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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速的快速下滑或大幅波动会破坏市场信心，造成悲观预期，投资、消费
趋于保守，失业问题、财政问题、社会问题可能接踵而至，改革空间被大大挤压，
形成经济发展的“陷阱”。

文  |  黄志凌

跨越              唯快不破“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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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认为，对 GDP 增速目标的盲

目追求是导致中国当前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

只要能保证一定的就业水平，经济增速即使下

滑到 5% 甚至 3% 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我认为，不能把对于经济问题简单地归

结为个别指标，而有必要关注另一个重大战略

问题——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 2006 年

《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

它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

平后，由于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慢，导致

经济增长乏力和创新不足，无法进入高收入

国家行列，这种长时期的发展停滞即为“中

等收入陷阱”。

根据世行 2013 年新标准，人均 GDP 低于

1035 美 元、1035~4085 美 元、4085~12616 美

元和不低于 12616 美元的四类国家，分别归为

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

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如果把 4085~12616 美

元进一步划分，可把 4085~8350 美元归入中等

中间收入，8350 美元 ~12616 美元则是中等偏

上收入。

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进入中等中间收入较

为容易，从中等中间进入到中等偏上的阶段，

难度也相对可控，但从中等偏上迈入高收入国

家，就相对比较困难。但凡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的国家，大都会停留在这个阶段。当下的中国

也正处于这个阶段当中。

识别降速风险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陷入“中等收入陷

阱”的国家很多，“二战”后的案例主要有巴西、

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东南亚各国以及

南非、叙利亚等。这些国家很早就跨过低收入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随后长期陷入其中，绝大

多数至今还未能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

而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相

对较少，国际上公认的仅有日本、韩国等国以

及新加坡、我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少数几个

单一城市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它们在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保持了快速发展，并在在

15~20 年间内，晋升为高收入国家和地区。

按照国际经验，人均 GDP 长期徘徊在人

均 1 万美元以下可以被定义为中等收入国家。

有些国家，即便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却

很难入围高收入国家，这是因为，上述国家出

现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

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

就业困难、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问题。

其中一些现象，在国内或已出现。

然而，国内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解，仍

存在两种误区，一是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不存

在，二是在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环境、社

会等问题将层出不穷、隐患不断。但事实并非

如此，因为收入足够高的国家完全有能力解决

这些遗留问题，而备受困扰的，恰恰就是未能

实现高收入的国家。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 2015 年年

末，中国大陆人均 GDP 为 49228 元，约合

7600 美元。这一水平，相当于中等中间收入

国家。即便如此，经济增长乏力已经成为新常

态。那么，当真正的中等收入风险到来之时，

压力将可想而知。

保持增长趋势
我国于 1997 年前后告别低收入进入中等

收入阶段，2013 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6560 美

元。即使维持人口规模不变，世行的高收入国

家标准（12616 美元）也不变，在未来年均 7%

增速下晋级高收入国家仍然需要10年时间，8%

增速下则需要 9 年。

但不应高枕无忧地认为，届时，中国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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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在历史上，一些国家

的人均 GDP 曾短暂达到 12616 美元，但此后

出于种种原因，这一指标又出现回落。要真正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均 GDP 需达到 12616

