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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认识中国经济的发展
———另类却有用的分析框架



蔡　窻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文章从经济学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的角度，论证为什么人们需要研究经济发展，特别是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并从理论创
新的目的出发，讨论了为什么需要以批判性或者另类的思维方式研究经济发展；从方法论角度列举了一些重要的正
面和反面范式，作为批判地研究经济发展的例子；同时简要介绍了可以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经济学说史中若干关
于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化事实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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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其实不是一个可以直截了当予以回答的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因为中国经济

值得关心，即使不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作为中国人，所有个人所关心的问题最终都会落脚到中国经济。另外，明白

中国经济发展改革的历程，甚至它的历史，懂得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思维框架去看待中国经济，本身是一种训

练。除了我们是中国人，自然关心中国发展现象和经济前景之外，还有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我们首先思考一下什么是理论。理论不可能脱离实际，理论脱离实际也就没有意义了，就像是屠龙之技，只

能束之高阁。理论为什么有用，是因为理论对现实做了一种抽象。有人会问，现实是实际存在的，直接观察现实

即可，为什么要抽象为理论？一方面，描述现实不可能穷尽所有实际事物，必须把它加以裁剪、抽象，浓缩在更小

一点的框架内，这样我们的大脑才能够处理。另一方面，尽管可以观察横向现实，但不能观察到所有现象，也可能

受假象迷惑，得到错误的结果。

其次，通过历史即别人的文献可以观察纵向现实，但这些文献可能是错的。而且历史记录可以是客观的，但

大多数情况下却往往是主观的，诸如“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涉及重要人物时会进行粉饰，因此任何历史都不

会绝对客观。即使历史记载可能是真实的，但也不一定是具有代表性的。需要抽象的理论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历

史，尽管文献不一定正确，但是有了理论框架、思维方式可以重新反读文献，利用现有文献，而不是受它的影响。

最后，未来是观察不到的，那么如何预测未来呢？需要抽象的理论理解过去和认识当前，然后才能预见未来，

只有按照理论逻辑想象看不见的未来，才可能是正确的。真正认识历史发展规律，以古鉴今、洞悉未来、见微知

著、高屋建瓴，需要学会创造性思维，特别是批评性思维，甚至有时需要另类的思维。其中最重要的则是掌握理论

的抽象性质。经济学家这种洞悉力的最好例子，是凯恩斯出名之作《和平的代价》。１９１９年，凯恩斯曾经作为顾

问参加旨在惩罚作为战败国的德国的巴黎和会。在政治家们全力以赴要德国赔款的时候，凯恩斯匠心独具地看

到过度沉重的赔款负担，终究要压垮德国，并预见到这会成为未来的战争灾难的种子。他的建议并没有被政治家

们接受，但是后来希特勒发动罪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二战”之后，美国一改以往要求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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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做法，实施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无疑是凯恩斯思想的开花结果（阿兰·曼，２００９，第七章）［１］。

我们再来看什么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讨论中国的发展经验，首先固然是因为我们在世界发展谱系的后

端，拥有计划经济的所有弊端，具有经历了二元经济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在经历３０余年的改革和发展过程

中，迅速地改变了面貌，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做法上，既否定了计划经

济下传统的发展战略，也没有照搬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好像创造了中国独特的模式，这些都是

研究中国问题的理由，但这还不是全部理由。

重要的是，中国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浓缩历史经验，并抽象成经济理论。中国经验的优势就在于，它自身已经

做了抽象。如刘易斯讲二元经济理论，也就是说很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经历二元经济发展

时期，这个时期的后期发生了称为转折点的变化，后来也有人称之为转折时期，一般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特

征。那么西方国家有没有呢？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刘易斯在提出二元经济理论特征时用了很多欧美早期经

济发展的经验，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西方国家也有二元经济理论。我认为，任何国家的发展过程进行抽象之后，都

是共性多于个性。为什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运用其理论的也是发展中国家，原因就在

