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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量化识别及影响因素探讨 

 

摘要：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随着近年来中

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外界提出了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猜测。一个经

济体一旦陷入泥潭，经济增长将会减缓甚至倒退，社会冲突日益严重，国际竞争

力持续削弱。在这一背景下深入研究“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如何成功跨越这道

坎，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本文在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首先构建经济增长收敛模型，提出了

识别经济增长陷阱的量化方法。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计算收敛系数，证实了全球

范围内经济出现收敛；用模型预测值与各个国家实际观测值的差值作为评判依据，

得出中国目前没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通过比较不同收入水平国家落入增长陷阱

的概率，得出收入水平处于中等阶段的国家更易落入增长陷阱的结论，证实了“中

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本文进一步利用上一阶段的评判结果，把样本国家分为落

入中等收入陷阱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两个组别，采用三阶段 DEA 对两组内 26

个典型国家 2000-2013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我

国的技术效率、技术进步水平相对落后，在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两方面都有较

大改善空间，基于制度和技术创新的产业技术效率改善是未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增

长的关键。 

本文创新之处在于，结合文献研究以及现有的数据，构建出评判中等收入陷

阱的模型，对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进行了预测，方便以后深入的统计

分析。而且本文进一步地运用三阶段 DEA 模型排除了随机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影

响，真实展现各个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情况，分析两组差异找出规避“中等收入

陷阱”的方法。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增长收敛模型；三阶段 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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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Research on Quantitative Recogni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Middle Income Trap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recent years, but with the recent slowdown in economic growth, 

those on the outside have raised a conjecture that whether China has tapped into a 

"middle-income trap"(MIT). Once an economy falling into a trap, economic growth 

will slow down or even reverse, social conflict will be more serious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will be continually weaken.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a further 

study on the MI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successfully cross this hurdle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Economic growth convergence model was built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to quantify the economic growth trap. The convergence coefficient 

was calculated using the fixed effects model. We mad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odel 

predictions and observed values as a judge based to recognize whether China has 

fallen into the middle-income trap. The sample countries were classified into two 

groups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results: countries which had fallen into the MIT and 

countries stride over the MIT, using a three-stage DEA to measure and compar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 of two typical nations from 2000 to 2013.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efficiency of China's scale efficiency and technical progress are 

relatively backwards. The key point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future was 

the improvement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efficiency based on system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is thesis, the innovation is to build a model for judging the MIT and make 

predictions of the possibility of falling into the MIT .These can facilitate subsequent 

in-depth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three-stage DEA can take random factor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leverage away to show the actual TFP and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typical nations,so can find ways to avert the MIT. 

 

Key Words：The Middle Income Trap; Growth Convergence Model; Three-stage 

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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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最近 10 年，国际环境复杂动荡，全球经济危机四伏。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

日本发生海啸引爆核子辐射，经济也深陷泥潭，随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接踵而至，

这些现象表明世界经济开始进入衰退的下坡路。面对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在

2007 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缓慢低迷的态势，但中国的经济仍然保持较

快的增长，2008 年至 2010 年的增长率分别为 9.6%、9.2%、10.3%，GDP 在 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收入超过 4000 美元，步入了中等收入

国家的行列。为此，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然而自 2012 年中国经济开始下行，运行出现了新情况：经济增长受到资源

和环境的限制；城乡区域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供求市场结构不合理，出口持续下

跌；限制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更大；发展不平等、不平衡、不可持续的矛盾

和问题日益突出，使得社会阶层分化、组合，导致社会结构呈现多层次、复杂化

状态。“风景这边独好”的美好预期被打破，大量学者通过分析人口红利的消失、

经济结构的扭曲、美国制造业带来的挑战、内需缺乏驱动力等问题，认为中国经

济增长将陷入瓶颈，“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已直面而来。 

2007 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由 Indermit Gill 和 Homi Kharas 等人撰写，题

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报告，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

念。它的一般表述是“新兴国家人均 GDP 突破 1000 美元后，步入 1000 至 3000 

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在到达 3000 美元附近时，之前高速增长积聚的矛盾井

喷，在此阶段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无法克服自身发展矛盾、错误的发展战略或是

受到外部影响的冲击，经济增长出现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

阱’阶段。”  

一个经济体一旦陷入泥潭，经济增长将会减缓甚至倒退，社会冲突日益严重，

国际竞争力持续削弱。上世纪 70 年代初一些石油储备丰富的中东国家经济就开

始高速增长，但到现在也只有像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等少数国家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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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入阶段，其他国家的经济水平一直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不能自拔。国际经

验表明，“中等收入陷阱”是步入高收入国家的一个发展障碍，并不是必然的。

如果经济体能够积极调整、深化改革，产生新的驱动力促进经济增长，则不难进

入高收入行列；如果政策失误，就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停滞不前，跌入陷阱。2010

年中国人均GDP为 4628美元，经济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因此在这种时代背景下，

深入研究“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如何成功跨越这道坎，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

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真的存在么？如果存在，中

国是否已面临陷入风险，应该采取怎样的避免措施？这些就是本文将要解决的问

题。 

 

