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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高速增长之源
Ξ

———基于拉尼斯 - 费模型的研究

刘志忠　杨海余　王耀中

　　摘要 : 中国具有资本缺乏、劳动力剩余的资源禀赋 ,同时要素市场分割 ,民营企业面

临资本相对昂贵而劳动相对便宜的宏观环境 ,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产品 ;而建立在赶超发展

战略基础上的国有企业继续面临资本相对便宜而劳动相对昂贵的传统宏观环境 ,生产资

本密集型产品。民营企业把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到生产中 ,产量大幅度增长。

国有企业继续背负着沉重的政策性负担 ,资本密集型产品产量增长较缓慢。当配置到劳

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中的农村劳动力不断增多时 ,经济增长偏向劳动密集的出口产品 ,这推

动了中国出口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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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出口贸易持续高速增长 ,

1979-2005 年 ,中国出口贸易年均增长 18.14%, 比

同期全球出口贸易年均增长率高约 10.17%, 比

1951-1978 年中国出口贸易年均增长率高6.07% 。

出口贸易高速增长成为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最突出

的经济现象 ,研究这一经济现象对于理解、评估、分

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侧面具有普遍意义。

长期以来 ,很多国内学者和海外研究中国对外

贸易问题的专家在分析中国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

时 ,通常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基础上 ,对出口

函数进行研究。的确 ,实际汇率的变动、世界经济增

长、中国生产技术的进步、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市

场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都推动了中国

对外贸易 (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然而 ,“现有的新

古典经济学本身在分析转型问题上存在着先天的缺

陷”① ,它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暗含的分析前

提 ,这与实施赶超战略的国家中国有企业缺乏自生

能力 ,需要政府保护、扶持和补贴的现实不符。因

此 ,正确解读中国出口高速增长之源 ,需要把企业是

否具有自生能力纳入到中国出口增长研究中 ,从更

基本和微观的决策方面解释中国出口贸易高速增长

这一经济现象 ,并回答谁是影响出口贸易高速增长

的主要决定者 ? 其所处的环境有哪些特性 ? 主要决

定者在何种约束下做出何种决策 ? 这种决策如何推

动中国出口贸易高速增长 ? 以及出口贸易高速增长

如何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

本文以劳动力剩余这一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为

研究出发点 ,通过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纳入拉

尼斯 - 费模型②来对其进行扩展 ,并在经济转型的

拉尼斯 - 费模型框架中 ,对二元经济结构与要素价

格扭曲、资源禀赋与厂商产品选择差异、农村劳动力

流动与民营经济发展、相对优势发挥及中国出口增

长进行理论研究 ,在一个逻辑一致的框架内 ,充分描

述经济转型过程中种种经济现象的相互关联和影

响。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考察转型经济

的初始特征 ,在简述拉尼斯 - 费模型基础上 ,分析其

对赶超战略下劳动力剩余经济发展的预测能力 ,并

修正拉尼斯 - 费模型的设定 ;第三部分考察封闭的

转型经济的发展 ,在加入不断商业化的民营工业部

门和农村劳动力流动后 ,拉尼斯 - 费模型所预言的

经济发展得以实现 ;第四部分考察开放的转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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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 ,在加入要素价格扭曲与厂商产品选择差异

