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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银行2007年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引发热烈讨论。许多国内文献认为是2006年提出的，

原因是该报告名为《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但发布时间是2007年。自提出之日起，国内学界关

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探讨就热度不减，尤其是在2012年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众

多学者对中国是否会落入陷阱的讨论更加达到高潮。国家财政部的时任部长楼继伟（2015）对中国增

长前景表示担忧，认为老龄化加快会让中国有超过一半可能性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已经经历了

超过30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无疑是“挤压式增长”的典型案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经在2015
年下了一个台阶，经济增速自 1992年以来首次跌破 7%，“十二五”规划期间的潜在增长率平均是

7.6%，预测这一数字在“十三五”期间会进而下降至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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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提出之前，在学界更为普遍的提法是“拉美陷阱”。但随着世界经济

格局的演变，世界银行认识到经济减速现象不光存在于拉丁美洲地区，已经蔓延至世界多个角落，还

包括非洲、东南亚、中东等地区也长期深陷中等收入阶段难以实现跨越。因此抛弃拉美陷阱这一特指

说法，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更具有普适性的概念。而对于中国这个超大型经济体来说，人口数量

超过了OECD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总和。中国大陆31个省际行政区中，27个人口数量超过千万，前10
位超过5000万，前3位超过1亿。国际上较大的经济体，大多数人口数量仅相当于中国一个省级行政

区。因此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突出。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更多是针对如何跨越陷阱的对策、建议类文献。然而，过

往的研究者对陷阱的理解却不尽相同。同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比如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是否

具有地域特征？如果是，为何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能顺利跨越陷阱，而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和

菲律宾的发展却一直徘徊不前？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端分界点是一国实现经济跨越的两个重要标志，

所以是收入水平阻碍了一国经济持续增长吗？是否存在除收入以外的其它影响因素，比如社会制度、

自然环境和政局稳定等？因此本文将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与否进行辨析，对上述这些问题进行

逐一探索，与此同时对跨越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性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共性特征进行理论和

统计上的分析，以期为我国未来长期经济增长提供思路和借鉴。

二、学说渊源

世界银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学说提出时间不长，不过有关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可能性以及对

潜在原因的考察早已有之。李嘉图在其经典著述《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就曾指出，作为生产要素

投入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特征，这将引致一国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斯拉法，

1962）。人口学家马尔萨斯认为，经济发展带来高出生率，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反过来会稀释人均资

本占有量，从而使人均收入长期静态收敛在较低水平，后人也称此为“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
1986）。市场经济作为不断向外扩张和深化的人类合作秩序，起到推动人类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关键

作用，但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此合作秩序的扩展受着未知因素的制约，即阻隔市场的社会因素和

制度藩篱，或称为“布罗代尔钟罩”（De Soto, 2000）。Nelson（1956）通过研究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停滞

现象，归纳出落入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原因包括，人口自然增长率超过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人均

收入转化为投资的边际倾向不高、可耕作田地已被开发殆尽、生产劳作方法的产出效率较低等。

Nurkse（1952）研究则发现，资本形成率不足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受阻的主要原因。由于发展

水平较低国家和地区的人均国民收入也处在低位，因此一国投资所需资金的供给欠缺，同时国民对本

国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不够，由此形成的双重缺口限制一国原始资本的形成和累积，致使欠发达地

区长时间滞留在贫困陷阱。

中等收入经济体既有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又兼有着劣势和挑战。一方面，后发国家可以借助发

达经济体现有的成熟工业技术和管理经验，来缩小本国与先进技术前沿面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差距，达

到经济和科技的“蛙跳式”发展（Brezis et al., 1993）。Veblen（1915）在其著作《德意志帝国和工业革命》

中提出，与发达经济体技术差距较大的国家可以利用别国已有技术来加速本国工业化进展。Gerseh⁃
enkron（1962）综合法国、意大利、德国和苏联的工业化发展过程，发现后进国家的科技革新和经济发

展依赖于其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差距，并且与此差距是增函数关系。换句话说，伴随欠发达国家与发

达国家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后发优势所带来的效用呈现边际递减。另一方面，中等收入国家长期以