于早期欧美国家的二元经济发展历程是匀质的、渐变的，每个特殊时期不具有典型的结构性特征，结构演变在非

常长的过程中形成。而发展中国家的结果是非均衡的、异质的，拥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的发展过程。

经济学家一直把有没有“二元经济”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历程的不同，其实我个人认为根本不同

在于发达国家本身具有很多、很大的波动，但由于早期发展历程太长，以至于最后看不出阶段变化。即是说，时间

太长把所有的区别与特征都拉平了。

中国经验不仅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浓缩了发达国家早期的发展历程，而且中国的发展比一般发展中国家

更浓缩，浓缩的结果就是把所有特定时期的特征———转折时期的特征，各种阶段性的特征更加清晰地展示出来。

因此，中国的发展经验把其他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浓缩到几十年中，这样中国经验本身已经做了足

够的抽象，研究这个抽象过程有助于再作进一步的抽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如弗里德曼所讲，谁把中国的发

展和改革说清楚，谁就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看上去这话跟没说一样，因为无法定义是否说清楚了。我想他

是说，一般而言，中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人口最多，既是计划经济的受害者，又是不发达的受害者，经济学

既要研究发展现象，又要研究转轨现象，然而这么重要的两个现象在中国同时出现，如果说清了，那么理论上一定

有创新，因此应该获得诺贝尔奖。

我们还可以从个人的功利性角度来理解为什么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经济学，无论是经济理论，还是经济发

展事实，固然应该当作一门公众的学问来研究，而不仅仅是为了搞纯粹的经济研究，应该超越这个直接目的。我

所强调的是，学经济学，理解经济发展，对每一个人都有意义。

首先，作为公职人员来说，认清世界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潮流、未来的走向，对于日常工作的判断也具

有帮助。其次，对做企业的来说，要判断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如果经历一些阶段性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的政策

含义是什么，这个含义怎么变成商机，怎么变成经营中必须避免的误区。学习经济学、理解经济发展事实对此意

义重大。再次，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研究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个人理财也有帮助。最后，培养一些经济学的理性

思维方式，对个人在一生中做出更多正确的人生抉择都会有帮助。另外，可以利用经济学的理性思维方式认识社

会和个人的关系，对社会认识得越多越透彻，能够抛开凡人琐事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更能享受得到的东西。

二、创新理论要善于批判性思考

上述关于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理由，是从一般意义上讲，或者说从纯粹的方法论上来说，中国经济

发展经验更具有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抽象的空间。对具体的研究过程来说，从商、从政、做研究的人无疑都关心

中国，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固然各有其功利目标，但是，背后有一个目的却是共性的，即培养正确的思维方式。所以

本文副标题就是“一个另类却有用的分析框架”。其实不仅仅是另类的，也是批判性的，用此思维方式来观察和分

析中国经济发展，可以说是“有用的”。随后，我们将说明为什么需要批判性思考的理由，以及培养这种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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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途径。

加尔布雷思提出“传统观念”这个概念，其核心就是，传统观念巨大的惰性是社会性的、全国性的、甚至是世界

性的。在一定程度上，大家都被现存理论解释俘获了。凯恩斯也说过，政治家无论承认与否，其实他们都是某种

已故经济学家思想的俘虏。

无论是作为理论的生产者还是消费者，理想的状况是都应该有自己创造性的思维，自己要解释现实，哪怕是

另类的理论。但是，如果不知道别人的东西，怎么知道自己是另类，如何判断自己的理论是创新的？因此，理解别

人的理论与形成自己的理论之间的关系是，要在学习过程中自己反复琢磨。接下来进入到批判性思考过程，着眼

于学的目的是为了创新，是为了有一种新的、更加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而不是学过且过、来单照收。

怎样形成自己的思维范式，或者说怎样培养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呢？一种方法是，不断研究，问题越来越深入，

