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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年以来#中国已经历了B$年的 改 革 开 放#这 场 激 越 国 人%瞩 目

世界的变革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过去B$年#中国经济给世人所展

现的最为亮丽的一面是其经济的高速增长)平均增长率高达>6A>h左右#而

同一时期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则在#h$Bh左右(然而#伴随着中国经济

的高增长#中国经济也同样面临着许多问题#而其中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最

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针对中国经济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亚洲开发银行及时组织了 *以共享式

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的研究课 题#并 形 成 了 一 系 列 的 研 究 报 告(我 们 欣 喜 地

看到#这些报告已被编辑成书 !见林毅夫%庄巨忠%汤敏%林暾##$$!"#以

完整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该书的第一篇论文 !即第二章#第一章为综述"由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

济学家艾弗兹,阿里所写(在对亚洲国家收入差距现状进行简单概述的基础

上#该文集中讨论了收入分配 问 题 对 经 济 !特 别 是 对 经 济 增 长"的 影 响(与

#$世纪@$年代卡尔多所提出的收入差距有可能会促进经济增长相反# ’̂23<H
!#$$""的研究则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可能通过财富效应损害经济增长(与

此同时#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可能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从而增大改革的阻

力和难度#并进而制约经济增长(该文从学术的角度让我们看到了解决中国

收入分配问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该书的第二篇论文 !即第三章"由 亚 洲 开 发 银 行 助 理 首 席 经 济 学 家 庄 巨

忠所写(该文为我们提出了 *共 享 式 增 长+这 一 发 展 战 略 之 概 念 性 框 架(这

一概念性框架事实上贯穿了该书的其余部分(文章首先提出收入差距原因基

本上可以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个人背景或所处环境的不同#另一类是个人

努力与勤奋 程 度 的 不 同(前 者 包 括 家 庭 财 富 与 权 势%宗 教 信 仰%社 会 关 系%
肤色%性别及所处地理环境等(由这些因素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大多反映为制

度的缺陷%市场失灵和政策失误所造成的社会不公(而个人的努力和勤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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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可以主观控制的#由此造成的收入差异反映的是市场的酬勤惩懒#是市

场良好机制的反映$这样的机制将鼓励人们勤奋工作%创业和创新#是促进

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
所谓 &共享式增长’#就是机会平等的增长#而这样一种增长方式#要求

在充分发挥市场酬勤惩懒以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兼顾机会的平等#提

倡公平参与$而为了促进机会的平等#政府需要在三个方面加以努力(第一#
增加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以及其他基本社会投入的服务#以提高民众#
特别是弱势群 体 的 基 本 素 质 与 发 展 潜 能$第 二#加 强 政 策 与 制 度 的 公 平 性#
消除社会不公#完善市场机制#创造平等竞争机会$第三#建立社会 风 险 保

障机制#以防止和消除极端贫困$
文章认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与促进机会平等和公平参与#是相 辅 相 成

而并非相互矛盾的$只有让更多的人更为平等地参与市场#才能使市场机制

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显然#共享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中国政府目前所提倡

的 &和谐社会’理念是一致的$与 此 同 时#它 也 和 &转 变 经 济 增 长 方 式’这

一概念吻合$
本书的重点 !同时在本人看来 也 是 最 具 争 议 的"是 林 毅 夫 和 刘 培 林 所 写

的第四章$该章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生产模式的选择与经济又好又快

发展的关系$这里#所谓又好又快发展显然是指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能

兼顾收入分配的均衡#即所谓的效率与公平的兼顾$由于经济学中著名的库

兹涅茨 &倒M型假说’和前文所提的卡尔多理论的影响#这样一种兼顾在理

论界通常被认为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然而#按照林毅夫

和刘培林的分析#经济能否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取决于我们所选择的生产模

式(当我们按比较优势原则选择生产模式时#经济的高增长和减少收入分配

的不平等是可以兼顾的$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要素禀赋的差别$一

般而言#发达国家资本相对富裕#劳动力相对稀缺#而发展中国家则与此相

反$然而#发展中 国 家 的 要 素 禀 赋 结 构 是 可 以 提 升 的#即 资 本 将 逐 渐 富 裕#
劳动力将逐渐短缺$而这样一种提升速度则取决于整个经济社会的资本回报