来受国际分工地位中处于价值链“低端锁定”和不利于自己的贸易条款影响，成为发达经济体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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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8-2016年相关主题的SCI、SSCI论文统计

图1 2008-2016年相关主题的国内论文统计

和经济上的附庸。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拉美国家的

发展指导思想，因此“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使得部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得以提升；然而这造成拉美

国家对中心国的依赖程度加重，国家不能施行自主的工业化政策措施，跨国公司的管控使其丧失技术

和经济的独立性，进而引发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Prebisch，950）。拉美学者和专家试图从“依附论”

视角阐释自身发展战略的失当，认为外方国家的管制和压迫和自身对于发达国家的依赖才造成经济

停滞不前。Acemoglu（2008）指出，经济增长的陷阱来自经济效率损失达到均衡状态，此状态因为市场

失灵而难以自我修复。

世界银行统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区间而落入增长陷阱的国家中，增长

停滞的主要原因是以往低收入阶段仰仗的发展战略在中等收入阶段失去可持续性。Kuznets（1971）
认为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指为国民提供多样性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日渐提高，而此种能力提高是以科

技和制度的不断完善为前提的。纵观世界大部分后进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主要依靠生产要

素的价格比较优势布局其产业结构，而在步入中等收入水平后，随着要素价格上涨，人均国民收入和

技术相较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同时外部需应对欧美国家在高精尖端产业的挤压排斥和新兴

市场国家在中低端产业的“挤出”效应，因此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学习红利边际递减而投入成本却边

际递增，在占据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失去竞争力。Quah（1996）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制度改善和科技

革新如果不能及时催生出增长的新动力，国家间将形成贫穷和富裕的“双峰（twin peaks）”俱乐部收

敛。那么，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增长趋同并向高收入国家收敛的可能性将会很小，因此将会长期滞

留中等收入阶段，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三、国内外学界的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社会科学报》从2011年至今共发表48篇相关主题文章，知网、万方等每年收录

的相关话题文章逐年递增（检索日期为2016年9月12日，下同），在搜索栏中键入“中等收入陷阱”、“增长

陷阱”或者“发展陷阱”，可发现自从2007年此概念首次提出后，截至2009年共发表72篇论文，2010年
则激增到 194篇，2011年更是出现井喷现象，当年共计发表 832篇，2012年则是首次突破千篇，达到

1288篇，此后数年稳定维持在平均千篇以上。

反观国际论文数据库，在 Web of Science
(WOS)数据库检索后，输入搜索条件：（AD=China）
and PY=2008-2016，论文类型包括文章（Article）、
综述（Review）和述评（Editorial material）。发现全

世界科研人员在 2008-2016年间所发表 SCI、SSCI
收 录 的 以“Middle income trap”、“Mid- income
trap”、“Development trap”或“Growth trap”为主题的

文章很少，共计 65篇（其中 SSCI论文 60篇），其中

中国作者发表的论文数为 12篇（全部为 SSCI论
文），占比18.5%。而SSCI收录的比较有代表性的

著作，就包括中国学者蔡昉在China & World Econ⁃
omy上发表的一篇文章（Cai，2012）。从图 2的总

趋势可看出，2011年及以前相关论文发表量年均

仅个位数，2012年开始大幅增多，并稳定维持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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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篇左右，不过这一数字与国内论文刊载量显然形成鲜明对比。

因此，国内和国际数据库所收录中等收入陷阱相关主题的论文数量不难观察到一些有趣现象：一

方面，以SSCI论文发表量反映的中国整体人文社科的高水平科研成果还不够多，说明中国人文社科

的国际化程度急需提高；另一方面，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并没有在国际学术界成为焦点，说明这

一概念及其内涵并没有被外国专家学者所普遍认可。相反地，尤其自从2012年中国经济减速进入发

展新常态以后，国内学界则掀起研究此话题的热潮，形成“内热外冷”的有趣态势。

四、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

回顾国内外主流经济学家之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看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一些方面。从国际上

来看，巴里·艾肯格林把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归结为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急速下降，由此引致经济

增长速度明显放缓（Eichengreen et al.，2011）。马来西亚籍经济学家胡永泰（Woo，2012）根据赶超指数

识别出拉美的阿根廷和墨西哥，以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和泰国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同时中国需从五