最后培养出自己的一套东西，培养出自己的思维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条道路是异常艰辛的，存在不能成功

的风险，换句话说成功概率充其量只有５％。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来说，读博士学位目的是要做研究，若是想做

具体事情（当政府官员、从商），本科毕业之后就可以，或者读 ＭＢＡ。有人统计发现，在美国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

的毕业生中，只有５％的人成为经济学家。这里经济学家的含义也存在差别，我们过去认为成名成家之后有一定

影响的才被称为经济学家，但在美国，以经济学研究作为职业的就被称为经济学家。在这５％中只有更小的比例

有创造性成果，也就意味着，仅仅靠自己不断地做那些不能升华到创造性水平的研究，并不能达到目的。

所以，在做研究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回顾、总结、找路径，分析自己过去的路径对不对，然后找到下一层次的路

径。我们常常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我们的研究方式也面临着转变，在疲于奔命完成课题任务的同时，我们

也变成了传统研究方式的生产者，不断的投入（体力、脑力、精力），固然可以依靠这种方式养家糊口，但只是低水

平的循环，提高就很有限，离真正的理论创新只能渐行渐远。

三、批判性地思考的几种思维范式

一些常见的不正确思维方式，总是把我们不约而同地推向错误思维。批判性思考的一些范式问题，来自于平

时自己使用的框架去审视自己的研究，借着这些思考一些问题，虽然非常不完整，没有讨论方法论中很多成形的、

比较系统的思维框架，只是结合我自己在阅读中见到的，并于研究中进行过思考的一些逻辑要点或者误区整理于

此，以帮助我们形成批判性思维方式。

（一）“于此之后，必为所致”

这句话来自于拉丁语“Ｐｏｓｔｈｏｃｅｒｇｏｐｒｏｐｔｅｒｈｏｃ”，译为英语是“ａｆｔｅｒｔｈｉ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ｉｓ”。关于该逻辑

谬误的中文表述是，“既然这个事件在上一个事件之后发生，那么这个事件一定由上个事件引起”，可以把其简化

为“于此之后（ｐｏｓｔｈｏｃ）”。简单地讲，这是在说明一种错误的因果假设，例如错误的原因、偶然的关系或者是非因

果关系。这种逻辑谬误与“因为如此，所以这般（ｃｕｍｈｏｃｅｒｇｏｐｒｏｐｔｅｒｈｏｃ）”存在微小区别，Ｐｏｓｔｈｏｃ逻辑谬误强调

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之间的一种谬误关系。例如，春节和明信片之间的关系，在春节前发送明信片，按照时间

顺序，错误的推论是：由于先发送明信片然后才产生春节。

这种因果关系是在思考问题时，特别是在做经济学研究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在早期，比如经济学研究初

期，当时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人们还不知道计量，这个问题可能还少一些，尽管有人是正确的因果观，有人是错误

的因果观，但是错误的因果观没有成为普遍现象。但是随着经济学的高度发达，特别是计量经济学的作用越来越

重要，错误因果观成为普遍现象。可以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经济学家中有一半人是错误的因果观。我们的

学生学了计量，特别是计量学的不错的，最容易落入这种“于此之后（ｐｏｓｔｈｏｃ）”陷阱。

另外，目前在学者中存在的一个常见现象，是阅读文献时首先看用了什么数据，发现中国也有这样的数据，然

后就去看模型估计方法，最后做出结果。人家都做过了，还做它干什么呢？把前面所有理论的分析，理论的因果

都省略了。美国的学术期刊有一种不好的导向，鼓励人们在数据和估计技巧上花样翻新，误导年轻学者，使其忘

记自己的终极目标。应该反复提醒自己尽可能避免这种倾向。因为因果是客观存在的，但观察不到客观存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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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从客观出发看因果，只能看到明信片先到春节后来。因此，只能用理论看因果，没有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因果观。

（二）“反设事实”

