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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阶段的学术解释
———“两阶段理论”的视角

龚　 刚∗

　 　 摘要: 经济学中存在着按所有制和生产力区分的各种阶段论ꎬ与此同时ꎬ经济

学中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陷阱理论ꎮ 两阶段理论是从生产力的资源禀赋结构视角

结合陷阱理论来研究经济的发展阶段ꎮ 从两阶段理论的视角ꎬ本文对新发展阶段

进行了学术解释ꎬ特别地ꎬ将新发展阶段(第二阶段)下中国经济的特征与之前的发

展阶段(第一阶段)进行比较ꎮ 以此为基础ꎬ进一步讨论了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ꎬ提出:(１)适当降低经济增长率目标ꎻ(２)扩大内需ꎻ(３)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扩大内需ꎮ
关键词: 两阶段理论ꎻ新发展阶段ꎻ经济高质量发展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图分类号: Ｆ０１６.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ꎮ”就经济发展而言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发展

阶段ꎮ 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已经被广泛认可ꎬ但是对其学术基础的讨论却并不多见ꎮ
例如ꎬ为什么说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新发展阶段的具体特征是什么? 与前一个发

展阶段的区别在哪儿? 新发展阶段有没有学理基础? 它与经济学文献中的各种发展阶段论之

间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 最为主要的是ꎬ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是什么?
本文将基于“两阶段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ꎮ

一、文献中的各种阶段论

首先ꎬ我们将讨论一下文献中的各种发展阶段论ꎮ
(一)按所有制区分的发展阶段

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ꎬ人类社会形态依次可以演进为:亚细亚所有制、古代所有制、封
建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未来共产主义所有制ꎮ① 马克思进一步把共产主义区分为初级

阶段和高级阶段ꎮ 列宁则明确把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定义为社会主义ꎬ同时对社会主义进行

了更为详细的划分ꎮ 由此我们看到了从所有制视角所区分的各种不同的发展阶段ꎮ
这里ꎬ有必要说明如下两点:第一ꎬ马克思在指出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同时并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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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ꎬ某些民族和国家可以跨越某一个或几个历史阶段而向前发展ꎬ即历

史阶段是可以跨越的ꎻ第二ꎬ马克思认为尽管社会制度具有可跨越性ꎬ但是生产力的发展阶

段是不可跨越的(顾玉兰ꎬ２００３)ꎮ
(二)按生产力区分的发展阶段

西方学者基本上都是从生产力的视角对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进行区分ꎮ
首先是按先进性程度ꎮ 李斯特(Ｌｉｓｔꎬ１８４１)把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狩猎社会、畜

牧社会、农业社会、农工业社会和农工商业社会ꎮ 凡勃仑(Ｖｅｂｌｅｎꎬ１８９９)则把人类社会分为:
原始的野蛮时代、未开发时代、手工业时代和机器时代ꎮ 罗斯托(Ｒｏｓｔｏｗꎬ１９９０)的六个发展

阶段论也非常著名ꎬ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条件、起飞、走向成熟、高消费和追求生活品质

六个阶段ꎮ 我国学者周学(１９９４)也按此逻辑将发展阶段区分为:低收入阶段、温饱阶段、小
康阶段、中等富裕阶段和高富裕阶段ꎮ 必须说明的是ꎬ此种类型的研究一般缺乏对发展或进

入下一个阶段的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ꎮ
第二种从生产力视角讨论发展阶段的理论则是以产业结构为基本线索ꎮ 配第(Ｐｅｔｔｙꎬ

１６９０)就预测:人类社会的发展将呈现出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再转向第三产业ꎬ
而产业重心也逐渐从有形资产转向无形资产ꎮ 这一论述成为后期的产业结构理论的思想源

泉ꎮ 通过比较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三类产业中的劳动力投入和产出数据ꎬ克拉克(Ｃｌａｒｋꎬ
１９４０)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ꎮ 后人将这一研究成果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ꎮ “配第－克拉

克定理”后来也得到了许多其他研究的支持ꎮ 必须说明的是ꎬ由于第三产业中存在着大量的

劳动密集型和全要素生产力低下的产业ꎬ因此ꎬ第三产业的扩大并不一定能带来生产力的提

高和人均 ＧＤＰ 的增长ꎮ 此外ꎬ尽管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都很发达ꎬ所占的比例通常在 ７０％
以上ꎬ但更高的第三产业比例并不一定意味着更高的经济发达程度ꎬ例如印度、乌克兰、哈萨

克斯坦、菲律宾等国的第三产业的比例都远远高于中国ꎬ但很难说它们的经济发展程度也高

于中国ꎮ
更为流行的从生产力视角去讨论发展阶段的理论则出现于相关的经济增长文献中ꎮ 经

济增长理论一般是根据要素禀赋的演变来区分发展阶段的ꎮ 生产要素一般包括:劳动力、土
地、资本和技术等ꎬ而各种要素禀赋结构比例的演变就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阶段ꎮ 索洛

(Ｓｏｌｏｗꎬ１９５６)的增长理论是以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结合来描述经济的增长过程ꎬ这是最为

经典的新古典增长模型ꎮ 然而ꎬ它所描述的仅仅是资本积累过程ꎬ而劳动力和技术则被外生

给定ꎬ而且模型中并没有提到土地ꎮ 新增长理论建立在索洛的增长理论基础上ꎬ但对其中的

一项生产要素ꎬ即技术进行了内生化的处理①ꎬ但仍然没有引入土地ꎮ 这实际上意味着:无
论是索洛模型还是新增长理论都认为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ꎬ在现代工业化的经济社会中

已经不再重要ꎮ 然而ꎬ在工业化之前ꎬ土地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ꎮ 汉森和普雷斯

科特(Ｈａ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ꎬ１９９８)构建了一个含有一种商品和两种技术的增长模型ꎮ 第一种

技术即所谓的马尔萨斯技术ꎬ是将劳动力和土地相结合ꎬ形成生产要素的禀赋结构ꎬ这是现

代资本主义之前的发展阶段ꎻ第二种技术即所谓的索洛技术ꎬ则是将劳动力与资本相结合ꎮ
由此通过要素禀赋结构的演变将马尔萨斯阶段与新古典增长阶段建立了联系ꎮ 盖勒和威尔

