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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不存在无条件的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低收入陷阱，所有进步型国家都不
会陷入任何陷阱中。

文  |  魏尚进

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

远见       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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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陷阱，也没有无条件的低等收入陷阱，唯

一存在的无条件陷阱是高收入陷阱，因为从

数据上看高收入不会变成中等收入，也不会

变成低收入。相对来说，低收入变成中等收

入要难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而不是相反。

相对收入：不科学
不少人从相对收入的角度理解中等收入

陷阱。所谓相对收入是指一个国家的收入相

对于美国的水平。一个国家能不能跨入高收

入国家门槛，还要看其能不能缩小与美国的

收入差距。

具体来看，可以把每个国家的收入相对于

美国的比例分为四类：如果低于 16%，就定

义成低收入国家，如果高于 16% 低于 36% 和

高于 36% 低于 75%，就定义成中等收入国家，

最后一档是高于 75%，也就是高收入国家。

同样基于 1960~2010 年之间数据进行研

究的结果显示：对于最低一档的国家，十年

之后其有 92% 的可能性还处在最低一档，有 8%

的概率处于上一档，而向更高两档转换的概

率是零。对于第二档国家，十年后还处于这

一档的概率为 72%，下降一档的概率为 13%，

上升一档的概率为 15%。对于第三档国家，

十年后还处于这一档的概率为 73%，下降一

档的概率为 4%，上升一档的概率为 22%。对

于第四档国家，十年后还处于这一档的概率

为 79%，下降一档的概率为 19%，下降两档

的概率为 2%。从相对收入的角度分析，的确

不是所有国家的收入水平都能够赶上美国。

这是由于在过去的 200 年中，美国在任何一

个 10 年跨度里面都维持着正的经济增长，即

便有大萧条的存在也不能改变。

但是以相对收入来定义中等收入陷阱并

不是无懈可击的。这类似于说孩子永远也长

不大，因为相对于父母，孩子的年龄永远也

“未来五年，经济年均增速需要保持在

6.5% 以上，这意味着到 2020 年人均 GDP 将

达到 1.2 万美元左右，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

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基本跨越‘中等收入

陷阱’，这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又一个里

程碑。”2015 年 11 月 24 日，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在第五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上

如此表示。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起初是由世界银

行的一名经济学家提出来的，意味着低收入

国家很有希望变成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一旦

变成中等收入国家，再想变成高收入国家就

十分困难，概率很低。虽然中等收入陷阱现

在被广泛接受和使用，但是这种说法尚值得

商榷。

绝对收入：不存在
中等收入陷阱的体现就是经济增长会放

缓，偏离其增长路径的概率更高。从历史数

据来看，不同国家可以分成以下五档：极低

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低中等收入国家、

高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其中前两者

合称低收入国家，低中等收入和高中等收入

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分

法，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之间的门槛是年均收

入 2418 美元，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门

槛是年均收入 19429 美元，后者略高于美国

1960 年的人均水平 15200 美元。上述数据的

单位都是 2005 年购买力平价。

按照以上的区分，基于 1960~2010 年之

间的历史数据，研究显示，按照以往的增长

经验，只要时间足够长，今天低收入国家的

收入最终会增长上去，变成高收入国家的概

率可以有 100%。各档国家升到上一档的概率

差不多，没有到了中等收入就会停滞不前的

情况。所以，历史上不存在无条件的中等收

只 要 时 间 足 够
长，今天低收入
国家的收入最终
会增长上去，变
成 高 收 入 国 家
的 概 率 可 以 有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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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不上父母的年龄，但不能因此说人类社会

存在着婴儿陷阱。我们关心的是中等收入，

而不是和美国的差距是否缩小。

决定因素：经济发展
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变量很多。而且不

同国家有不同的基本面，也在政府治理方面

选择了不同的政策，收入增长会存在差异。

如果把所有国家每十年的增长情况、基本面

和政策选择放在一起，然后确定什么样的基

本面和政策选择的组合能够带来较快的经济

增长。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低收入国家，

一类是中等收入国家。

对于低收入国家，可以进一步将其分成

三组：第一组是年增长率超过 3% 的进步型国

家；第二组是近似滞涨的国家，其年增长率

不超过 3%；第三组是经历负增长的退步型国

家，其年增长率为负。对于进步型国家，有

利的人口因素能促进经济增长，例如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斯里兰卡和此后 90 年代的中国；在

人口因素不利的情况下，如果具备稳定的宏

观经济环境和良好的基础建设设施，经济也

会增长，例如 60 年代的马来西亚和 80 年代

的摩洛哥。对于退步型国家，不利的人口因

素加上危机导致经济衰退，如 90 年代的赞比

亚和肯尼亚；不利的人口因素加上破旧的基

础建设设施以及政治上缺乏约束机制也导致

经济衰退，如 90 年代的几内亚和尼日尔。

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按照与低收入国家相

同的分类标准，也将其分为同样的三组，即

进步型国家、滞涨型国家和退步型国家。对

于进步型国家，有利的人口因素加上起步阶

段较高的收入水平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如 21

世纪初的泰国、波兰，20 世纪 90 年代的马来

西亚以及 70 年代的日本；有利的人口因素加

上起步阶段较低的收入水平也可以推动经济

增长，如 21 世纪初的中国和 20 世纪 80 年代

的韩国；如果人口因素不利，但是一个国家

的负债水平低并且很少经历危机，那么经济

也会快速增长，如 20 世纪 60 年代的土耳其

和 70 年代的马来西亚。对于退步型国家来说，

不利的人口因素、巨额的债务、落后的金融

发展水平都导致经济的衰退，如 20 世纪 80

年代的墨西哥和 70 年代的斯里兰卡。

由此来看，现实中不存在无条件的中等

收入陷阱，或者低收入陷阱。总体来说，对

于所有进步型国家来说，他们都不会陷入任

何陷阱中；对退步型国家来说，其负增长率

意味着将来的收入水平更低；对滞涨型国家

来说，由于增长率很低，看起来似乎他们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陷入了当前的收入水平。对

低收入国家来说，有利的人口因素、宏观经

济的稳定性和良好的基础建设设施是区分快

速增长和缓慢增长国家的最重要的因素。对

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有利的人口因素、宏观

经济的稳定性和良好的金融发展是区分快速

增长或者缓慢增长国家的最重要的因素。

相对于父母，孩
子的年龄永远也
赶不上父母的年
龄，但不能因此
说人类社会存在
着婴儿陷阱。

（作者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数据来源：世行报告《2030 年的中国》 

世行报告：只有少数国家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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