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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一些后发

国家往往能够用较短的时间走完先发国家用较长时间才能走完的发展历程，从而

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任务，赶上甚至超过先发国家。这种现象被一些经济学家概括

为“后发优势”，并由此提出用于解释这一现象的“后发优势理论”。后发优势理

论提出后，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是在东亚及拉美等新兴工业化国

家兴起后，后发优势理论不断被用于解释和说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济发展。

我国作为 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迅猛追赶阶段，研究后发优势理论具有很强

的现实意义。 

本文在对后发优势理论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在低收入国家、中下收

入国家、中上收入国家这三类后发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后发度 大，但因各种条

件限制，后发优势的发挥不明显；中下收入国家后发度居中，因各种条件有利于

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了后发潜能，经济增长 快；中上收入国家后发度不大或已

完成工业化没有后发优势，经济增长并没有体现出后发优势。后发国家能否实现

后发式增长是技术、资本、制度、人力资本及经济结构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后发国家要实现后发式增长必须提升社会能力，促使后发优势由潜在向现实

转化。我国正处于中下收入阶段，我国要充分实现“后发优势增长”必须以制度

替代为手段，全面提升我国社会能力。 

本文创新之处： 

1．对后发优势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后发国家，在后

发优势发挥上存在着差异，其中中下收入国家是 容易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快速

增长的，我国正处于这个阶段。 

2．后发优势具有动态性，随着后发国家“相对落后状态”的改变，后发国

家必须适时转换替代机制以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3．确定我国技术性后发优势所处阶段，论证我国现阶段技术发展应在充分

发挥模仿创新作用基础上加快自主创新。 

 

关键词：后发优势；替代性；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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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world economic history, there is one kind of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some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completed their industrialization 

with shorter time than the early-developing countries. They caught up with even 

surpassed the early-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kind of phenomenon was summarized 

as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 by some economists. The theory which is used to 

explain this kind of phenomenon is called “the theory of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 

Many scholars conducted thorough research in this field after the theory was proposed. 

Especially with the successfu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n, the theory was used to expla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Our country is the biggest late-developing country. So the research of 

this theory takes very stro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dissertation concluded as following on the basis of empirical analysis. First, 

there is no significance of backward- growth in the low-income countries because of 

the bad conditions, though the gap between the low income countries and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s biggest. Second, the backwardness can explain th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low-middle -income countries. Third, the economic gap can not explain 

the growth in high-middle-income countries because the gap is small or they have 

completed their industrialization. That is to say, the advantages of backwardness in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latent but not realistic. The realization of the advantages 

of backwardness is determin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technique, capital, institution, 

human resource and economic structure. The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must improve 

their social abilities which are contained in the factors mentioned above to realize the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 in their economic growth. China is the biggest 

low-middle-income country. It is necessary to use institutional substitution to improve 

our social ability to achieve backward-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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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ons in this dissertation:  

 First, different countries can obtain different backward-growth. The 

low-middle-income countries can obtain more backward-growth and China is among 

this kind of country. 

Second, the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 is dynamic and relative. The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must consider it in making policies which influenc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 

Third, it analyzed the stage of technique in China and proved that the reasonable 

technical policy is accelerating independent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simulating innovation. 

 

 

Key Words: the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 Substitution; China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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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本章内容由四部分组成：一是关于后发优势理论研究成果的简要综述及评

价；二是后发优势现实性的初步验证；三是在理论综述及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

出一些关于后发优势理论有待解决的问题；四是本文的基本观点及分析框架。 

一、关于后发优势理论研究成果的简要综述及评价 

从某个角度看，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后进国快速追赶先进国的历

史。世界银行在 1991 年度的《世界银行报告》中指出：“现代化趋势是后来居

上。英国从 1780 年起，用了 58 年时间使人均产出增长 1 倍；美国从 1839 年起，

只用了 47 年时间；日本从 19 世纪 80 年代才进入这一增长过程，把人均产出增

长 1 倍的时间缩短为 34 年。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进入现代化的后进国家，

人均产出增长 1 倍的时间又进一步缩短了。例如，土耳其用了 20 年(1957-1977)；

巴西用了 18 年(1961-1979)；韩国用了 11 年(1966-1977)；中国用了 10 年

(1978-1988)”①。 

后发优势理论是对这一现象很有影响力的理论解释之一。 早提出经济

学意义上的“后起性”概念的是 19 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约翰•穆勒，不

过他的“后起性”仅表示经济不发达状况，没有指出后起性有什么样的优势。

第一次将“后发”作为一种优势进行研究的是亚力山大•格申克龙，自亚力山大

•格申克龙提出后发优势概念以来，后发优势理论在国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

段：一是欧美现代化与后发优势理论的创立；二是东亚、拉美的兴起与后发优

势理论的深化；三是经济全球化与后发优势理论模型化。 

（一）国外后发优势理论研究成果及评价 

1．欧美现代化与后发优势理论的创立 
（1）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Gerschenkron）在总结德国、俄国、意大利