后 ,民营工业部门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增长导致了

偏向出口型的经济增长 ,并最终推动中国出口贸易

高速增长 ;最后总结中国出口增长机制。

二、赶超战略下的拉尼
斯 - 费模型 :初始特征

　　(一)拉尼斯 - 费模型

拉尼斯 - 费模型假定劳动力剩余经济以两个部

门共存为特征 ,自然农业部门比较庞大但极端停滞 ,

并靠制度的力量决定工资率 ,现代工业部门比较小

但在不断商业化。经济生活中存在土地、资本和劳

动力三种生产要素 ,资本和土地是稀缺的 ,劳动力是

充裕、甚至是剩余的 ,土地和劳动力被农业部门用来

生产农产品 ,资本和劳动力被工业部门用来生产工

业制成品。在这些基本模型设定下 ,拉尼斯 - 费模

型表明成功增长的劳动力剩余经济会出现劳动力从

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不断的再配置 ,“工业部门通过

创新活动 ,连同由工业利润 ( K) 供应资金的新资本

货物的积累和主要以食物与原料形式提交工业部门

的农业剩余 (F) ,能够吸收劳力。”③农业部门生产率

的提高将释放更多劳动力 (L) ,并为不断增加的工

业消费品和资本品 (C) 提供市场。这将使农业人口

相对于工业人口逐步减少 ,如图 1 所示 ,农业部门不

断缩小 ,工业部门不断扩大。

图 1 　拉尼斯 - 费模型的简化框架

(二)赶超战略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采取了重工业优

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由于赶超战略与中国劳动力充

裕、资本缺乏的资源禀赋并不相适应 ,资本高度密集

的重工业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和设备需要

进口三个基本特性 ,这既与中国利率水平高形成矛

盾 ,又与中国少量的经济剩余分散在农村从而筹资

能力弱形成矛盾。为解决赶超战略与资源禀赋不一

致的矛盾 ,政府采取了全面排斥市场机制的制度安

排 ,来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④为降低筹资成本 ,

把分散在农村的经济剩余转移出来 ,政府制定了农

产品低价政策 ,农产品低价导致农产品短缺 ,这又促

使政府在城镇实施农产品配给制度。政府明确粮食

按城镇户口 (即非农业户口) 实行计划供应 ,由于城

镇户口是获得低价国家粮的前提条件 ,城乡劳动力

市场分割开始表面化。

当政府只向城镇居民提供低价的粮食和生活必

需品时 ,对于农民而言 ,城镇就变得更有吸引力了。

与此同时 ,政府最大限度地从农民手中强制性征购

粮食 ,农民只对剩余粮食享有权利 ,当收成不好时 ,

农民上缴定购后 ,余下的粮食根本不够吃 , ⑤这使得

农村对于农民变得没有吸引力了。政府为实现农产

品的统购、提高农业生产力而加快了农业合作化运

动 ,这使农村变得更没有吸引力。在自由迁徙的条

件下 ,大量农民放弃土地、离开农业生产合作社 ,来

到城镇寻找工作 ,并获得城镇户口。这一方面导致

农村劳动力的减少 ,进而导致农产品供给减少 ,另一

方面又导致城镇人口所需计划粮增加 ,从而进一步

加剧短缺。针对上述问题 ,1958 年 1 月 9 日 ,《中华

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实施 ,对农民进入城

镇做出了约束性限制。

由于以重工业为中心不可动摇 ,这意味着农产

品低价政策不可改变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得以维

持 ,农村劳动力有流向城镇或成为国有企业职工的

强烈愿望 ,这必将加剧农产品短缺。为有效减轻农

产品短缺程度 ,由赶超战略所内生出的制度安排严

格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成农

村劳动力市场和城市劳动力市场 ,在传统计划体制

下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 ,城镇居民与国有企事业单

位分别是供求双方 ,在基本禁止农村劳动力流入的

城市条件下 ,政府实施全面就业的政策。

(三)赶超战略下的拉尼斯 - 费模型

在中国这种典型的劳动力剩余经济中 ,重工业

优先发展战略内生决定了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

境、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

权的微观经营制度。⑥这种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

制决定了中国这种典型的劳动力剩余经济并不能实

现成功增长。这首先表现在 ,内生于赶超战略的国

有工业部门与拉尼斯 - 费模型的设定恰恰相反 ,它

并未不断商业化。国有工业企业是生产资料或公有

财产的经营者或使用者 ,而不是所有者 ,它的行为目

标是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与企业留利之和最大

化 , ⑦国家因此而对其实行直接计划管理 ,企业却因

此并不具有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 ,这决定了国有工

业部门内部劳动激励不足、外部竞争缺乏、生产效率

低下和创新活动极度缺乏 ,工业部门扩张能力有限。

其次 ,劳动力市场分割使得工业部门可能产生的任

何推动力量都不能触及自然农业部门的经济生活。

虽然工农业部门继续通过农产品与工业消费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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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等价交换而建立经济联系 ,但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断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再配置 ,工

