发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了 ,改革开放是后

发优势得以发挥的促发器。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第一个问题

是 ,正如前面所说 ,后发优势产生于落后 ,只要落后

就会有后发优势存在。世界上经济落后的国家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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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熙保 :《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问题 :理论思考与中国的经

验》,载《世界经济》,2002(12) 。



多 ,这些国家的市场体制不完善 ,工业化程度也较

低 ,应该说这些国家也存在着后发优势 ,为什么这些

国家经济增长不快 ,甚至比发达国家还低 ? 这是因

为 ,所有经济落后的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都具

有后发优势 ,但是 ,后发优势是潜在的 ,这些经济落

后国家增长率缓慢 ,主要是因为它们没有创造必要

的条件和环境让这些后发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中国

的改革开放就是为这种后发优势的发挥创造了良好

的条件和环境。这就是改革开放的作用。

另一个问题是 ,中国的高速增长还能持续多久 ?

很多学者都对中国未来增长持乐观的态度 ,有的说

高速增长还能持续二十年 ,有的说能持续三十年。

经济学家不是预言家 ,我们不可能预测未来二十年

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多高。但是 ,趋势是可以预测的。

笔者认为 ,在未来几十年中 ,中国经济增长肯定会放

缓 ,不可能达到像过去二十多年那样年均 9. 8 %的增

长速度。其原因不是能源、资源和环境的约束 ,这些

实际上不是最主要障碍。当然也不是最近出现的世

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这只是短期现象。其根本

原因是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中国与发达

国家的经济差距缩小了 ,因此 ,后发优势的潜力将会

趋于下降 ,相应地 ,增长的动力将会减弱。但中国与

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存在 ,以上所说的五种后发优

势都程度不同地存在 ,因此 ,中国经济仍然能够保持

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增长率。一旦中国实现工业化之

后 ,这种后发优势就不复存在 ,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

动力将转变到制度和技术创新 ,与发达国家一样。

不过 ,这种转变是逐渐发生的 ,因此 ,中国在经济发

展过程中 ,在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同时 ,还必须建立

自主的创新体系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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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Did China’Economy Grow So Fast
———A New Perspective Based on Advantages of Late2Develop ment

Guo Xibao

Abstract : Why can China’s economy maintain a t hirty2years2long high growt h rate and thus created an

unprecedented miracle in t he world economic history ? How long can the high2speed growt h momen2
t um keep on ? This paper at tempt s to answer t hese questions f rom a new perspective. A basic impet us

behind this long2run high2speed growt h of China is it s f ull exploitation of advantages of late2develop2
ment . The Reform and Openness started in 1978 created qui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 he exploitation

of advantages of late2develop ment . So t he high2speed growt h of China is a catching2up growt h. Wit h

t he declining of t he potential of late2develop ment advantages , t he f ut ure growt h rate will slow down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before.

Key words : China’s economic growt h , advantage of late2develop ment , driving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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