４

①新增长理论对技术的处理分为两类途径:卢卡斯(Ｌｕｃａｓꎬ１９８８)将技术视为人力资本ꎬ从而将其镶嵌

于劳动力之中ꎻ罗默(Ｒｏｍｅｒꎬ１９９０)则将技术视为知识资本ꎬ由此将其镶嵌于资本设备之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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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ｌｏｒ ａｎｄ Ｗｅｉｌꎬ２０００)通过建立“统一增长模型”ꎬ统一了马尔萨斯技术和索洛技术ꎬ将发展

阶段区分为马尔萨斯阶段、后马尔萨斯阶段和现代增长阶段ꎮ
这里我们想要说明的是ꎬ以要素禀赋结构来区分不同的发展阶段实际上是可以与按先

进性程度和按产业结构所区分的不同的发展阶段相联系的ꎮ 例如ꎬ如果要素禀赋结构体现

为土地与劳动力相结合ꎬ那么这样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农业社会ꎬ其先进程度不高ꎻ而当资本

与劳动力相结合成为主要的要素禀赋结构时(特别是当技术也引入时)ꎬ经济社会就进入了

工业化社会ꎬ其先进性程度必然较高ꎮ
(三)陷阱理论

必须说明的是ꎬ上述发展阶段理论并没有涉及阶段转化所可能出现的障碍以及跨越这

些障碍所必须具备的条件ꎮ 但大量的研究表明:经济体向下一个阶段发展并不顺利ꎬ这意味

着发展阶段之间有可能存在着陷阱ꎮ 经济学文献中目前所研究的陷阱基本上有两类:一是

贫困陷阱ꎬ即当经济体的生产力水平很低时ꎬ经济体所生产的绝大部分产品只能用于消费ꎬ
以维持基本的生产状态ꎬ从而缺乏用于发展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ꎬ由此ꎬ经济长期陷入贫

困(Ｎｅｌｓｏｎꎬ１９５６)ꎮ 二是中等收入陷阱ꎬ它是指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增长(高
于前沿发达国家人均 ＧＤＰ 增长)ꎬ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ꎬ其增长动力开始减弱ꎬ从而使得

其人均 ＧＤＰ 与前沿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比例再也不能缩小(Ｇｉｌｌ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ꎮ
与陷阱理论类似的观点有刘易斯拐点(Ｌｅｗｉｓꎬ１９５４)ꎬ它是指剩余劳动力消化或接近消

化ꎬ使得劳动力成本上升ꎬ资本利润减少ꎬ从而资本有可能外逃ꎬ这样经济就陷入了停滞ꎮ 费

景汉和拉尼斯(Ｆｅｉ ａｎｄ Ｒａｎｉｓꎬ１９６４)进一步将刘易斯拐点分为两个转折点ꎬ第一个转折点是

劳动力从无限剩余转为有限剩余ꎬ第二个转折点是剩余劳动力被完全消耗殆尽ꎮ 刘易斯

(Ｌｅｗｉｓꎬ１９７２)本人也接受了将拐点扩展为两个转折点ꎬ但同时强调决定性的转折点是第二

个ꎬ“因为正是从这里ꎬ我们超过边界进入新古典体系”ꎮ
蔡昉(２０１３ꎬ２０１５)将要素禀赋理论和陷阱理论相结合ꎬ将东西方各国经济的发展概括为

五个阶段:马尔萨斯贫困陷阱阶段、格尔茨内卷化阶段、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刘易斯转

折点阶段以及索洛新古典增长阶段ꎮ 这是到目前为止对发展阶段最为完整和精确的划分ꎮ

二、两阶段理论

接下来ꎬ我们将讨论“两阶段理论”ꎮ “两阶段理论”由龚刚在 ２００８ 年出版的«当代中国

经济———第三种声音» 一书中首先提出ꎬ并在 ２０１２ 年前后曾多次反复强调(参见龚刚ꎬ
２０１２ａꎬ２０１２ｂꎻＧｏｎｇꎬ２０１２ꎬ２０１３ꎻ龚刚等ꎬ２０１３)ꎬ它同样是根据资源禀赋结构并结合陷阱理论

来研究发展阶段的ꎮ 然而ꎬ“两阶段理论”并不涵盖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ꎬ它只是讨论当经济

社会走出了贫困陷阱使得积累工业资本成为可能之后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ꎮ “两阶段理论”
目前已经具备了数理模型和初步的实际数据支持ꎮ①

(一)发展过程

如前所述ꎬ“两阶段理论”的初始条件是一个国家刚脱离贫困陷阱ꎬ从而使得资本积累成

为可能ꎮ 当一个国家刚脱离贫困陷阱时ꎬ其要素禀赋结构具有如下特征:第一ꎬ人均拥有的

资本存量很低ꎮ 在现实中ꎬ这就体现为绝大多数的劳动力仍然与土地相结合ꎬ而非与资本相

５
①有关的数理模型请参见 Ｇｏｎｇ(２０１６)和龚刚(２０２０)ꎬ有关的数据支持请参见刘铭(２０２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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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ꎬ从而经济社会本质上接近农业社会ꎬ尽管资本积累已经开始ꎬ或工业化过程处于初级

阶段ꎮ 第二ꎬ农村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ꎬ即耕作所需的必要劳动力远远大于实际劳

动力ꎮ 事实上ꎬ斯密将没有与资本相结合的劳动力称为无用劳动ꎬ这就是刘易斯剩余劳动力

概念的雏形ꎮ 第三ꎬ总体技术水平低下ꎮ 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初期刚刚脱离了贫困陷阱

时的资源禀赋结构ꎮ
接下来我们考察一个刚脱离贫困陷阱的发展中国家是怎样发展的ꎮ 斯密(Ｓｍｉｔｈꎬ１７７６)

在«国富论»中提出了国民财富增长的两大途径:第一是资本积累ꎬ第二是加强劳动分工ꎮ 在

现代语境下ꎬ资本积累通常是由投资来完成的ꎬ加强劳动分工可以理解为技术进步ꎮ 斯密的

这两大途径完全可以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得以解读ꎮ
首先是资本积累ꎮ 城市不断地投资和开工建厂ꎬ从而使资本不断积累ꎬ资本的不断扩张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ꎬ即劳动力脱离土地与资本相结合ꎬ由此我们看