业部门不能通过吸纳农村劳动力来加快工业化进程

和实现成功增长。

三、经济转型中的拉尼
斯 - 费模型 :封闭情形

　　(一)经济转型中的新兴劳动力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状态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 ,在传统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仍保留着

其固有的基本特征的同时 ,一个以农村劳动力为供

给方 ,以城镇民营企业为需求方的新兴劳动力市场

不断成长壮大。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触动了低价农产

品政策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 ,政府在农村实施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 ,并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

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 ,长期未能解决的农产品短缺

问题迎刃而解 ,城镇自由市场上有了充足的食品 ,这

就解决了可能流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的食品短缺问

题 ,也从根本上瓦解了城镇食品配给制度。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新的制度安排也从两方面促成了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 :一方面 ,它解除了人民公社集体

工作制度对劳动力个人时间自由配置的限制 ,在新

制度安排下 ,农民可以对农闲时间进行自由配置 ,农

民家庭可以对不同劳动力进行自由配置 ;另一方面 ,

它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释放出大量的农村劳

动力。食品短缺问题的解决和农村劳动力的释放产

生了新兴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方。与此同时 ,民营企

业被允许合法存在和发展 ,并作为劳动力的需求方

进入新兴劳动力市场。由于农村居民是新兴劳动力

市场的主要供给者 ,传统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就演变

成新兴劳动力市场。

经济体制改革也促使政府职责发生转变 ,营建

自由、开放、竞争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成为政府最

重要的一个职责 ,让市场正常运转 ,消除各种可能存

在的阻碍 ,让每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微观经

济主体在市场上进行以成本与收益分析为基础的理

性选择。当新兴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双方同时出现

时 ,政府在未改变传统城市劳动力市场固有基本特

性的基础上 ,促成了新兴劳动力市场不断成长壮大。

(二)民营企业与劳动力的配置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 ,民营企业与市场经济之间

天然耦合的属性使得其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 ,市场

占有份额不断提高 ,经济剩余和利润不断增多 ,民营

企业资本积累增加。当民营企业投入到生产中的资

本增加时 ,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提高 ,在其他条件不变

时 ,这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流动。

当劳动力总量为图 2 中的 OAOS ,且劳动力市场

分割时 ,因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劳动力流动 ,国有工业

部门就业人数只有如图 2 所示的 OSOP ,农村劳动力

人数为如图 2 所示的 OAOP ,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

价格分别为 PA、PM ,农业部门、国有工业部门、民营

工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线分别为如图 2 所

示的 PA ×MPLA、PM ×MPLS、PM ×MPLP。图 2 中 ,

PA ×MPLA、PM ×MPLS 和 PM ×MPLP 的原点分别为

OA、OS 和 OP ,民营企业进入农村劳动力市场 ,从 OP

往左移动表示投入到民营工业制成品生产中的劳动

力数量增加 ,当农村劳动力总量为 OAOP 时 ,这意味

着投入到农产品生产中的劳动力数量减少。由于农

村存在剩余劳动力 , 农业部门工资是制度工资

(CIW) ,如图 2 的 CIW线所示。

当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等民营企业逐步被允许

合法存在和发展后 ,其利润实现及资本积累逐步完

成 ,民营企业投入到生产中的资本数量不断快速增

长 ,这使其边际产品价值线不断向左上方移动。如

图 2 所示 ,从 PM ×MPLP 移到 PM ×MPLP′,并进一步

移动到 PM ×MPLP″。这改变了农村劳动力在工农业

部门间的配置 ,当 PM ×MPLP 线与 CIW线相交于 E

点时 ,在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为 OALP ,在民营工

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为LPOP ,LPOP 单位的农村劳动

力流动到民营工业部门。当民营企业资本积累使其

PM ×MPLP 线向左上方移动到 PM ×MPLP′时 ,流动到

民营工业部门的农村劳动力新增了 LPLP′。民营企

业的发展加快了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配置 ,同

时 ,农村劳动力向民营工业部门的流动也促进了民

营工业利润和产值的增长。在农村劳动力剩余时 ,

民营企业向民工支付的工资等于制度工资 ,而国有

企业职工因劳动力市场分割而获得较高的工资 WS。

图 2 　民营企业与劳动力的配置

(三)经济转型中的拉尼斯 - 费模型 :封闭情形

经济体制改革允许民营企业合法存在和发展。

在传统的农业部门和国有工业部门之外 ,存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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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商业化的民营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的发展既为

民营工业部门提供农业剩余和更多劳动力 ,也为不

断增加的工业消费品和资本品提供市场。民营工业

部门则通过其创新活动不断增加经济剩余和资本积

累 ,并把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吸纳到工业制成品的生

产中。如图 3 所示 ,农业部门不断缩小 ,民营工业部

门不断扩大 ,中国的经济转型实现了劳动力剩余经

济的成功增长。不过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 ,劳动力市

场分割的基本特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动 ,虽然

国有工业部门工资继续高于农业部门和民营工业部

门 ,但劳动力并没有大规模向国有工业部门流动 ,国

有工业部门生产增长较缓慢。

图 3 　经济转型中的拉尼斯 - 费模型 :封闭情形

四、经济转型中的拉尼
斯 - 费模型 :开放情形

　　(一)经济转型中的要素价格差异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 ,劳动力市场继续分割 ,民营

