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如何避免 

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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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因素将减缓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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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多年有利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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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源泉分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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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源泉分解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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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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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15-59岁作为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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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投资增长速度减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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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减速（潜在产出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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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越潜在增长率 

的政策努力最危险 



学者的“增长点”和决策者的“抓
手” 

• 城市化具有巨大的需求潜力 

• 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 区域政策用来扩大投资内需 

• 新兴产业具有的发展前景 

• 刺激性政策的经常化常态化 



过度产业政策导致产能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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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区域政策偏离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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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超越潜在增长率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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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路是提高潜在 

增长率（特别是TFP）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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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改革：立竿见影、一石三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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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转移仍有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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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美国效率”TFP可升30-50% 

Hsieh and Klenow（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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