（二）文献综述 

近几年国际上掀起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热议，关于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界定？它的经济学基础是什么？有怎样的特征？这些问题尚没有统一的定

论，因此有必要对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梳理，有助于下一步深化改进。 

1.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2006）第一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the Middle-Income Trap, MIT)

的概念，即“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问题导致的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的现象”。

由此，一些学者将世界银行提出的概念具象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 GNI

长期达不到 12000 美元，则视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通常衡量经济增长有两个指

标：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和 GNI (Gross National Income)。所以，从 GDP

增速和人均 GNI 水平来阐述“中等收入陷阱”是现今两种主流的研究角度。 

纵观文献，发现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界定需要以下两个方面的改进： 

1.1 定义的明确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虽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但都没有

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作为理论依据。日本学者大野健一（2009）从产业升级的角

度入手，将一国的产业发展分成四个阶段，以人力资本提升不足形成的玻璃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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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来解释中等收入陷阱，所谓玻璃天花板是指中等收入国家无法从第二阶段突破

进入第三阶段。汤敏（2007）将中等收入陷阱细化成了五种陷阱：收入分配差距

过大、城镇化问题突显、产业升级缺乏支持、社会服务滞后风险、资本账户开放

带来挑战。随后，厉以宁（2012）指出其实中等收入陷阱并非无源之水，之前很

多有远见的经济学家都有研究，只是名字不同而已。所以综合了前人的结果，他

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包含了三个陷阱：一个是需要依靠改革避免的发展制度陷阱，

另一个是需要依靠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创新社会管理来避免的社会危机陷阱，最

后一个是需要技术和资本市场创新来解决的技术陷阱。彭刚（2011）认为系统把

握经济发展理论、实践动态变化，才能了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内涵。孔泾源

（2011）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分为拉美国家、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东亚经济

体三类，分别代表了三种僵化战略：长期实施进口替代、长期实行计划经济、长

期依赖出口导向。 

1.2 识别方法的完善 

由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并不明确，导致对怎样界定一个国家是否落入

陷阱，学者们持之有故，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系统。而且中等收入国家相对于其

他收入组别的国家是否更易陷入增长陷阱也没有得到证明。如果低收入国家、中

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出现增长停滞的概率相当，甚至中等收入国家出现增长

停滞的概率更低，那么中等收入陷阱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其研究也将失去意义。 

上文中有提到通过人均 GNI 来识别“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如果一个国

家的人均 GNI (Gross National Income) 长期达不到 12000 美元，则视为落入中等

收入陷阱”。但其实单纯依靠这个指标界定，是不科学的。因为： 

第一，将人均 GNI 超过 12000 美元即视为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有些欠妥。因

为世界银行对各个国家收入的界定每年都在变化，2008 年人均 GNI 达到 11906

美元属于高收入国家，2013 年此标准提高为 12616 美元，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划

分的标准来看，如果有些国家人均 GNI 长期在 12000 美元徘徊，则会出现 2008

年属于高收入国家，2012 年又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情况，即它有可能以前跳出

了陷阱，但是由于高收入门槛的提高，又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所以这种一个国

家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跟其国际竞争力、科研创新、产业结构等重大指标

无关的划分方法是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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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长期”到底有多长？根据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一个国家的经

济历程分为 5 个阶段（见图 1.1），他认为大约 60 年经济发展才能从“起飞”发

展到“成熟”。由此可见，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进发的历程是十分漫

长的。 

 

图 1.1  经济发展的五个阶段 
 

还有一些学者直接给出了“长期”的年数，比如 Felipe 等（2012）从各个国

家进入中低收入阶段到步入中高收入阶段的时间考量，如果大于 28 年则认为该

国落入“中低收入陷阱”；从中高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时间，如果大于 14

年则视为落入“中高收入陷阱”。该方法时间跨度的确定也是有些主观。 

2013 年，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发布了一份联合研究报告《2030 年的

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此报告中划分低中高收入国

家的标准是相对美国的人均 GNI 而言，按照相对标准将国家分为五大类：  

 

表 1.1  收入划分相对标准 

较于美国人均 GNI 类别 

≤15% 低收入国家 

15%-30%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30%-45% 中等偏中收入国家 

45%-60%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60% 高收入国家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报告中认为，如果一国长期处于中等收入区间，则视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传统社会阶段

“起飞”准备阶段

“起飞”阶段

“成熟”阶段

“消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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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判别准则依赖美国经济的平稳增长，各国的相对收入会随着美国经济的波动

而波动，反映不出该国经济增长的任何信息，因此这种识别方法也不可靠。 

另有一些学者独辟蹊径，从实证方面入手，但大多是以传统的 C-D 函数（道

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实证检验，难以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特定的分析。但分析

出哪些因素引发了“中等收入陷阱”，对一个国家的政策导向来说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也是学者们的另一着力点。 

2. 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2.1 资源配置不均 

中等收入陷阱体现在经济层面上主要是要素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均。世行曾经

指出，虽然一定程度的不平等能够刺激投资，带来更多的资金流，但严重失衡的

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阻碍是致命的。米兰·布拉姆巴特（2007）指出，低收入者