一种值得正面推荐的方法是所谓“反设事实”法，英文为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反设事实思维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描

述了人们有设想实际情况对立面的倾向。人们经常有意地去思考，如果前提发生变化事物会完全不同，去设想事

物将会怎样。可以理解为，通常认为历史发生过一个变化，随后产生了因它而生的一系列变化，但是，作为逻辑起

点，假如作为因的变化是不真实的，即假如没有这样的变化，那么随后的所有结论就有可能不成立了。

在思考问题时需要想一想，作为逻辑起点的那个事件到底真实不真实。任何研究都不可避免回到以前那个

时间的逻辑起点。如果中国不是计划经济，当然只是一种纯粹的假设，如果计划经济不是由意识形态造成的，而

是为了加快工业化，那么该怎样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仅仅是因为斯大林告诉中国要搞计划经济，那么对于

中国经济发展的解释又会是什么结果。研究中大部分时间都会与过去的事实打交道，因此有必要分析过去的事

实是否成立。当起点事实发生变化后，某些原来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正确。但是如果不改变起点事实，不设想不

同的起点事实，不用理论推理出这样的事实，可能后面的研究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只能是人云亦云，得不出有价值

的研究结论。因此，善于提出假设，重现假设历史，都可能是培养自己思维的一种方式。

罗伯特·福格尔（ＲｏｂｅｒｔＦｏｇｅｌ）与诺斯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是他的两个与所有现存的观点完

全不一样，且经计量经济史方法检验的观点。［２］一个是美国的奴隶制。普遍认为奴隶制是不人道的、低效率的，但

他研究的出发点是，假如是低效率的，为什么为了推翻它却是通过战争，花费巨大代价，而不是通过经济制度的转

变来改变。他回到起点进行研究发现，奴隶制是有效率的，而且在南方效率很高，反推发现，南北战争造成巨大的

经济损失，甚至几十年都没有回到原点上。另一个例子是贯通美国东西的大铁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长期

以来在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中，都认为东西大铁路对美国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因为它使美国经济加快西进。这

里，他也回到原来的起点进行研究发现，东西大铁路的修建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微乎其微，根本不能解释美国

经济快速的增长。

安格斯·麦迪森（ＡｎｇｕｓＭａｄｉｓｏｎ）的研究（例如《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的方法论，

也建立在“反设事实”的出发点上。他整理的各国经济历史数据，在实际历史上是没有的，为了发掘这些数据在方

法上必须有假设，要有一种特殊的路径才能回到原点把“没有”变成“有”，他使用的也是反设事实的方法。

我和同事写过一篇关于剩余劳动力估计的文章，设问“假如农业劳动力不再剩余，会发生什么”。剩余劳动力

估计本身并不需要反设事实，只是一种反传统观念，但逻辑上继续推演，就是反设事实方法了：如果剩余劳动力不

再是１５亿或者２亿，而是很少甚至微不足道，那么一向为人接受的很多其他结论可能是错的，例如城乡收入差

距可能被夸大；农业技术进步也不再是劳动使用型，而可能是劳动节约型。

（三）“传统观念”

加尔布雷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被主流经济学家当做另类，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批判他，甚至他当选美

国经济学会主席之后，有许多一流的大师级人物宣称要抵制他，不参加会。但最后这些人还是都到会了。虽然他

们众口一词地进行批判，但是却不得不承认加尔布雷思的巨大影响，可以批判他不是正宗经济学家，但是不会认

为他是无足轻重的人物。他当过总统的顾问、驻印度大使、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没能获得诺贝尔奖，但他的影响

却是迄今为止美国经济学家中最大的。加尔布雷思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写的《富裕社会》［３］就是批判传统观念或

传统智慧（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ｗｉｓｄｏｍ），其中第二章阐述传统观念的概念。如果说经济学家有谁创造了一系列概念，能够