个方面防范潜在落入陷阱的可能：（1）不良贷款、国企过度投资和挪用公款所致的财政压力；（2）过于

频繁的宏观稳定调节工具的使用；（3）社会和政治的治理缺陷加剧社会紧张局势；（4）环境问题治理不

力危及可持续发展；（5）国际经济关系处理失当引发贸易冲突。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2014）
在其著述《21世纪资本论》中提到，资本投资的年均长期受益远远高于劳动报酬年均长期增速，从而

导致社会财富存量的差距越拉越大，出现“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马太效应。在全球新增长陷阱的背

景下，收入差距的新鸿沟会带来消费动力不足，最终使一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要保持发展中国

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趋同步伐，前提是要营造透明、民主的经济政治体制环境。哈佛大学教授兰特·普

利切特和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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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规律和广泛现象。由于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陷阱没有予以严格准确定义，后来学者用相对收

入赶超指数也有一定局限，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重点更多偏向于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跨越中等

收入阶段，制约跨越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均国民收入（GNI）、通货膨胀率和汇率（华生、汲铮，2015）。胡

鞍钢等（2016）根据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征，总结出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

理念所要面对的挑战包括：城镇化建设、全要素生产率、被动依附性国际分工、生态环境和收入不平等。

五、到底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

有不少学者经过研究发现，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相对意义的“陷阱”并不存在。遵循

这一思路，按过往研究成果，除去石油、天然气等的资源丰裕型国家，本文选取27个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的国家和23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代法涛，2014）。其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大洋洲有

2个，东欧转型国家有4个，其他欧洲国家有15个，北美洲有2个，东亚有4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

家拉丁美洲有 10个，东欧有 4个，非洲

有5个，东南亚有4个。

由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的起始

年份为 1960年，所以本文均从 1960年
算起。按照世界银行 2015年最新收入

分组标准，人均GDP在 1025美元及以

下的为低收入国家，1026-4035美元为

中上等收入国家，4036-12475美元为中

上等收入国家，12476美元及以上的为

高收入国家。以此为参照，一国完成第

一次跨越的时点需要人均GDP为 1026
美元，第二次跨越的时点为 4036美元，

第三次跨越的时点为12476美元。

从表 1可看出，国际上一些率先迈

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

在大洋洲、东欧转型国家、欧洲传统发达

国家、北美洲、日本和东亚“四小龙”。

从中等收入阶段跃升到高收入阶段的

一般国际经验是要经过 20-30年的发

展历程（徐康宁、陈丰龙，2013）。从表1
可以看出，最快跃升至高收入水平的国

家分别是冰岛、挪威、瑞典和中国香港，

都只用时20年。截至2015年最新数据，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组的国家人均GDP平均值接近39000美元。

对于各时点的划分，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国家人均GDP在上升且达到某一收入水平后，此后几年

间出现经济衰退而重新回到原先收入阶段。例如，委内瑞拉1960年达到1056美元并成为中下等收入

国家，但1964年回落到961美元的低收入水平，直到1968年升至1054美元并且此后再也没有向下回

落。因此，我们把委内瑞拉的第一时点定为1968年，而非1960年。对于其他国家和时点，本文都采取

此认定方法。

表1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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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菲律

宾分别于 2003和 2004年才升至

中下等收入水平，在低收入阶段停

留长达 37年和 45年之久，因此与

其说他们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倒

不如说是陷入了低收入陷阱。东

南亚四国在 20世纪 80年代初到

90年代中期经历了经济腾飞期，

实现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经济

增长，成为继亚洲“四小龙”之后

崛起的亚洲“四小虎”。但是，

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东南

亚四国经济持续了十多年的高速

增长戛然而止，经济发展中积累的

一系列问题集中爆发。在通过实

施反危机和改革措施的调整后，

东南亚四国经济开始摆脱困境，

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但经济

增速始终无法达到危机前的水平。

由于陷阱组国家的玻利维亚、乌克兰、摩洛哥、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还尚未迈入中等收入陷阱区