率$按照林毅夫 和 刘 培 林 的 观 点#只 有 当 经 济 体 内 的 企 业 具 有 自 生 能 力 时#
资本的回报率才可能最大#从而要素禀赋结构才可能提升最快$

所谓企业自生能力是指# &一个拥有正常经营管理水平的企业#在自由%
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将可以获得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一个企业是否具有

自生能力取决于其所进入的行业和所采用的生产技术是否符合这个经济体由

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而违背比较优势原则所建立起来的企业则

不具备自生能力#其生存只能依靠政府的扶持$在中国#这样一种扶持体现

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的严重扭曲%资源的行政配置和企业的预算软约

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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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中国家所选择的生产模式应该是 劳 动 密

集型而非资本密 集 型 的"而 按 照 比 较 优 势 原 则 选 择 生 产 模 式 是 最 有 效 率 的#
从而也使要素禀赋结构提升最快#那么"按照比较优势原则选择生产模式又

是如何兼顾公平或收入分配问题的呢？

第一"已经知道"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中国家应更多 地 选 择 劳 动 密

集型生产方式#而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通常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

能更快解决二元经济中的剩余劳动力问题"使处于社会底层的居民能更快地

提高收入#
第二"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所建立起来的企业"一般都具 备 自 生 能 力"从

而不需要政府 的 扶 持 和 支 出"与 此 同 时"由 于 它 们 所 创 造 的 就 业 机 会 更 多"
于是政府的收入可更多地用于公共服务和补助丧失劳动能力的居民#而政府

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基本医疗卫生等能提高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基本

素质与发展潜能"从而促进机会平等的共享式增长#
文章进一步指出"中国在其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之所以会出现收入分配问

题其根本原因在于!过去B$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完全遵循比较优势

原则#现实中"这表现为 %渐进式双轨制改革尚未告终"为保护和补贴不具

比较优势产业中的国有企业"政府仍然保留着对某些要素价格和资源配置的

扭曲和干预&另外"旧的赶超思想尚未彻底改变也导致了一些新的赶超’#作

为对中国近期经济发展阶段的一种基本判断"文章认为"今后"@年内"中国

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不超过中等收入国家"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富裕的

要素禀赋结构仍然不会根本改变#因此"为了更好更快地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中国仍然应该 大 力 发 展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业"从 而 创 造 更 多 的 就 业#唯 有 如 此"
经济增长的成果才能为人们所分享"收入差距的扩大才能得到有效控制#

本书的第五章由卢迈和冯明亮所写#该章讨论了如何构建中国的社会福

利体系"以确保国家对教育$卫生和基本社会服务的投资及建立有效的社保

体制"以促进机会之平等#汤敏则在第六章中探讨了中国的扶贫工作"以加

强中国未来增长的共享性#在第七章中"李实与罗楚亮讨论了中国台湾$韩

国和日本的发展经验!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高增长并没有带来收入分

配差距的扩大#从而从国际经验的比较中"证实了前文林毅夫和刘培林所提

出的生产模式选择与就业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在第八章"樊纲与张晓晶

也从国际经验的视角讨论了拉 美 国 家 %福 利 赶 超’与 %增 长 陷 阱’的 经 验 与

教训#根据这些经验与教训"文章提出在中国目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之政策

选择中"应该重视初次分配 (即前文所讨论的生产方式之选择)对收入分配

问题之影响&注意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与发展阶段相适应&打造民生工程应尊

重市场机制#在第九章"林暾$庄巨忠$达玛*娅秀和林芬利用中国 的 统 计

数据对中国收入差距的状况及成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

国实施共享式增长需要同时强调缩小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和城镇内部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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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最后$在第十章$刘民权和俞建拖从金融因素的角度对中国的收入分

配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在获得金融支持方面所

遭遇的困难对中国收入分配的扩大有着显著的影响#
总而言之$在改革开放B$年之际$在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而出现的

许多问题 !特别是收入分配问 题"越 来 越 引 起 人 们 关 注 的 今 天$在 %和 谐 社

会&这一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之时$’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一书及时

为我们推出了丰富和全方位的研究成果#书中的原因分析和政策建议为解决

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促进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具有极大的