到人均资本存量上升ꎮ 就整个国家而言ꎬ生产方式就体现出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逐渐转

化ꎬ带动着人均产量不断上升ꎮ 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ꎬ也就是斯密所言的

资本积累过程(见图 １)ꎮ

注:这里ꎬ生产函数为Ｙｔ ＝(ＡＬｔ) αＫ１－α
ｔ－１ ꎬδ＝

ｓＡα

(１＋ｎ) １－αꎬθ＝
ｄ＋ｎ
１＋ｎ

ꎮ 详细推导和解释请参见龚刚(２０１７)ꎬ第八

章ꎮ
图 １　 增长模型中的资本积累:技术 Ａ 不变

根据增长理论ꎬ这样一个增长过程有所谓的不动点(即图中的 Ｈ)ꎮ 这一不动点意味着ꎬ

如果技术不变ꎬ那么由资本积累所形成的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的增长存在着极限(ｋꎬｙ)ꎮ 此

时ꎬ如果经济要进一步增长ꎬ只能通过技术进步来形成新的不动点Ｈ∗(见图 ２)ꎮ
图 ２ 表明ꎬ在原有的不动点 Ｈ 的基础上ꎬ要进一步提高人均资本ꎬ只有通过技术进步(即

技术从 Ａ 进步到 Ａ′)才能实现ꎮ 尽管这一过程看上去仍然是资本密集化ꎬ或仍然是人均资本

存量的不断提高ꎬ但这时人均资本的提高必须以技术进步为前提条件ꎬ即投资所形成的新的

生产技术必须体现为技术进步ꎮ 如果投资所形成的生产技术不能体现为技术进步(即只是

简单重复现有技术)ꎬ在现实中就有可能形成产能过剩ꎮ 由此我们看到ꎬ这种表面上的趋资

本密集化实际上是趋知识密集化ꎮ 总之ꎬ技术进步已经成为人均资本和人均产量不断提高

的必要条件ꎮ

６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图 ２　 增长模型中的技术进步:Ａ′>Ａ

(二)拐点、增长动力与中等收入陷阱

发展经济学中也存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拐点理论ꎬ前文所述的刘易斯拐点就是其中之一ꎮ
随着资本的积累ꎬ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脱离土地ꎬ与资本相结合ꎬ从而剩余劳动力由

过剩逐渐转向短缺ꎬ此时进一步的增长将使工资快速上升ꎬ而工资的快速上升当然要侵占资

本利益ꎬ形成所谓的刘易斯拐点ꎮ 发展经济学中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拐点ꎬ即库兹涅茨曲线拐

点(Ｋｕｚｎｅｔｓꎬ１９５５):随着经济的发展ꎬ一国的收入分配呈现出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ꎮ 必须说

明的是ꎬ两个拐点所代表的实际上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同一种状态ꎮ 在发展初期ꎬ大量剩余

劳动力的存在(或者说在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使得工资的上涨速度缓慢ꎬ从而使工资性收

入占 ＧＤＰ 的比例不断下降ꎬ收入分配持续恶化ꎬ这就是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出现之前的状态ꎮ
然而ꎬ随着剩余劳动力的不断消化ꎬ刘易斯拐点出现ꎬ工资的上升会相应加快ꎬ从而收入分配

的恶化就开始缓解ꎬ库兹涅茨曲线拐点也开始出现ꎮ 由此我们看到:刘易斯拐点和库兹涅茨

曲线拐点代表着同一种状态ꎮ 上述发展过程的动态演变实际上是可以通过数学模型而予以

证明的①ꎮ
接下来ꎬ我们讨论一下上述发展过程中的增长动力和与此相关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ꎮ

当一个发展中国家脱离了贫困陷阱之后ꎬ往往会经历一段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ꎬ例如ꎬ增长

率达 ８％以上ꎬ远高于前沿发达国家(前沿发达国家增长率一般为 ２％ ~ ３％)ꎬ从而很快就进

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ꎮ 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脱离贫困陷阱后所经历的现象ꎬ这实际上意味

着发展初期经济增长动力非常充沛ꎮ 这里的增长动力既包括消化剩余劳动力ꎬ使无用劳动

力变有用ꎬ同时也包括技术进步ꎮ 必须说明的是ꎬ无论是技术进步还是剩余劳动力的消化都

是通过投资来实现的ꎬ即剩余劳动力的消化是因为投资了大量的工厂ꎬ吸引了剩余劳动力到

城市工作ꎻ技术进步(或形成更先进的生产技术)更是通过投资来完成的ꎮ
然而ꎬ随着剩余劳动力的消化ꎬ经济增长的动力会随之减弱ꎮ 首先ꎬ当剩余劳动力不复

存在时ꎬ唯有提高劳动生产力才能继续推动人均产量的增长ꎬ而提高劳动生产力只能依靠技

术进步ꎮ 这实际上意味着:没有剩余劳动力ꎬ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会减弱ꎬ但这仅仅是第一层

次的减弱ꎮ 其次ꎬ技术进步可以分为引进型技术进步和自主研发型技术进步ꎮ 在发展初期ꎬ
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前沿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太大ꎬ因此ꎬ引进技术较为容易ꎬ而引进的技术

７
①参见龚刚(２０２０)和 Ｇｏｎｇ(２０１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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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是发达国家本身不需要的ꎮ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ꎬ其与前沿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在缩小ꎬ技
术引进的空间将会走到尽头ꎬ这就是第二层次的减弱ꎮ 中国目前就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
由于美国的封锁ꎬ技术引进的空间已经不复存在ꎮ 总之ꎬ剩余劳动力的消化和技术引进空间的

缺失使得增长的动力开始减弱ꎬ此时ꎬ唯有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才能继续推动经济增长ꎮ
然而ꎬ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绝非易事ꎬ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ꎬ包括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

大量的科研经费ꎮ 此外ꎬ自主研发本质上是和发达国家竞争ꎬ不仅风险巨大ꎬ同时需要有巨

大的勇气和胆量ꎮ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ꎬ中国过去是与印度和越南等发展中国家进行竞争ꎬ
这无疑是相对容易的ꎮ 但现在我们要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竞争ꎮ 事实上ꎬ依赖技术引进ꎬ缺乏