持久地变成全世界流行的知识分子共同语言，他是唯一的，例如传统智慧、制衡力量等等。

加尔布雷思的意思是，当反思最经常接受的观念或理念时，很可能发现它们已经过时。创造这些概念时可能

进行了抽象，反映了特定时期相对的真理、相对的规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传统观念，这意味着他们不能解

释今天。加尔布雷思是一个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凯恩斯出现的时候遭到了众多人批判，尤其在美国。凯恩斯遇

到的最大挑战，就是亚当·斯密、马歇尔流传下来的古典或新古典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因此在凯恩斯的时候

这些理论即为传统观念。加尔布雷思也认为，随着凯恩斯被人们接受以后，他自身也不可避免成为传统观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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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不怀疑传统观念，永远都会跟在别人后面思维，甚至是在不断地试图验证这些传统观念。

传统观念最大的问题，即最容易让我们掉入这个陷阱的原因是，我们天生就崇拜前人、死人、名人、权威。如

果当今有人提一种理论，尤其是他跟我是同代人、同辈人、甚至是我大学同学，那么即使是正确的，我都会说这是

错的，很自然地挑战他的权威。如果这个人已经被称作大师，成为很权威的学问家，那么我就不会挑战，我接受他

的观点就变成传统观念。加尔布雷思在《富裕社会》中提到，传统观念不容易被推翻，即使做了很多工作，人们也

认为是对的，但转身之后又回到传统观念。

以中国人口的数量为例。许多人动辄说中国人口将要达到１６亿高峰，但是研究人口的都知道，中国人口甚

至不可能达到１５亿，即使在适度调整生育政策的情况下也不可能。１６亿只是最初的预测，然而预测需要随着变

动不断调整。比如说世界银行最初预测中国 ＧＤＰ增长率在某年是８％，如果第一季度中国 ＧＤＰ增长率超过了

１０％，那么世界银行必须立刻调整。同样，中国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就必须调整预测，调整至今无论怎样也不会

有１６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你无论怎么说中国人口峰值不会超过１５亿，人们也承认你的权威，但下次他们遇

到这个话题时，依然还是讲１６亿。仅是以此作为一个例子，传统观念并不是单指是否接受新证据，更是指支配思

维的观念。

如果面对有相同学术规范的经济学家，我把所有该质疑的都质疑了，你也解释清楚了，其中没有错误，我也认

同是正确的，那么你的证据我可以接受，但是我的思维方式还是不变。加尔布雷思出了一部系列剧叫《不确定的

年代》，质疑弗里德曼所坚信的自由主义，弗里德曼担心人们会改变自由主义的观念，所以急忙拍了《自由的选

择》。质疑传统观念是必要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学术规范不健全，很多所谓事实都是错的，从一开始可能

就是错的，即使有些东西曾经是对的，但在很久之前已经错了，可我们依然当作事实来接受。

（四）“皆因一根钉”

另一个有助于进行批判性思考的步骤，是关注逻辑细节。以一首诗作为这一段的开始：Ｆｏｒｗａｎｔｏｆａｎａｉｌｔｈｅ

ｓｈｏｅｗａｓｌｏｓｔ；Ｆｏｒｗａｎｔｏｆａｓｈｏｅｔｈｅｈｏｒｓｅｗａｓｌｏｓｔ；Ｆｏｒｗａｎｔｏｆａｈｏｒｓｅｔｈｅｒｉｄｅｒｗａｓｌｏｓｔ；Ｆｏｒｗａｎｔｏｆａｒｉｄｅｒｔｈｅｂａｔｔｌｅ

ｗａｓｌｏｓｔ；Ｆｏｒｗａｎｔｏｆａｂａｔｔｌｅｔｈｅｋｉｎｇｄｏｍｗａｓｌｏｓｔ；Ａｎｄａｌｌｆｏｒｔｈｅｗａｎｔｏｆａｈｏｒｓｅｓｈｏｅｎａｉｌ。翻译成中文可以是这样：