工业部门的存在和发展使得工业部门内部的劳动报

酬形成差异 ,国有企业职工劳动报酬高于民营企业。

与此同时 ,民营工业部门与国有工业部门在筹集资

金的成本上也形成差异。经济转型使得内生于赶超

战略的金融制度安排不断变迁 ,城市金融市场由中

国人民银行独家垄断、农村金融市场由农村信用合

作社独家垄断式的一行一社制金融市场发生了重大

变化。在民营企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 ,金融市场逐

渐形成金融二元主义的歧视性制度安排 ,使得非正

式金融市场和传统体制下有组织的正式金融市场相

互分割、独立运行。⑧在金融二元主义的制度安排

下 ,政府人为地压低利率水平 ,限制民营企业进入金

融市场 ,通过国有银行实施信贷配给优先支持国有

企业 ,并最终形成两类企业利率差异。在体制内金

融市场上 ,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分别是供求双方 ,国

有企业向国有银行支付低利率。在新兴的体制外金

融市场上 ,民营企业是主要的需求者 ,而供给者包括

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主体 ,民营企业向资金供给者

支付高利率。

(二)两类厂商产品选择差异与自生能力

当民营企业面临资本相对昂贵而劳动相对便宜

的宏观环境 ,而国有企业面临资本相对便宜而劳动

相对昂贵的传统宏观环境 ,民营企业所面临的要素

相对价格 (w1/r 1) 小于国有企业所面临的要素相对

价格 (w2/r 2)时 ,民营企业等成本线的斜率小于国有

企业等成本线的斜率 ,如图 4 所示 ,民营企业等成本

线 CC比较平坦 ,而国有企业等成本线 DD 比较陡

峭。

当市场上存在劳动密集型商品 X、资本密集型

商品 Y,生产过程中不存在要素密集度转换 ,且一种

类型企业只能选择一种产品生产时 ,民营企业选择

生产 X商品 ,而国有企业选择生产 Y商品。因为当

民营企业选择生产 Y商品时 ,其等成本线将从 CC

向右移动到 C1C1 ,C1C1 与 Y商品等产量线 1/P Y 相

切于 F1 点 ,这意味着相对于生产价值为 1 的 X 商

品 ,民营企业生产价值为 1 的 Y商品所需要投入的

成本增加 ,这促使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民营企业选择

生产 X商品。与此类似 ,如果国有企业选择生产 X

商品 ,其等成本线将从 DD 向右移动到 D1D1 ,D1D1

与 X商品等产量线 1/P X 相切于 E1 点 ,这意味着相

对于生产价值为 1 的 Y商品 ,国有企业生产价值为

1 的 X商品所需要投入的成本增加 ,这促使追求本

单位净收入最大化的国有企业选择生产 Y商品。

图 4 　要素价格与投入选择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 ,传统的计划经济正不断转

变成一个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 ,扭曲的生产

要素价格体系向由资源禀赋决定的均衡相对价格不

断趋近。在一个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中 ,中

国所具有的资本缺乏、劳动力充裕的资源禀赋决定

中国厂商选择劳动密集型商品进行生产。当政府基

于赶超战略干预国有企业的产品选择 ,国有企业被

迫选择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生产时 ,厂商将不具有

自生能力 ,此时 ,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管理不能在自

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

润 ,只有在政府提供补贴时 ,国有企业才可能存

在。⑨⑩民营企业根据资源禀赋决定的要素相对价格

56



选择劳动密集型商品进行生产 ,具有自生能力。

(三)经济转型中的拉尼斯 - 费模型 :开放情形

开放的劳动力剩余经济具有生产劳动密集型产

品的比较优势 ,并形成出口 ( E) 劳动密集型产品、进

口 (M)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格局。具有自生能力