自主研发型的技术进步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通病ꎬ而这正是它们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ꎬ
即在经过一段时期的高增长后ꎬ其增长动力的减弱使得其人均 ＧＤＰ 的增长再也不能高于前

沿发达国家ꎬ由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ꎮ 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的现象ꎮ
事实上ꎬ简单的数学推导也可以让我们发现这样一个定理:如果发展中国家自主研发的

技术进步率小于甚至等于前沿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率ꎬ发展中国家终将会陷入中等收入陷

阱(龚刚等ꎬ２０１７)ꎮ
(三)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

现在我们可以对脱离贫困陷阱后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进行某种程度的概括:无论是刘

易斯拐点ꎬ还是库兹涅茨曲线拐点ꎬ或者说是中等收入陷阱ꎬ实际上都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

脱离贫困陷阱后向发达国家发展所必须经历的两个阶段ꎬ其中拐点和陷阱是两个阶段的分

水岭ꎬ当然两个阶段是部分重合的(见图 ３)ꎮ

图 ３　 脱离贫困陷阱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的两个阶段

现在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两个发展阶段之间的特征(见图 ４)ꎮ

图 ４　 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之特征比较

图 ４ 告诉我们ꎬ两阶段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中等收入陷阱ꎮ 这意味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

转型并不是自然而然的ꎬ现实中ꎬ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完成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型ꎮ
这里ꎬ我们有必要对图 ４ 中的最后一项特征进行解释ꎬ即如何理解常态下供需特征的转

化ꎮ 首先ꎬ什么是经济社会的供给侧和需求侧? 当经济的发展使得土地不再成为主要的生

产要素时ꎬ供给侧主要由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构成ꎻ而需求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驾马车:
投资、出口、消费ꎮ 毫无疑问ꎬ经济社会的产量既离不开供给也离不开需求ꎬ但供给和需求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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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相等ꎮ 这并不像微观经济学中的剪刀叉理论ꎬ两者必须相等ꎮ 宏观上ꎬ供给侧仅仅提

供着潜在的产出能力ꎻ在给定的供给侧情况下ꎬ实际的产出仍然由需求决定ꎬ但是如果由需

求所决定的产量与供给过分接近ꎬ通货膨胀就可能加速ꎮ 因此ꎬ供给侧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可

能ꎬ而实际的经济增长必须依靠需求侧来实现ꎮ
现在我们对供给侧作为一种潜在产能如何约束经济增长作更详细的分析ꎮ 如前所述ꎬ

技术是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形式分别镶嵌在劳动力和资本设备中的ꎬ因此ꎬ供给侧对经

济的约束主要来自劳动力的供给和由资本设备所形成的产能ꎮ 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ꎬ由
于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或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ꎬ供给侧对需求的约束只能来自资本设备

所形成的产能ꎬ但产能却是由投资所积累的ꎮ 在发展初期ꎬ投资一般是极度高涨的ꎬ就像在

中国ꎬ投资增长率远远大于 ＧＤＰ 增长率ꎬ因此ꎬ供给侧实际上对经济增长并没有任何约束ꎬ
经济增长本质上是由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拉动的ꎮ 但是ꎬ当经济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时ꎬ
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将不复存在ꎬ于是ꎬ供给侧将因为劳动力短缺开始对需求的实现形成了约

束ꎮ 此时ꎬ需求所能拉动的有可能并非是经济增长(或增长不够显著)ꎬ而更可能是通货膨

胀ꎮ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当劳动力紧缺时ꎬ工资上涨会非常快ꎬ中国目前就进入工资上涨非

常快的阶段ꎮ 由于工资本身是物价的组成部分ꎬ因此ꎬ通货膨胀就有可能加速ꎮ 而当通货膨

胀加速时ꎬ国家自然会出台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来抑制需求的增加ꎮ 由此我们看到供给侧

是如何因劳动力短缺来约束经济增长实现的机制ꎮ
总之ꎬ在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或新发展阶段ꎬ经济社会的常态转向供给约束型意味着供

给侧对需求的约束将变得越来越显著ꎬ尽管经济增长的实现仍然需要通过需求侧来拉动ꎮ
供给约束型经济实际上也是后文谈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ꎮ

(四)两阶段理论与其他阶段论的区别

接下来ꎬ我们将考察两阶段理论与前面所讨论的各种阶段论之间的区别与联系ꎮ 首先ꎬ
两阶段理论也是从要素禀赋结构视角结合陷阱理论来讨论经济发展阶段的ꎬ但两阶段理论

并不涵盖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历史ꎬ它只涉及脱离贫困陷阱后ꎬ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ꎮ 表 １
给出了要素禀赋结构视角下两阶段理论与其他阶段论之间的比较ꎮ

　 　 表 １ 　 　 两阶段理论与要素禀赋结构视角下的各种阶段论之比较
索洛和新增长理论 新古典增长阶段

两种技术增长理论 马尔萨斯技术 索洛技术

盖勒和威尔的统一增
长理论 马尔萨斯阶段 后马尔萨斯阶段 现代增长阶段

刘易斯的转折点理论 刘易斯二元经济
发展阶段

刘易斯转折点
阶段

新古 典 增 长
阶段

蔡昉的五阶段理论 马尔萨斯贫困
陷阱阶段

格尔茨内卷化阶
段

刘易斯二元经济
发展阶段

刘易斯转折点
阶段

新古 典 增 长
阶段

龚刚的两阶段理论 贫困陷阱:无限的剩余劳动力 剩余劳动力消化
(第一阶段) 中等收入陷阱 技术追赶

(第二阶段)

这里ꎬ我们只讨论两阶段理论与刘易斯的转折点理论和蔡昉的五阶段理论之间的区别ꎮ
首先ꎬ在两阶段理论看来ꎬ剩余劳动力消化完成之后经济社会有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ꎬ
这与刘易斯认为的转折点(或拐点)发生于剩余劳动力消化完成之后的理论是一致的ꎮ 尽管

刘易斯并没有将转折点(或拐点)看成中等收入陷阱(因当时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还没有被

提出)ꎬ但刘易斯也认为ꎬ剩余劳动力的消化必然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加速上升ꎬ资本利润减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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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ꎬ从而使经济陷入停滞(陷阱)ꎮ 蔡昉(２０１５)则讨论了刘易斯转折点阶段与“中等收入陷