参考价值#
然而$尽管该书为我们带来了丰富和全方位的研究成果$我们也 应 同 时

看到该书就未来中国经济所提出的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观察和建议#正如我们

已经提到的$作为对中国近期经济发展阶段的一种基本判断$该书的第四章

认为$今后"@年内$中国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富裕的要素禀赋结构仍

然不会根本改变#因此$中国仍然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创造更

多的就业#我们认为这是该书最值得商榷的地方#
第一$尽管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在其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之所以会 出 现 收

入分配问题其原因在于*过去B$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完全遵循比较

优势原则$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然而$我们也不

能否认$中国持续B$年的高增长已经为我们解决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尽管

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存在$但其规模应该已大

量缩小#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如果没有劳动生产力的足够提高$中 国 的

剩余劳动力必将消耗殆尽#

" 过去B$年中$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年增 长 率 约 为Ah左 右#然 而$我 们 必 须 强 调$中 国 过 去 劳 动 生

产率的提高大都是体制改革的结果$例如允许多余工人下岗等#纯粹由技术进步!如采用新的生产方 式

等"所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显然远小于Ah#
# 有关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请参见%)’)(<a)(;!#$$!"#
B 这是关于当前中国通货膨胀成因的一种较为流行的解释#

为了使我们对中国未来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有一个粗略的了解$我们可以

做一下简单 的 演 算#假 定 未 来 由 技 术 进 步 所 引 起 的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增 长 率 为

Lh$" 则经济增长率在!h的情况下$每年的就业总量按Lh的速度增长#@年

以后$就业需求将是 现 在 的 !"S$6$L"@T"6#"倍$?年 后 则 是"6B"倍#尽

管对这一问题我们仍需做更进一步的研究$然而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看到在

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将不再过剩#
事实上$民工荒已经在中国某些城市出现$而中国普通工人的工资也在不

断上涨##最近中国所出现的通货膨胀也或多或少地归因于农民工的短缺和工资

的不断上涨#B因此$我们认为$如果不考虑以提高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

未来生产模式选择的主要标准$而一味追求劳动密集型$则未来通货膨胀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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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将越来越大"为了缓解这种压力"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不得不放缓#
第二"发展中国家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主要标志在于人均产量的 差 异#而

人均产量的差异归根结底可以分解为如下两个因素!一是人力资源并没有得

到充分的利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

力#二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即技术等都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根据发展中国家

和发达国家的这种差异比较"发展中国家要实行追赶必须要完成如下两个过

程!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和技术的追赶过程#
然而"技术的追赶并不是立竿见影的#技术的提高需要人力资本 和 知 识

资本的不断积累#从人力资本的延续性看"人力资本的提高要从小抓起"从

幼儿抓起#技 术 的 进 步 需 要 创 新"而 创 新 意 味 着 用 新 的 知 识 淘 汰 旧 的 技 术

$或生产方式%"由于生产方式一旦被选择"则必须通过漫长的折旧过程才能

被淘汰"因此从整个经济社会来看"这也必然是个逐步的过程#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我们在剩余劳动力消化完成以后"才进行技术的追赶"

则完全有可能使经济的追赶过程出现一段停滞时期#正因为如此"剩余劳动力

的消化过程和技术的追赶过程必然是重叠的 $见图"%"而这同时要求我们应及

早考虑技术的追赶"即使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剩余劳动力仍然存在#

图!!发展中国家的追赶过程

第三"就生产技术及产业选择而言"传统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 型 的 划

分已经不合时宜#至少"我们还应加入知识 $或技术%密集型#当今世界已

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在面向#"世纪的今天"人类的发

展将更加倚重知识和技术#知识经济将取代工业经济成为时代的主流#知识

经济是知识密集型的"这意味着具有高度知识和文化的劳动者是其主要的投

入要素#知识经济必然是人均产出极高的经济"然而"这种极高的人均产出

并不要求通过极高的人均资本 $固 定 资 产%拥 有 量 $或 资 本 密 集 型%而 得 以

实现#人均产出的提高主要得益于知识和技术以及掌握这些知识和技术的高

素质的劳动者#

L 有关进一步的讨论请参见龚刚$#$$!%#

因此"所谓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要求回到过去我们所曾追求过的资

本密集型经济或重工业化经济#事实上"中国的重工业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

完成#我国的钢铁产量已经连续十几年在世界上排名第一"早就超过英美了！

现在"我们所要赶超的是技术"是知识"是我们的人口素质#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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