间，所以对他们的所耗年数不做统计。不过除了摩洛哥，其余四国进入中下等收入阶段的时间都较

晚，在本世纪初才陆陆续续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截至2015年，除了墨西哥、俄罗斯、马来西亚的人均

GDP接近万美元俱乐部以外，其他国家都离高收入标准还相去甚远。20世纪 90年代初的前苏联解

体，实行多时的计划经济体制最终结束。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酝酿的多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尝

试，也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其他实行计划经济的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历程，与前苏联有很强的共性，

也经历了一个由快速增长转为严重经济衰退的过程。

由于通货膨胀率、本币兑美元汇率的浮动和人口增长率的变化，因此高、中、低收入的国家分组标

准所对应的门槛值每年都在增加。所以，中等收入陷阱更多是一个相对概念。不过无论使用哪一年

的收入标准去衡量，都能得到一致结论，也即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所耗费年数基本都在

20-30年，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长达40多年甚至更长时间仍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经济长期

处于“增长-回落”到“再增长-再回落”的循环怪圈之中不能自拔。

接下来比较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大国的人均GDP变动情况，我们选取 2015年GDP总量

在 3000-5000亿美元以上的发展中经济大国作为考察样本。中国在 2015年美元计的GDP总量为

10.29万亿，虽然仍维持在万亿美元以上的俱乐部，但相较于 2014年的 10.38万亿美元，出现了首次

负增长。虽然埃塞俄比亚在 2015年GDP总量仅为 615亿美元，不过自 2003年以来取得经济平均增

速 11%的不错发展势头，成为非洲地区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因此作为综合比较的对象也将

其纳入进来。

土耳其和伊朗都在上世界70年代就早早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分别在2003和2007年成为

中上等收入国家。不过，由于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仍然没有迈向高收入水平，因此也被认定为落

表2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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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值得一提的

是，土耳其在 2015年人均GDP达
到 9130美元，已经比较接近万美

元水平。在表3中，除了埃塞俄比

亚还停留在低收入阶段，其余国

家均已或早或晚地步入中等收入

水平。沙特阿拉伯蕴藏有丰富的

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石油和

石化工业作为支柱，不过当地政

府施行鼓励私有部门发展的经济

政策，为迅速膨胀增长的人口提

供更多就业岗位和机会，同时旅

游产业发达等要素支撑此国经济

朝着多向繁荣发展。哈萨克斯坦

2015年已进入人均GDP万美元的

俱乐部。

因此，比较与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和阶段相类似的其他发展中大国后能看出，中国作为经济发展起

步相对较晚，在低收入阶段停留时间长的国家，综观整体发展历程已实属不易；同时进入中下等收入

水平后，中国又能够相对较快地踏入中上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表现相对来说已经足以令人满意。与

之相反地，那些早于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比如埃及（1996年）、伊朗（1974年）却发展到至

今，目前人均GDP反而还不及中国，落入了相对比较意义的中等收入陷阱。

六、 正 名

理论和学说的进步离不开学界共同的争鸣、探索与思辨。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自从提出之日起，

就引来学界不一致的观点，但大多是“盲人摸象”式的争论，本文正是基于此为立足点进行探析。通过

搜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出现了国内学者和媒体反响热烈、而在国

外学界遇冷的情况，究其原因就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引发业内经济学人士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

但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和内涵还没有被国际主流经济学家所广泛接受。关于中等收入陷阱无论从理

论定性方面，还是从数理定量方面都出现争议，难以达成统一意见。

研究结论显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不具有明显地域特征，亚洲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

20余年内就都顺利成为高收入国家，而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由于社会政局动荡和冲

突，则长期深陷低收入阶段不能自拔。纵观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人均收入水平到达中等收入阶

段并非一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经济在经历高速增长后，能否后续维持住中高速增长还取

决于社会经济体制、技术自主研发能力等因素。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给予东亚经济很

好的预警作用，确确实实指出了一些国家在经济增长初期经历一段时间的发展繁荣后，经济增长速度

开始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衰退迹象。然而，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现象不能代表事物全部规律，也不能笃定

其就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所必然会出现的事实，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特有现象，并不能构成普适

性的经济发展原理。

表3 主要发展中大国的人均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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