的民营企业不断获得经济剩余、不断加快资本积累 ,

并把农村劳动力吸纳到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中 ,生

产高速增长。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继续背负

着沉重的政策性负担 ,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增长较

为缓慢。这使得中国出现了偏向出口型的经济增

长 ,在贸易条件和消费者偏好变动较小时 ,这推动了

出口贸易高速增长。反过来 ,出口贸易也成为中国

经济成功增长的促进器 ,当国内部门不能为生产高

速增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提供足够大的市场时 ,民

营工业部门生产能力的发挥依赖于国外部门的强劲

需求。�λϖ出口贸易高速增长为民营工业部门的发展

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而民营工业部门的发展又

能把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吸纳到工业生产中 ,劳动力

剩余经济实现成功增长。�λω

图 5 　经济转型中的拉尼斯 - 费模型 :开放情形

五、中国出口高速增长机
制 :一个简图及其要义

　　图 6 对中国出口增长机制进行了总结。�λξ由于

中国具有资本缺乏、劳动力剩余的资源禀赋 ,同时要

素市场分割 ,民营企业面临资本相对昂贵而劳动相

对便宜的宏观环境 ,选择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生产

劳动密集型产品 ;而建立在赶超发展战略基础上的

国有企业继续面临资本相对便宜而劳动相对昂贵的

传统宏观环境 ,继续在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

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实现了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激发了农村劳动

力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 ,使得粮食产量和农副产品

大幅度增长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分流大幅增加

了农村劳动力市场的供给 ,农村劳动力地区间流动

和产业间流动加快。另一方面允许乡镇企业、私营

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合法存在和发展也促进了资本

积累和资本流入。民营企业把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

劳动力吸纳到产品生产中 ,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生产

能力不断增强 ,劳动密集型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

而国有企业继续背负着沉重的政策性负担 ,并且在

生产要素价格体系向由资源禀赋决定的均衡相对价

格不断趋近过程中 ,越来越不具有自生能力 ,资本密

集型产品产量增长较缓慢。当配置到劳动密集型产

品生产中的农村劳动力不断增多时 ,经济增长偏向

劳动密集型产品 ,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是由要素禀

赋决定的出口产品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偏向出口型

的 ,在贸易条件和消费偏好不发生大的变化时 ,这推

动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

图 6 　中国出口增长机制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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