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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向高收入国家之路 

 

 

柯马克（Mark Kruger） 

 

 

我们曾研究了在未来 15 年中国需要以多快的速度发展才能成为

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现在，我们分析那些在过去 15 年中成功跨过

高收入门槛的国家的经验，并将其与那些深陷“中等收入陷阱”国家

进行对比，从而帮助中国迈入通向成为高收入国家的道路。 

我们将 2000 年作为研究的起点，样本包括当时 16 个人均收入水

平相似的国家。19 年后，这些国家中有 10 个成功地越过了世界银行

的高收入分类门槛（如图 1 中的虚线所示）。借助经济理论，我们想

弄清为什么有些国家成功而有些国家却没有。 

 

图 1 人均收入（用阿特拉斯方法以美元现价计算） 



                                                       Research Note	

                                                       	

2	
	

 

	

	

注：国家（从左到右）：爱沙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

乌拉圭、匈牙利、波兰、智利、克罗地亚、罗马尼亚、阿根廷、马来西亚、土耳

其、墨西哥、保加利亚、巴西	

来源：世界银行、第一财经	

	

我们会关注于一系列的相关性，但我们需要认识到，相关性并不

一定意味着因果关系，而且很多因果关系也可以是双向的。例如，我

们会发现高收入与受教育程度是相关的，原因可能是一个国家需要受

过教育的劳动力才能实现高收入，但也有可能是那些成功变富的国家

才开始有更多的钱花在教育上，而后者导致了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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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关。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对这两组国家 2009 年的基本情况进行

了评估，我们认为 2009 年的基本面是造成 2019 年结果的原因，而不

是相反。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依赖索洛模型来解释国家之间的财富差

异。这一模型中，高人均收入来自于对有形投入（资本和劳动力）的

广泛使用以及生产率的提高(对这些投入的使用效率)。 

图 2 显示了这两组国家在 2009 年如何广泛使用资本和劳动力。

未达到高收入门槛的国家（简称不成功国家）劳动人口占比中位数更

高，相反以衡量，成功达到高收入门槛的国家（简称成功国家中位数）

资本占 GDP 比重中位数更高，比不成功国家高出约四分之一。 

 

图 2 劳动力及资本投入（2009 年） 

	

来源：世界银行、第一财经、佩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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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强调，通过教育可以提高劳动力质量。罗伯特·巴罗对

索洛模型进行了重要修改，以体现“人力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过程

中的重要作用。 

图 3 显示，从中位数上看，成功国家比不成功国家更倾向于在教

育上进行更多的投资。特别是，成功国家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中位数接

近不成功国家的两倍。因此，成功国家能够通过对工人教育进行投资

来弥补其相对较低的就业率。对于那些正在经历人口变化并且面临劳

动力萎缩的国家来说，人力资本质量尤为重要。 

 

图 3入学率（2009 年） 

	

来源：世界银行、第一财经	

 

看完了资本和劳动力这种有形投入，我们再来看一下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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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于两个方面。 

首先是技术进步，这反映在新产品或更好的做事方式中，技术的

进步通常来自于对研发的投资。图 4 显示了两项与研发相关的指标，

即：（相关）支出占 GDP 的百分比以及每千人中的研究人员人数。令

人惊讶的是，不成功国家的研发投入 GDP 占比比成功国家高 13%，但

不成功国家聘用的研究人员仅为成功国家的一半。 

这些指标表明：从根本上说，技术进步是一项“人的事业”。成

功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研发资源分布越广泛，科技进步越有可能发

生。 

 

图 4研发相关指标（2009） 

	

来源：世界银行、第一财经	

 

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第二个来源是一套可以使经济参与者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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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效率的完善激励措施，这些措施是通过建立有效的机制而产生的。 

其中之一便是开放的国际贸易制度。开放的贸易制度能保持市场

的竞争性，并允许出口商们有效地获取投入。此外，在全球市场上，

有竞争力的出口商会有足够的动力生产一流的商品和提供一流的服

务。图 5 显示，成功国家相较于不成功国家在贸易上更为开放，他们

贸易的 GDP 占比会高出约 30 个百分点。 

第二个机制就是对国内市场良好的监管。需要明确及稳定的规则

来确保市场的有效运行。聪明的监管能避免市场陷入混乱，如图 5 所

示，成功国家监管质量较高，而高质量的监管很可能会提高市场效率。 

 

图 5竞争指标（2009）	

	

来源：世界银行、第一财经	

 

政府可以提供实物、法律和社会框架来支撑高收入目标的实现。

哈佛大学的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指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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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可靠的药品授权系统和健康保险，那么生物医

学工厂将更具价值。所有的一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行动，包括

大量的法律法规条文和数以千计的政府机构。” 

这些框架的有效制定需要稳定的资金来源。图 6 显示，成功国家

能够更好地调动本国的收入用于投资公共产品、卫生和教育。而且，

成功国家的政府比不成功国家的政府更有效率，说明由政府投资被浪

费的概率更低。 

 

图 6 政府指标（2009） 

	

来源：世界银行、第一财经	

 

分析成功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出：首先，实物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都

很重要。其次，研发资源应更广泛地分配给研究人员。最后，制度非

常关键。各国的应该开放贸易，并纳入高质量的监管体系。各国政府

需要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提供实物、法律和社会框架，还需要确保资源

得到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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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中国大概还需要 15 年的时间。那么

从现在来看，中国与那些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相比有哪些不

同？表 1 列出了最近几年中国以及两组国家在上文提到的各个指标

的具体数值。中国在劳动力市场参与度和实物资本方面表现非常好，

但是在人力资本上有些落后。中国在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

力资源，但在贸易开放性和监管质量方面比较落后。尽管中国政府效

率评级接近成功国家的中位数，但其政府收入占 GDP 的比重却接近不

成功国家的中位数。 

十个成功国家的经验对中国的适用范围有限。与这些国家（表1）

相比，中国经济规模更大，对服务业的依赖更小。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中国将按照自己的方式成为高收入国家。中国的人均收入仍比成功国

家的中位数低三分之一，但如表 1 所示，中国在一些地区已经超过了

成功国家，这为成为高收入国家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表 1 中国与两组国家的对比 

	

指标（2019年或最新）	

成功

国家中位

数	

中国	
不成功

国家中位数	

2019年人均收入（美元，阿特拉斯法）	 16,185	 10,410	 9,520	

资本/	GDP	 3.9	 5.0	 3.3	

就业人口比例（％）	 57	 67	 55	

中学入学率（％）	 91	 88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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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入学率（％）	 69	 54	 45	

研发支出占 GDP的百分比	 0.87	 2.19	 0.75	

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数	 2.5	 4.4	 1.5	

贸易占 GDP的百分比	 113	 36	 70	

监管质量（100	=最佳）	 83	 43	 57	

政府收入占 GDP的百分比	 35	 25	 24	

政府效力（100	=最佳）	 75	 72	 52	

备注：	 	 	 	

服务业就业比例（％）	 	 67	 	 	 47	 	 	 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