美元后，继续冲上 15000 美元左右，以留出

2000 美元左右的波动空间。实现 2000 美元的

波动，需要等到 2028 年。

再进一步看，若要远离中等收入陷阱的边

缘，真正成为高收入国家，人均 GDP 需要达

到 20000 美元左右，即有望在 2035 年实现。

无论是 2028 年还是 2035 年，前提都是在

经济增速为 7%、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6.6、人口

不变的前提下。如果经济速度再下滑、人民币

继续贬值、人口不断增长，中国晋级高收入国

家的时间，还将被延后。

日本大约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进入中

等收入阶段，1970 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1940

美元，基本上具备了高收入国家的条件，而

正式晋升高收入国家则大约在 1972、1973 年

前后。在这期间，GDP 增速年均为 9.7%，其

中 1955~1960 年 年 均 8.5%、1961~1965 年 年

均 9.8%、1966~1970 年 年 均 11.5%，1971、

1972、1973 年分别为 4.7%、8.4%、8.0%。

在日本整个跨越中等收入的过程中，GDP

增速呈现两大特征：第一，速度很快，尤其

相对于我国当前 7~8% 的速度，要高一些；第

二，速度并未见大幅降低，直至 1970 年都呈

现出高增长态势，最后两三年虽有所降低，

但 1972、1973 年依然高于 8%。真正意义上的

GDP 减速并没有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而是

发生于成功晋升高收入国家后，1974~1980 年

日本 GDP 年均增速降至 3.4%。

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体量已超过 10 万

亿美元，经济增速或许不重要。但从经验上看，

GDP 年度增速下滑的趋势，对于跨越“中等

收入陷阱”并非利事。因为经济增速的快速下

滑或大幅波动会破坏市场信心，造成悲观预期，

投资、消费趋于保守，失业问题、财政问题、

社会问题可能接踵而至，改革空间被大大挤压，

形成经济发展“陷阱”。

建立速度效益
保持平稳的经济增速，是提高经济发展水

平、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保障社会全面协调发

展的重要条件。建立速度效益，不仅是兼顾经

济发展和市场结果，还是实现内部和外部的统

筹兼顾的平衡方式。

首先，必须注重规模平衡，高度警惕缺口

风险。

进出口双双下降，其实就是缺口的一种反

映。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口主体呈减少趋势，

作为 GDP 的重要支柱之一，表现为缺口。既

然外需不足，内需一定要跟上。之前启动内需

4 万亿，就是对于内需缺口的补充。

此外，投资缩进也是另一种缺口。2010 年

下半年，经济、房地产、股市都出现泡沫，投资

增长率从 30%回落到 20%左右。在投资和出口

面临双重缺口的情况下，必须要靠消费的力度来

弥补。但实际上，2012~2013 年政府消费急剧减

少，同时，民间投资活力始终未能被激发，直到

2015年，民间消费才把政府消费的缺口补上。

第二，不仅要看重总量，更应注重结构。

如果一个国家的结构合理、块头又大，竞

争力将更强。而当前，多数人更愿意关注经济

总量，而忽视经济结构。比如，目前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中的去产能。从总量上，一些行业的

产能的确过剩，但从结构上看，很多产能其实

存在短缺。因此，绝不能盲目地压缩产能、完

成任务，而是应有保有压、有增有减，让结构

更加合理。即便经济增速快一点，也不会出现

大的泡沫或者遭遇经济翻车。

第三，注重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即让传

建立速度效益，
不仅是兼顾经济
发展和市场结
果，还是实现内
部和外部的统筹
兼顾的平衡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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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市场行为和政府预期之间形成一种再平衡。

在日本、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前，政府

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很大，但在成为发达国家

之后，主要由市场来发挥作用。在中国处于经

济起飞阶段的时候，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无可

厚非。但我们应该在处理市场政策两者关系的

问题上，更多发挥政府的力量。

美联储或是一个可以借鉴的范例：2014

年，美联储退出 QE 放出加息的信号，此后一

年，加息始终没有实施，直到 2015 年 12 月，

加息才真正实现。提前释放政策目的，即是给

市场预期，让其中的主体尽早准备。

回到中国市场，我们有时的政策推出过快、

过猛，会令市场措手不及。这种做法或许适合

小型经济体，但已经不再适合中国。就像骑自

行车和驾驶卡车，自行车体量小，刹车能立刻

停下，蹬两下又能再次前进。但同样的力量，

用在卡车上都不可能出现和自行车一样的效

果。因此，政府应加强自身能力，提前释放预

期，让市场尽可能地消化、预警新的可能出现

的风险，保证市场对政策的适应和过渡。

（作者系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韩国、日本历年 GDP 同比增速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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