只因少根钉，蹄铁无踪影；只因少蹄铁，战马送了命；只因缺战马，大将竟牺牲；只因缺大将，战争没打赢；只因输战

争，王国一命终；坏事连成串，皆因一根钉。

引用这段是要说明，在进行大胆假设之后，还要小心求证。中国传统的所谓小心求证，也是粗放型求证，努力

发现为我所用的材料。在经济学分析的过程中，核心依然不是表面的东西，仍是理论逻辑。数学使经济学分析更

加严密，对于大脑来说，有人天生严密，有人天生跳跃，因此不用数学约束大脑时，担心缺乏逻辑性和每一步骤的高精

密要求。在做了所有的创造和批判之后，并不见得一定会实现理论创新，必须对理论进行严谨的推理及检验。

建筑理论大厦，或者哪怕只是建筑理论小屋，也是要靠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建起来的，没有这些材料不行，类

似于没有马钉。但还要有结构，没有结构就不知道怎么建。因此，在整个逻辑中细节最重要，苛刻地讲，没有细节

就没有逻辑。以我们自己为例，整个研究论证的细节远远不够完美，这需要长期培养，谁也做不到最完美，但是要

逐渐提高，不断臻于完美。

如果做学问是为了完美，为了创造，就应该使细节完善，哪怕是没有人能够看出来的细节，也产生一种美感。

理论上、逻辑上的完美可以使自己做研究有愉悦感。另外，我认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即使你是一个精英，你能

挑出其他人的这个毛病那个毛病，但是把群众加总起来之后形成的判断力你是想象不到的。只要有正确的研究

观，自己获得理论的满足，期望做出真实的贡献，就要非常注重研究的逻辑细节。

四、关于经济发展的特征性事实

愿意尝试运用正确的思维方式支配自己的分析之后，理解中国经济发展，还需要从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识入

手，特别是有些可能涉及经济史上著名的争论，譬如说解释李约瑟之谜。可借鉴的是经典文献中关于经济发展特

征性事实的概括。经济学文献中，大家把自己做出的一些研究结论，不轻易称为经济理论、经济规律，只称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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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特征性事实（ｓｔｙｌｉｚｅｄｆａｃｔｓ）。尽管不一定都是真实的，但是可以成为研究和观察问题的起点，按照这个“事实”进

行另类研究，研究事实本身的变化，思考如何检验这些事实。如果发现某些“事实”是错误的，恰好可以提出反论。

面对前人已经做过研究，既然能把它们称为特征性事实，说明做了足够的研究分析并进行了概括。因此，这

些概括是非常好的起点，已有的研究要经常放在这些框架中进行检验，这是一种非常有益的研究方式。关注特征

性事实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方面，在你尚没有足够经验的时候，可以把特征性事实作为一种参照。例如，使用中国

的数据做一个计量研究，发现结论在某些特征性事实中陈述过，那么会更加确信自己的研究。另一方面，研究经

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对相关陈述进行检验，验证它们在中国是否仍是事实，增进自己的认识。

（一）库兹涅茨关于现代经济增长

在我研究的早期，读的比较多，引用也比较多的，是库兹涅茨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事实概括。近年来，讲刘易

斯理论的时候，我们懂得了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则存在一个转折点即

刘易斯转折点。但是，达到这个转折点之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转向哪里呢？库兹涅茨研究的正是关于从传统

经济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变。

在他的诺贝尔奖演讲中，库兹涅茨用了六个特征对现代经济增长进行概括（西蒙·库兹涅茨，１９９７）［４］。第一

个最明显的特征是，发达国家中人均产值和人口的高增长率，两者都是这些国家以前可观察的速率和世界其他国

家及地区的速率的较大倍数。第二个特征，每种生产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达到以往未曾有

过的速度。第三，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包括从农业转向非农业，从工业转向服务业，生产单位规模的变化和与此