等欧洲较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过程的基础上，提出后发优势理论。 
                                                        
①世界银行．1991 年世界发展报告[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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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申克龙有关后发优势的论文收集在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A book of Essay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1962 一

书中，全书的结构是第一、二章提出由于替代性的存在后发国家并不像马克思

所预言的那样“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现状展现的正是欠发达国家未来的前景
①
”，

“如果不仅考虑发展速度，而且考虑到这一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生产和组织结

构，在许多重要的历史情况下，由落后国家发起的工业化过程都表现出与先进

国家显著的不同②”，中间部分对各国工业化历史进行详细考证， 后一章对他

自己多年研究进行总结并归纳出六大命题：①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工业

化的起步就越缺乏连续性，而呈现出一种由制造业的高速成长所致的突然的大

冲刺过程；②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在其工业化过程中对大工厂和大企业

的强调也就越明显；③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就越强调生产资料而非消费资

料的生产；④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对人民消费水平的压制就越严重；⑤一

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制度强制性因素发挥的作用就越大；⑥一个国家的经

济越落后，农业对工业化的作用就越小。 

格申克龙认为，各国工业化起点存在差异，越是落后国家，其后的增长速

度越快，这是因为落后国家得益于“后发优势”。作为一名经济史学家，格申克

龙的研究基点是历史经验材料的分析，却没有给后发优势做出清晰完整的表述。

他的理论观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相对落后会造成一种紧张状态，落后

就要挨打，这种落后状态会激发国民要求工业化的强烈愿望，激发制度创新并

以本地适当的替代物填补先决条件的缺乏；二是替代性的广泛存在，格申克龙

在《对现代工业化“前提条件”概念的反思》(1957)一文中指出，罗斯托的“工

业化前提条件”这个概念是有意义的，但后发国家可以通过特定途径创造条件

或另辟蹊径；三是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设备和资金。 

格申克龙提出后发优势后，纳尔逊(S. Nelson，1966)证明了：一个后进国

家技术水平的提高同它与技术前沿地区的技术差距呈线性正比，并指出，后发

国家技术进步速度虽然常常高于先发国，但在逐渐接近时又会慢下来，从而保

持着一个“均衡技术差距”，从而间接提出了后发国家如何在紧跟先发国的同时，

                                                        
①卡尔•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版，第一卷，前言 
②A.Gerschenkron．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A book of Essay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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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先发国，跨越这个“ 后 小差距”。 

（2）美国经济学家列维（M. Levy）从现代化角度将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

论具体化，并总结了后发式现代化的利弊。 

列维在《现代化与社会结构》（1966）中，从现代化角度，分析了后发国

家与先发国家在经济发展前提条件上的异同，指出后发现代化与早发现代化在

发展条件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必照搬发达国家模

式，必须考虑自身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列维还进一步将格申克龙的后发优

势理论具体化。他认为后发优势主要内容有五点：一是后发国对现代化的认识

要比先发国开始现代化时丰富；二是后发国可以采用和借鉴先发国的技术、设

备、资金；三是后发国可以跳跃先发国的某些发展阶段；四是后发国对现代化

前景的预测更加明朗；五是先发国可以在资本和技术方面提供帮助。同时列维

也认为，后发国家也存在着一些劣势，后发国家民主政治进程缓慢、利益分配

不公会给现代化进程带来不利影响。 

（3）莫塞斯•阿伯拉莫维茨（Moses Abramovitz）的“追赶假说”。 

阿伯拉莫维茨（1986）的“追赶假说”认为，不论是以劳动生产率还是以

单位资本收入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与其经济增长速度都是呈反向关

系的，也就是说越落后，经济增长越快。然而在现实世界里却不是如此。阿伯

拉莫维茨认为，把握这个假说的关键在于区分好“潜在”和 “现实”，这一假

说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立。存在差距只是使追赶

成为可能，后发国能不能赶上先进国还取决于后发国是否具备相应的社会能力

（社会能力大小可以用教育水平、企业组织及制度环境等来衡量），同时历史、

现实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追赶进程。阿伯拉莫维茨认为正是技术差距与

社会能力的不同组合（见表 1-1），使得世界发展史成为一部你追我赶的历史。 

鲍莫尔（W.J.Baumol）在阿伯拉莫维茨追赶假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对

贫穷的落后国家而言，其低下的教育水平和工业化水平使其不能有效利用技术

差距以实现经济追赶。多瑞克与杰迈尔（Dowrick and Gemmel）通过回归分析

验证了这一假说
①
。 

 