阱”之间的关系ꎮ 然而ꎬ在对索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所描述的增长阶段的理解上ꎬ两阶段理

论与刘易斯的拐点理论和蔡昉的五阶段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ꎮ 无论是刘易斯的拐点理论还

是蔡昉的五阶段理论ꎬ都是把技术追赶阶段或刘易斯转折点之后的发展阶段看成新古典增

长阶段ꎬ但是ꎬ从前面的分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ꎬ两阶段理论认为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就

是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ꎬ从而完全可以由索洛的新古典增长过程来进行描述ꎮ
此外ꎬ我们还有必要补充一下ꎬ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赶超”的概念ꎬ这实际上意味着就

走在前沿的发达国家而言ꎬ其发展过程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ꎮ 正因为如此ꎬ当我们用

新古典增长理论去解释发达国家的增长现象时ꎬ就没有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之概念ꎮ 然而ꎬ
当我们用同样的理论去理解发展中国家的赶超现象时ꎬ就不能否认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ꎮ

三、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进入了新发展阶段?

接下来ꎬ我们将讨论两阶段理论在中国的应用ꎮ 为此ꎬ我们首先考察中国大约是在什么

时刻走出贫困陷阱的ꎮ
(一)走出贫困陷阱和进入高增长的第一阶段

如前文所述ꎬ所谓贫困陷阱ꎬ本质上就是指经济体的资本积累还没有达到临界点ꎬ缺乏

用于发展过程所需的资本积累ꎬ从而无法脱离贫困ꎮ 按照 Ｎｅｌｓｏｎ(１９５６)ꎬ要脱离贫困陷阱必

须要越过一个门槛或者临界点ꎬ在短期内大量投资ꎬ即投资的规模需要有一个下限ꎮ 我们看

一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投资数据(见图 ５)ꎮ 我们选取了部分省(市)的投资ꎬ因为全国性

的投资数据是找不到的ꎮ 可以看出:从新中国成立到 １９７８ 年之前ꎬ投资规模尽管呈现出波

动ꎬ但并没有明显增长的迹象ꎮ 但是 １９７８ 年特别是 １９８２ 年以后ꎬ投资规模加速上升ꎮ 所以

中国脱离贫困陷阱是在 １９７８ 年以后ꎮ

图 ５　 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省(市)投资规模(１９５０—１９９４ 年)
(数据来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ꎮ)

现在ꎬ我们考察一下中国是如何走出贫困陷阱的ꎮ 既然是个陷阱ꎬ那就意味着通常的市

场经济手段是无法走出的ꎮ 正因为如此ꎬ世界上有大量的市场经济国家(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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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的国家)都陷入了贫困陷阱ꎮ 走出贫困陷阱有两条途径:第一是寻求外部援助ꎬ世界银行

的建立就是为了帮助贫困国家走出贫困陷阱ꎬ尽管其成效并不显著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

的马歇尔计划则帮助了美国的许多盟友ꎬ如韩国和日本等ꎬ走出了贫困陷阱ꎮ 中国实际上是采

用了另一种途径ꎬ那就是通过计划经济和城乡分制强行降低本国居民(特别是农民)的生存水

平ꎬ并逐步积累工业资本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战略并非一无是处ꎬ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ꎬ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ꎮ①

尽管前 ３０ 年的计划经济为中国积累了一定的工业资本(特别是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

等)ꎬ从而为走出贫困陷阱打下了物质和工业基础ꎬ但传统的计划经济本身也有弊病ꎬ那就是

缺乏激励ꎮ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转向开放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比ꎬ市场经济更释放了

人们的欲望ꎬ从而是一种更为高能的激励ꎬ而恰恰是这样一种生产方式上的转型ꎬ使得中国

经济进入了连续四十多年高速增长的轨道ꎮ
中国成功走出贫困陷阱ꎬ并且快速完成高增长的第一阶段凸显了与不同发展阶段相适

应的经济体制(包括所有制等)的重要性ꎮ
(二)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了吗?
那么经过了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长ꎬ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 首先ꎬ中国毫无

疑问已经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ꎮ 第二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无疑是以中国经济转向供

给约束型经济为其逻辑起点ꎮ 第三ꎬ经过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长ꎬ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在中国

确实已不复存在ꎮ 必须说明的是ꎬ这样一种判断目前还有一定的争议ꎬ但现实中ꎬ招工难这一

情况早就已经在东部沿海地区不时出现ꎮ 有关研究表明ꎬ２０１２ 年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减少到

４ ０００多万ꎮ 也许有人会认为ꎬ４ ０００ 多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据ꎬ因为好多国家人口也不到

４ ０００多万ꎮ 但是ꎬ如果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大国ꎬ４ ０００多万的剩余劳动力所形成的中国整体失

业率水平大约是 ６.６％(徐文舸ꎬ２０１５)ꎮ 这样一个失业率水平已经接近(甚至低于)西欧的发达

国家ꎬ如法国和西班牙等ꎮ 第四ꎬ也是最为重要的是ꎬ剩余劳动力不复大量存在也必然意味着

工资的加速上升ꎬ这使得中国的工资性收入占 ＧＤＰ 的比例出现了逆转ꎬ或库兹涅茨曲线的拐

点已经出现ꎮ 图 ６ 给出了近年来中国工资性收入和劳动报酬占 ＧＤＰ 比例的动态轨迹ꎮ 最后ꎬ
中国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资本密集型经济之特征ꎬ如中国的钢产量已经连续 ２５ 年占据

世界第一ꎬ产能过剩也通常集中在资本密集型产业ꎮ

图 ６　 工资性收入和劳动者报酬占 ＧＤＰ 的比例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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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大约是在什么时刻进入新发展阶段的?
如图 ３ 所示ꎬ两阶段完全有可能是重合的ꎬ这意味着当中国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时ꎬ

就已经开始有技术进步和创新ꎮ 例如ꎬ中国很早就通过外商直接投资ꎬ引进了大量国外先进

的技术ꎮ 技术进步会释放更多的劳动力ꎬ从而减缓剩余劳动力的消耗速度ꎮ 然而ꎬ中国通过

超高速增长的投资使得由资本积累所吸收的剩余劳动力远远大于通过技术进步所释放的劳

动力ꎬ从而使得中国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ꎮ 当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不再大量过剩ꎬ中国才正