由于过大的不平等可能会得不到信贷，因此丧失了一部分投资机会，阻碍了经济

增长。Kovacic 等（2007）则认为，中等收入阶段成功转型的关键是扭转收入分

配不公的状况。Kharas (2009)指出印度能否把握收入分配不均是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的关键。贺大兴（2014）从不平等的角度利用世代交迭模型，对中等收入陷阱

的机制给出了理论解释。文中指出，在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至少会遇到两次

障碍：在经济起飞阶段，物质资本不足，财富集中促进社会物质资本积累，简单

技术部门不能替代家庭生产部门，形成第一类“中等收入陷阱”；跨越第一类中

等收入陷阱之后，人力资本不足，过度的不平等限制穷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导致

复杂技术部门无法替代简单技术部门，最终形成第二类“中等收入陷阱”。 

2.2 制度因素 

诺斯(North)（1990）提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拉美病”的症结

就是他们都普遍缺乏一种抵抗利益集团对经济产生负面作用的免疫能力，缺乏一

种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卢现祥（2013）研究发现，制度质量低、权力缺乏制约

及社会流动的僵化是导致我国缺乏抵御利益集团对经济的负面作用的制度体系

根源。王森（2014）总结国际经验也认为，在中等收入阶段政府的作用是很关键

的。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过多地倾向于经济增长，忽视了发展的

协调性，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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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产业升级 

大野健一（2009）通过建立经济发展四阶段理论，把一些国家无法突破“玻

璃天花板”的原因归结为产业结构升级问题。王一鸣（2011）通过对日韩、亚洲

四小龙、拉美等国的比较，指出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贫富分化都不

严重，因而成功升级产业结构是制胜的关键因素。马晓河（2012）总结了巴西和

日韩的发展经验，认为完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知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结构升级转

变是高收入经济体的法宝。 

2.4 非均衡的贸易 

世界银行（2007）报告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原因之一是中等收入国家

受到低收入贫穷国低成本竞争压力和成熟产业富裕国创新优势压力的挤压，造成

了增长动力衰竭。Mario 和 Nelson (2002)指出，阻碍拉美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

素就是国际收支不平衡。部分拉美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劳动密集优势，

吸引了大量外资引入和跨国公司的进驻，带动了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是随着其他

廉价劳动力大国的兴起，劳动密集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而此时这些国家还没有

转变成技术或者资本密集型优势。再加之拉美国家在资金上严重依赖外部，债务

负担过重，这些都使得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内需严重不足。所以非均衡的贸易是

经济增长的绊脚石，也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2.5 其他因素 

王仕军（2011）认为，由于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太多，导致一些国家内外部

发展不协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冯华（2014）指出拉美病的重要原因是城市化过

度，人口城市化和产业化脱节。张俊英（2013）基于消费力的视角认为，中等收

入陷阱的根源是消费力与生产力之间的内在矛盾。 

3. 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 

日韩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以及拉美多数国家的失败教训表明中等

收入陷讲的存在，因此采取何种政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按照世界银行 2013 年

发布的最新标准来看，我国自 2010 年起已经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国内许多

学者在对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等现状进行分析后，认为贫富差距过大、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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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全要素效率的下降、金融体系脆弱等问题是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的表现。

徐礼红（2011）认为，我国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日益严重、技术创新乏力、内需

不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腐败多发，这些已经严重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国

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厉以宁（2012）认为，经济增长中的门槛或收

入陷阱在任何阶段都有，所以可持续发展研究是重要的，经济发展进入高收入阶

段后也同样离不开社会的和谐发展。李刚（2012）通过比较中国与陷入中等收入

陷阱时典型拉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结合一些权威机构和人士对中国未来

经济走势和发展潜力的判断，得出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性较小的结论。还

有一些学者保持很积极的观点，如王新新等（2013）认为，中国具有破解中等收

入陷阱的条件：稳定的社会体系和决策体系、丰富的改革开放探索经验、雄厚的

经济发展实力、巨大的未来经济发展空间、优秀的科技创新发展、新一轮的生产

要素优化和产业重组。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从社会层面、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等多个

角度，从理论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界定、特征、产

生原因以及应对策略，学者们虽都有涉及，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第一、理论

研究百花齐放，实证分析缺乏系统性的广泛研究。在目前的实证分析中，大部分

着重于描述性统计，没有利用现今成熟完备的统计方法进行建模分析。国内目前

有代法涛（2014）采用 GMM 方法对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跨越陷阱国家的

面板数据，进行了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第二、现有文献里并没有完善的中

等收入陷阱的评判体系，这使得一些研究留于其表，限制了课题的进一步深入研

究。目前有徐强（2014）借鉴钱纳里方程，建立货物出口产业结构和相对收入水

平的截面回归方程，用赶超度指标推论中国符合跨越陷阱的条件要求。鉴于此，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以经济增长最根本的视角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中等收入陷

阱”的本质和影响因素。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研究的思路是构建一个评判经济体是否落入经济增长陷阱的增长收敛

模型，并根据模型评判结果，用三阶段 DEA 分析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和成功跨越的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找出二者之间的差异，从而为我国的政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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