有关的企业类型变化，职业状况变化及其他方面变化，都以更快的速度进行。第四，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相应导

致了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变化。第五，发达国家借助于增大的技术力量，特别是在通讯和运输方面，造成一个

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同的世界。按现在的语言，就是全球化。第六，现代经济增长传播仍然只具有局部效应，占

很大人口比重的世界其他部分，经济成就仍远远达不到既有技术潜力的最低水平，即存在发展的区域差距。

中国正在跨向刘易斯转折点，按照已有的概念转向现代经济增长，可以依据这六条标准进行参照。同时，我

们也可以分析这六条标准的现代版本，或者说在什么意义上这六条标准中的某些可能已经不太准确，也许当年日

本转型时可以把它作为标准来判断，但是现在它可能不是更为本质的标准或特征。

（二）帕兰特—普雷斯科特发展事实

帕兰特—普雷斯科特发展事实，是这两位作者（斯蒂芬·帕伦特、爱德华·普雷斯科特，２０１０）［５］总结２０多年

经验所提出来的，特别强调收入分配的发展事实，其中普雷斯科特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事实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第一，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财富差距。第二，财富差距既没有扩大也没有缩小，１９６０—１９８５年期间基

本稳定。第三，财富分配是上移的，即富人越来越富裕，但是穷人也比以往富了。不是说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

越穷，因此，没有绝对贫困陷阱。第四，既有发展奇迹也有发展灾难。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就是说经过中等收入

阶段之后，有的国家是经历了发展奇迹，即向高收入水平迈进，有的是经历了发展灾难，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中。

这是他们概括的与收入分配状况、收入差距扩大还是缩小有关的，或者说趋同还是趋异有关的一些基本观察。

（三）卡尔多事实

卡尔多与凯恩斯同年代，他做了很多贡献可以与凯恩斯相媲美，他在经济学家中的地位颇高，但就圈子之外

的知名度而言，却远远不能与凯恩斯相比。卡尔多（Ｋａｌｄｏｒ，１９６１）［６］关于经济发展的事实一共有六个：第一，劳动

生产率持续提高。第二，人均资本也相应保持持续的增长。第三，从长期来看，利率或者是资本回报率是比较稳

定的。第四，资本产出比例也是稳定的。第五，资本和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是稳定的。第六，在世界上同为

快速发展的国家之间，人均产出增长率存在着显著差距。

其中概括了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现象都和我们今天的研究有关系。例如，在讨论初次分配时，我们就要回答

过去３０年中，资本和劳动相对回报率如何变化，是否资本份额提高，劳动份额下降。有意思的是，我读卡尔多学

术传记时看到，在卡尔多在世时就有很多人抱怨，认为所谓的卡尔多事实根本就不是事实。或许我们可以针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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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发展的研究，通过证伪的手段检验卡尔多事实，或者否定卡尔多事实。

（四）新卡尔多事实

新卡尔多事实是查尔斯·琼斯和保罗·罗默（ＪｏｎｅｓａｎｄＲｏｍｅｒ，２００９）［７］提出的，新卡尔多事实包括以下六个

方面：第一，市场范围的扩大。全球化和城市化促进了货物、创意（ｉｄｅａ）、资金和人员的流动，进而扩大了所有劳

工和消费者的市场范围。第二，加速增长。几千年来，人口和人均ＧＤＰ的增长在加速，从几乎为零增加到２０世纪

观察到的较快增长。第三，现代增长速度的差异。人均ＧＤＰ增长速度的差异随着与前沿科技水平的差距增加而

增大。第四，较大的收入和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差异。生产要素投入的不同只能解释人均 ＧＤＰ增长差异中的不

到一半（换句话说，全要素生产率的解释力可以超过５０％）。第五，世界各地的人均人力资本大幅度增加。第六，

相对工资的长期稳定。人力资本相对于非熟练工人而言在不断增加，但这种量的增加并没有造成其相对价格的

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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