式进入新发展阶段(或两阶段理论视角下的第二阶段)ꎮ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大约是在 ２０１２ 年前后ꎮ 首先ꎬ２０１２ 年中国经济

正式告别了“保八”ꎬ此后更是一路向下ꎮ 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已经发生了实

质性的变化ꎬ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ꎮ 当然ꎬ２０２１ 年又回到 ８％以上ꎬ但这应该是外生

冲击造成的ꎬ是对 ２０２０ 年受疫情冲击的回弹ꎮ 许多学者也是根据中国 ＧＤＰ 增速“破八”ꎬ并
且一路向下来判断新发展阶段的ꎮ① 其次ꎬ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明显上升ꎬ出现在 ２０１２ 年前

后ꎬ这实际上意味着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出现也是在 ２０１２ 年前后(见图 ６)ꎮ 当然ꎬ还有许

多其他迹象ꎬ如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中国也是发生在 ２０１２ 年前后ꎮ 图 ７ 给出了中国

纺织业的出口和从业人员动态演变ꎮ 可以看到ꎬ无论是出口还是从业人员ꎬ中国的纺织业在

２０１２ 年前后均达到顶峰ꎬ此后便一路下降ꎬ而推动这一下降趋势的背后则是中国的纺织业开

始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转移ꎮ

图 ７　 中国纺织品行业的出口和从业人员

(资料来源:参见“新财富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ｃｆ.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４ｂ７ｂｄｅ７ａ８ｅ７９１１ｅ９ｂｆ６ｆ７ｃｄ３０ａｃ３０ｆｄａ.ｈｔｍｌꎮ)

四、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毫无疑问ꎬ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发展阶段ꎮ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ꎬ新发展阶段必然意味

着生产方式需要转型ꎬ如果不转型ꎬ就会产生一种所谓的“生产方式错配”ꎮ 当然ꎬ按照政治

经济学ꎬ这里的生产方式既包括生产力也包括生产关系等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ꎮ”②高质量发展无疑是新发展

阶段下中国新的生产方式ꎮ 然而ꎬ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应该包括哪些内涵?
接下来我们将以两阶段理论为基础ꎬ从新旧发展阶段之间经济特征的比较出发ꎬ讨论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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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些基本特征ꎮ
(一)追求中高速增长

首先应该降低增长率目标ꎮ 为什么要降低增长率目标? 我们已经知道:进入新发展阶

段后剩余劳动力已不复大量存在ꎬ此时唯有技术进步ꎬ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的途径来推动

经济增长ꎬ即增长动力减弱ꎮ 增长动力的减弱在现实中表现为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强ꎬ所以适

当降低经济增长目标是为了平衡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压力之间的关系ꎮ
然而ꎬ适当降低增长率目标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不能以较高或中高ꎬ如 ６％左右的速度增

长ꎮ 个人认为中国目前的潜在增长率大约在 ６％左右ꎬ近期内中国应该要“保六”ꎮ 为什么

这么说呢? 与发达国家相比ꎬ中国的人均 ＧＤＰ、人均资本存量、技术水平等仍然是偏低的ꎬ发
展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ꎬ例如ꎬ东西部之间的不平衡、城乡之间的不平

衡和人与人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ꎬ等等ꎬ所有这些均意味着中国仍然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

空间ꎮ 正因为如此ꎬ“保六”应该是可以的ꎬ至少在最近两三年内ꎮ
(二)双循环背景下的扩大内需———从需求侧看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第一阶段需求拉动型经济中ꎬ外需在需求侧的三驾马车中是增长最为强劲的ꎬ特别是

刚加入 ＷＴＯ 那一段时间ꎬ外需增长率一度达到 ２０％左右ꎮ 宏观上ꎬ出口是需求的源头之一ꎬ
中国过去所采取的出口导向型对外贸易战略也使得中国经济的总需求在某种程度上依赖外

需ꎮ 微观上ꎬ外商通过订单为中国企业解决了资本循环中最为关键的、也是最为困难的环

节———卖ꎬ然而ꎬ外需却同时主导了中国企业的生产ꎬ掌握了中国企业的命脉ꎮ 确实ꎬ在相当

长的一段时期内ꎬ中国的许多企业是以出口美国换取美元为荣ꎬ殊不知这样一种依赖也必然

意味着“美国生产纸币ꎬ中国生产商品”ꎮ
也许ꎬ在发展初期中国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ꎬ不得不依赖这样一种国际经济秩序ꎮ 然

而ꎬ经过四十余年的高速增长ꎬ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常态下中国经济已经从需

求拉动转向供给约束ꎬ供给侧已经约束经济的增长ꎻ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ꎬ并且

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ꎻ中国已经积累了天量级的外汇储备ꎬ其规模远远

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ꎻ同时ꎬ中国对外汇的需求也不再像以前那么迫切ꎬ例如ꎬ中国可以

用人民币从伊朗进口石油ꎻ当然ꎬ最为主要的是中美之间的对抗已越来越激烈ꎮ 此种情况

下ꎬ中国还应继续将自己的企业和经济的命脉交由它国掌握吗?
２０２０ 年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ꎬ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ꎮ ２０２１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进一步强调“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ꎮ
由于双循环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ꎬ因此ꎬ双循环本质上就意味着扩大内需ꎮ 在双循环背景

下ꎬ扩大内需实际上就是要将资本和产业循环的最后一个环节ꎬ面向国内市场ꎬ逐步减少对

外需的依赖ꎮ 于是ꎬ扩大内需可能吗?
中国有 １４ 亿人口ꎬ内需市场潜力无限ꎮ 在外需已经不再可以依赖的情况下ꎬ支撑中国

足够增长的重担就落到了国内投资和国内消费上ꎮ 中国首先应启动消费ꎬ即提高消费占

ＧＤＰ 的比例ꎮ 事实上ꎬ中国启动消费是大有可为的:中国消费占 ＧＤＰ 的比例实在太低ꎬ一直

没有超过 ５６％ꎮ 这一比例远远低于所有发达国家ꎬ同时也低于中国周边和与中国文化、消费

习惯相近的一些发展中国家ꎮ 其次ꎬ中国应该采用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更加积极的财政