                                                        
①郭熙保．后发优势研究述评[J]．山东社会科学，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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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技术差距与社会能力的不同组合导致不同的国家命运 

技术差距大小 社会能力大小 国家命运 

大 强 增长潜力 大 

大 小 增长潜力小 

小 强 处于超越先发国状态 

小 小 走向衰退 

 
2．东亚、拉美的兴起与后发优势理论的深化 
二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 大变化是东亚及拉美的兴起，这为后发优势理论

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随着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

罗索夫斯基、南亮进和大川一司等人将后发优势理论应用于日本工业化过程的

分析，渡边利夫将后发优势理论运用于韩国经济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

此理论的客观性，由此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并经常用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

济发展问题。 

（1）日本学者南亮进（1992）以日本为背景，探讨了日本的后发优势从

产生到消亡的全过程。南亮进认为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 20

世纪 50-60 年代高速增长阶段，在这个阶段日本与先发国家技术差距大、社会

能力强，增长潜力巨大，这一阶段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后发优势；二是 70 年

代以后，在这个阶段日本与先进国的差距不断缩小，但社会能力明显不足。以

70 年代为转折点，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消失，日本依靠引进技术、实施追赶

的机会日益减少，由于日本没有从根本上将其模仿创新能力改造为真正的自主

创新能力，经济失去了动力和方向， 终没能超越美国。 

（2）伯利兹、克鲁格曼（E. Brezis，P. Krugman，1993）的“蛙跳”模型。

伯利兹、克鲁格曼等在总结发展中国家成功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后发

优势的技术发展的“蛙跳”模型。“蛙跳”是指在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本国已

有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条件下，后发国可以直接选择和采用某些处于技术生命

周期成熟前阶段的技术，以高新技术为起点，在某些领域、某些产业实施技术

赶超①。先发国基于其经济地位、原有技术的沉淀成本、资产专用性及技术转换

                                                        
① 郭熙保．后发优势研究述评[J]．山东社会科学，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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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再加上原先技术领先国的高工资及采用新技术时的不确定性，使得先发

国在面临新技术选择，先发国的预期收益较小，从而延滞对新思想新技术的采

用，而后发国因后发优势及政策干预，更愿意采用那些 初效益不高但潜力很

大的新技术，从而赶上、超过先发国家。 
3．经济全球化与后发优势理论模型化 
经济全球化使后发优势的表现更加突出，资本流动加快，技术扩散加速。

在这种情况下后进国家如何发挥后发优势？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1）、巴罗

和萨拉-易-马丁（1995）、范艾肯（1996）各自通过建立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

技术转移、模仿和创新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得出各自结论。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

将不同国家之间技术能力的差异假定为永久的外生变量，从而得出了不同国家

在技术模仿和创新之间 终实现完全的分工化发展。巴罗和萨拉-易-马丁假定

一国引进技术的成本是该国已经模仿的技术种类占现有技术总数量比例的增函

数，同时假定技术模仿的成本要比技术创新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通过技术

的赶超，一国的学习能力将 终体现在其拥有的内在固有优势方面，并且各国

在长期内将实现收入的趋同。范艾肯假定技术模仿能否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

取决于国与国之间的技术差距，而技术创新的有效程度则取决于一国“边干边

学”的能力和经验的积累。他得出的结论是：从长期来看，不同经济起点的国

家的人力资本的积累、生产能力以及经济增长速度将 终趋于收敛。同时随着

模仿成本的增加，在形成一定的技术能力后，一国将从技术模仿阶段转向自我

创新阶段。 

大体上看，后发优势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后发优势理论

的基本形成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应用阶段；第三阶段是理论的数理模型化阶段。

虽然后发优势理论的基本观点自格申克龙到列维并经莫塞斯•阿伯拉莫维茨的

完善已经基本完成，但这些理论在现阶段的适用性存在一些问题：格申克龙“后

发优势”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德国、俄国、意大利等欧洲相对落后国家的工业化

过程的历史分析，阿伯拉莫维茨有关后发优势的基本观点也是形成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他的数据分析也是基于现在的 OECD 国家。他们的理论形成有个共同

的特点——新经济时代并未到来或者说先发国家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后工业化特

征。现阶段的后发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着工业化和信息化两大任务，

由此决定了现阶段后发国家在后发优势实现路径上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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