政策ꎬ以促进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ꎮ 除了释放更多的流动性之外ꎬ中国人民银行更应厘清其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ꎬ使贷款以更低的利率成本进入实体企业以促进民间投资ꎮ 此外ꎬ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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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拥有巨大的发债空间ꎬ其国债占 ＧＤＰ 的比例大约只有 ２０％ꎬ远远低于一般发达国家的

１００％以上———尽管地方政府和民间债务问题十分严重ꎬ为此ꎬ中国可以更加积极地发行国

债以加强基础设施和新基建等项目的建设ꎮ 当然ꎬ无论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宽松的货币

政策ꎬ都不是没有边际ꎬ这里的边际主要是看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ꎬ而非其他ꎮ
(三)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

我们已经从需求侧讨论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ꎬ发现其核心在于扩大内需ꎮ 然而ꎬ扩大内

需最关键的推动力仍然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而中国经济的常态转向供给约束是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开始提出来时有各种不同的解释ꎬ其中最主流的解释是:“三去一

降一补”ꎮ 但我个人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是指:以自主研发和创新为核心内容ꎬ提高整

个经济社会的生产能力和效率ꎬ使得经济社会的供给结构体系更为高质和高效ꎬ以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ꎮ 新发展阶段下的扩大内需更离不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ꎮ
首先启动消费离不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ꎮ 由于任何一种商品的边际效益都是递减的ꎬ

因此人们对特定商品的需求是有限的ꎮ 然而ꎬ人们对新产品和产品的升级换代却有着强烈

的需求ꎮ 现实中所出现的“卖肾买苹果手机”①现象充分说明了启动消费离不开研发和创

新ꎬ离不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同样能够能促进投资ꎮ 新技术的运用通常需要投资来实现ꎬ例如ꎬ

新基建中的 ５Ｇ 基站、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特高压技术、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

轨道交通等的建设都需要通过投资实现ꎮ 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所需要的新产品和产品的

升级换代也需要投资ꎮ
由此我们看到ꎬ无论是启动消费还是扩大投资(包括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都离不开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ꎮ 与此同时ꎬ美国的技术封锁已经使得中国难以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实现

技术进步ꎬ只能依靠自主研发ꎮ 若中国的供给侧不能为经济社会不断地提供新的技术以推

出新的产品和升级现有的产品ꎬ投资和消费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ꎬ扩大内需也将难以

实现ꎮ 由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之道ꎮ
必须说明的是ꎬ供给侧不仅仅包括生产体系的供给侧ꎬ同时也包括金融体系的供给侧、

社会公共服务和保障体系的供给侧ꎮ
金融体系供给侧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部门ꎬ现实中金融体系供给侧为实

体经济提供了各种不同的融资渠道ꎬ比如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等等ꎬ而不同的融资渠道其融

资成本(或利率)是不一样的ꎮ 所谓金融体系供给侧结构就是指各种渠道的融资占社会总融

资的比例结构以及由这种融资结构所产生的利率结构ꎮ 当前ꎬ中国金融体系供给侧的结构

特征是银行主导型ꎬ即商业银行(包括影子银行)的融资ꎬ间接融资在各种融资渠道中占据着

绝对主导地位ꎮ 由于间接融资在所有融资渠道中其债务负担最高ꎬ因此ꎬ这样一种金融体系

供给侧结构更容易给经济体带来金融和债务风险ꎮ 与此同时ꎬ这样一种金融体系供给侧结

构也不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ꎮ 例如ꎬ大量中国企业的研发支出也是通过商业银行贷款而

获得的ꎬ但在美国ꎬ企业的研发和创新主要是通过风险投资和股市融资来完成的ꎮ 此外ꎬ大
量中国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常常通过银行贷款(甚至是影子银行的贷款)来完成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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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不仅周期长ꎬ同时回报率也非常低(甚至得不到回报)ꎬ因此ꎬ这样一种融

资方式必然会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债务负担ꎮ 中国金融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方向

是ꎬ以系统性降息为目标ꎬ逐步减少间接融资(特别是影子银行融资)的比例ꎬ提高股权融资和

债券融资的比例ꎮ
社会公共服务和保障体系的供给侧包括:财税体制、转移支付体系、扶贫补偿机制、医疗

体制、教育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ꎬ等等ꎮ 这些社会公共服务和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不仅有助

于解决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ꎬ同时更有助于启动消费ꎮ 例如ꎬ当前中

国在收入分配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和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ꎮ 由于穷人的边际消

费倾向总是高于富人ꎬ因此ꎬ收入分配越不平等ꎬ启动消费就越困难ꎮ 此外ꎬ中国的医疗和社

会保障体系等仍然不够健全ꎬ“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尚未解决ꎬ这就加剧了大多数居民ꎬ尤
其是中低收入人群对未来的担忧ꎮ 因此ꎬ如果没有完备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ꎬ启动消费也

将困难重重ꎮ
综上所述ꎬ新发展阶段下ꎬ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ꎮ 就内部

环境而言ꎬ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已不复存在ꎬ这不仅意味着供给侧对经济增长的约束越来越

显著ꎬ同时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开始减弱ꎬ只能来自技术进步ꎮ 但由于经济社会还存在着大量

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这是内部环境的第二个特征)ꎬ因此ꎬ中国经济近期内仍然可

以有中高速(如 ６％左右)增长的潜力ꎮ 就外部环境而言ꎬ外需已经不可依赖ꎬ从而扩大内需

将是从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ꎮ 然而ꎬ无论是启动消费还是扩大投资ꎬ事实上都离

不开技术进步ꎮ 由于引进技术已不再可能(这是外部环境的第二个变化)ꎬ因此ꎬ以自主研发

和创新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包括生产体系供给侧、金融体系供给侧、社会公共服务和保障

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是推动新发展阶段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之道ꎮ

参考文献:
１.蔡昉ꎬ２０１３:«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基于一个贯通的增长理论框架»ꎬ«经济研究»第
１１ 期ꎮ

２.蔡昉ꎬ２０１５:«二元经济作为一个发展阶段的形成过程»ꎬ«经济研究»第 ７ 期ꎮ
３.龚刚ꎬ２００８:«当代中国经济———第三种声音»ꎬ高等教育出版社ꎮ
４.龚刚ꎬ２０１２ａ:«宏观经济学———中国经济的视角(第二版)»ꎬ清华大学出版社ꎮ
５.龚刚ꎬ２０１２ｂ:«“破八”体现中国迈入经济发展第二阶段»ꎬ«理论学习»第 ５ 期ꎮ
６.龚刚ꎬ２０１７:«当代中国经济(第二版)»ꎬ高等教育出版社ꎮ
７.龚刚ꎬ２０２０:«高级宏观经济学:中国视角»ꎬ北京大学出版社ꎮ
８.龚刚、黄春媛、张前程、陈维涛、赵亮亮ꎬ２０１３:«从技术引进走向自主研发———论新阶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
方式»ꎬ«经济学动态»第 ５ 期ꎮ

９.龚刚、魏熙晔、杨先明、赵亮亮ꎬ２０１７:«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ꎬ«中国社会科学»
第 ８ 期ꎮ

１０.顾玉兰ꎬ２００３:«列宁社会发展理论研究»ꎬ南京师范大学ꎬ博士学位论文ꎮ
１１.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编ꎬ２０１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ꎬ中国统计出版社ꎮ
１２.洪银兴ꎬ２０１４:«论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及其支撑常态»ꎬ«经济学动态»第 １１ 期ꎮ
１３.金碚ꎬ２０１５:«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ꎬ«中国工业经济»第 １ 期ꎮ
１４.简新华、郭洋志ꎬ２０１５:«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几种误读»ꎬ«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５

期ꎮ
１５.刘铭ꎬ２０２１:«从文献和数据看经济发展的二个阶段»ꎬ云南财经大学ꎬ硕士学位论文ꎮ
１６.徐文舸ꎬ２０１５:«“新常态”下的供给约束———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究竟还有多少?»ꎬ«人口与社会»第 ４

期ꎮ
１７.周学ꎬ１９９４:«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最新进展及其启示»ꎬ«经济学动态»第 ５ 期ꎮ
１８.ＣｌａｒｋꎬＣ.Ｇ.１９４０.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５１



龚　 刚:新发展阶段的学术解释

１９.ＦｅｉꎬＪ.Ｃ.Ｈ.ꎬａｎｄ Ｇ.Ｒａｎｉｓ.１９６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Ａ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ｏｍｅｗｏｏｄꎬ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Ｒ.Ｄ. Ｉｒｗｉｎꎬ Ｉｎｃ.

２０.ＧａｌｏｒꎬＯ.ꎬ ａｎｄ Ｄ. Ｎ. Ｗｅｉｌ. ２０００.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ｒｏｍ Ｍａｌｔｈｕｓｉａｎ 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９０(４):８０６－８２８.

２１.Ｇｉｌｌꎬ Ｉ. Ｓ.ꎬ Ｈ. Ｊ. Ｋｈａｒａｓꎬ ａｎｄ Ｄ. Ｂｈａｔｔａｓａｌｉ. ２００７. Ａ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Ｉｄｅａ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２.ＧｏｎｇꎬＧ.２０１２.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３.ＧｏｎｇꎬＧ.２０１３.“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Ｈａｒｒｏｄ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ｉ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Ｍｅｔ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

６４(１):７３－１０２.
２４.ＧｏｎｇꎬＧ.２０１６.“Ｔｗｏ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ＤＢＩ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６２８.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ＳＳＲＮ: ｈｔｔｐｓ: / /

ｓｓｒｎ.ｃｏｍ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２８９３４１８ ｏｒ ｈｔｔｐ: / / ｄｘ.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２１３９ / ｓｓｒｎ.２８９３４１８.
２５.ＨａｎｓｅｎꎬＧ.ꎬａｎｄ Ｅ.Ｃ.Ｐｒｅｓｃｏｔｔ.１９９８.“Ｍａｌｔｈｕｓ ｔｏ Ｓｏｌｏｗ.”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６８５８.
２６.ＫｕｚｎｅｔｓꎬＳ.１９５５.“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５(１): １－２８.
２７.ＬｅｗｉｓꎬＷ.Ａ.１９５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 ２２:１３９－

１９１.
２８.ＬｅｗｉｓꎬＷ. Ａ. １９７２. “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Ｈｏｎｏｒ ｏｆ Ｒａúｌ Ｐｒｅｂｉｓｃｈ.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Ｌｕｉｓ Ｅｕｇｅｎｉｏ ｄｉ Ｍａｒｃｏꎬ７５－９６.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２９.ＬｉｓｔꎬＦ.１８４１.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 Ｌｏｎｇｍａｓ.
３０.ＬｕｃａｓꎬＪｒ.ꎬＲ.Ｅ.１９８８.“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２(１):３－

４２.
３１.ＮｅｌｓｏｎꎬＲ.Ｒ.１９５６.“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ｌｅｖｅ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Ｔｒａｐ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６(５): ８９４－９０８.
３１.Ｐｅｔｔｙꎬ Ｗ.１６９０.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ｋ.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ｆｏｒ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ｌａｖｅｌ ａｔ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ｏｃｋꎬ ａｎｄ Ｈｅｎ.Ｍｏｒｔｌｏｃｋ ａｔ

ｔｈｅ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ｉｎ Ｓｔ.Ｐａｕｌ’ｓ Ｃｈｕｒｃｈ－ｙａｒｄ.
３３. ＲｏｓｔｏｗꎬＷ. Ｗ. １９９０.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 Ｎｏｎ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３４.Ｒｏｍｅｒꎬ Ｐａｕｌ Ｍ.１９９０.“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９８(５): ７１－１０２.
３５.ＳｍｉｔｈꎬＡ.１７７６.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Ｓｏｎｓ.
３６.ＳｏｌｏｗꎬＲ.Ｍ. １９５６. “ Ａ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７０(１): ６５－９４.
３７.ＶｅｂｌｅｎꎬＴ.１８９９.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Ｃｌａｓ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ꎬ １９３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Ｇｏｎｇ Ｇａ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Ｙｕｎ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ꎬ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ｒａｐ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ｈｅ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ｐ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ｗｏ － ｓｔａ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ｋｅｓ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ꎬ ｉ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ｇｅ). 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ꎬ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ꎬ ａｎｄ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１)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ｌｙꎻ (２)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ｄｅｍａｎｄꎻ (３)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ｄｅｍａ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ｉ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ｗｏ Ｓｔａｇ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ꎬ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１０ꎬＯ５０

(责任编辑:陈永清、赵婧)

６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