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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后，中国保持了 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巨大的提升，按

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经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但是，无论从主要国际组

织的界定还是从中国经济自身的发展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国际比较上看，

按照世界银行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和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中国都属于发展中国家。但中国

是一个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迅速发展中的国家，由于中国在过去 40年里取得的重大

发展以及对周边国家的带动，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由过去的贫富两端人均收入悬殊，发展

成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上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三足鼎立的局面。从国内发展上

看，中国在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同时，产业结构的提升仍然相对滞后，地区间、城乡间的发

展还很不平衡。这是我们的发展不足，但另外一方面又是我们可持续的后发优势。我们有信

心、有能力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能够避免很多国家经济发展到

了这一阶段就徘徊不前的现象，最终实现全面现代化的目标。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 人均收入 国际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又逐步

实现由高速经济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取得了一系列重

大进展，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更加协调，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从动

态发展上看，中国仍然处于上升和繁荣时期，和已经进入缓慢发展甚至是停滞的发达国家相

比，中国的经济发展更有活力，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从经济规模上看，中国已进入世界

的前列。但是，从人均发展水平上看，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仍

然属于发展中国家。正因为这样，党的十九大才提出，我们在建党 100年前后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目标后，将开启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新征程。这里既有对中国现阶段发展水平的客

观判断，也表明了在新时代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雄心壮志。

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developing）国家和发达（developed）国家的提法，是 20世纪 60年代以后流行起来

的。 1961 年，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共同建立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下文简称

“OECD”），讨论如何将真实资源（real resources）由富国（发达国家）向穷国（发展中国家）转

移，从此，“发达”（developed）和“发展中”（developing）这一对概念在世界上得到了越来越广泛

的应用（Pearson，1969）。顾名思义，发达国家就是已经发展起来的国家，主要是指经济已经

得到了发展，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较高的（高收入）国家，发展

中国家则是指经济正在发展中但发展水平还不高的国家或者根本没有得到发展（least devel⁃
oping countries，LDC）的（中低收入）国家。这是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最简单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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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宣称，发达国家应该在经济上支持发展中国

家，实现共同发展。这个思想也体现在各个国际组

织的运作中，如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贸易组织

（WTO）等，都有对发展中或中低收入国家提供优惠

的政策。

但是在统计实践中，对于如何定义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的边界，各个国际组织之间存在着差

异，有的甚至没有明确或清晰的标准。美国、日本

等七国集团的成员属于发达国家，联合国 2018 年

确认的最不发达国家名录上有有 47 个国家（阿富

汗、孟加拉、柬埔寨等）属于发展中国家，这不存在

什么争议，但是对许多处于中间状态的国家，如何

确定它们的归属就有些问题。例如，对于独联体

国家和东欧的原计划经济国家，它们的归属被争

议了多年①（刘伟、杨云龙，1991）。

第一，看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
明确指出，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过渡期的优惠。但

是，并不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WTO 定义

（there are no WTO definitions of“developed”and
“developing”countries）。一个国家是否属于发展中

国家由这个国家自行宣布，而别的国家可以提出质

疑②。中国在 2001年加入WTO时，人均GDP还不到

1000美元，无疑属于发展中国家，但是在 17年之后

的 2018年，中国的发展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一些国

家由此对中国在WTO 享受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提出

质疑③。因为 WTO 对一个国家是否属于发展中国

家，并没有自身的定量标准。

第二，看联合国统计局。联合国统计局制订的

“为统计用途制订的标准国家和地区代码（standard
country or area codes for statistical use，M49）中，把

世界各个国家分为发达地区（developed regions）和

发展中地区（developing regions），发达地区包含北

美、大洋洲、欧洲的大多数国家，俄罗斯联邦、捷克

甚至阿尔巴尼亚等原苏联东欧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都被包含在内，但亚洲只有日本一个国家，共包含

66 个国家；而发展中地区则包含亚洲、非洲和拉丁

美洲的广大地区，其中，既包含印度、孟加拉等南亚

低收入国家，也包含韩国、新加坡等东亚高收入国

家，还包含沙特阿拉伯等中东石油输出国家，中国、

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也被同时包含进这一地区。

联合国统计局强调指出，这一分类的制订是为了统

计工作的方便而不是对一个特定国家或地区发展

阶段的判断④。从这一分类以及在分类下包含的国

家和地区中，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和”发展中“的区

别，但是它们的边界是模糊的。

第三，看世界银行的分类。1978 年，世界银行

发布了第 1期“世界发展报告”（WDR），以世界发展

指数（WDI）为统计依据，把世界各国分为 3个类别，

（1）发 展 中 国 家 ；（2）工 业 化 国 家（industrialized
countries）；（3）资本剩余石油输出国家（capital-sur⁃
plus oil-exporting countries）。发展中国家包括低收

入国家（人均GNI在 250美元以下）和中等收入国家

（人均 GNI 在 250 美元以上但在工业化国家水平以

下）；工业化国家则用 OECD 替代，但是希腊、葡萄

牙、西班牙和土耳其仍然被看作是发展中国家。南

非不是 OECD 成员国，但也被列入工业化国家。

1989 年，世界银行对收入分类作了进一步的改革，

按照人均国民总收入（Per Capita GNI）水平把各个

国家（和地区）分为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其

中又具体分为下中等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

和高收入国家。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分组，参考了

世界银行的业务分类（the operational categories），人

均收入较低的国家或地区能够有较大的贷款优惠，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而减少，而人均收入达到一定

水平时，则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支持的国家

中“毕业”，不再享受世界银行的“软”贷款；但是上

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分组，则是根据经济分析的要求

来确定的（the analysis classification）。1989年，世界

银行研究部门向世界银行提供了一篇工作报告“人

均国民收入，估算国际比较数字（per capita income:
estimating internationally comparable numbers）”，提

出以 1987 年 6000 美元为“工业化”（“industrial⁃
ized”）⑤经济体的人均 GNI 的标准，也就是说，作为

高收入经济体人均GNI的下限，如果达到了这一标

准，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工业化”国家，当然也就是

高收入国家。高收入的名义标准下限每年都在变

化（2016年为 12235美元），这是因为全球的价格总

水平在不断提升，这个标准也要把全球价格一般水

平的上涨因素考虑进去，而调整的依据是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折算系数（the“SDR defla⁃
tor”）。这也就是说，从 1989 年以来，世界银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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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或“高收入”的标准一直是按 1987年可比

价格（constant price）的 6000 美元规定的，没有发生

变化⑥，即按折算系数折算为 1987年的 6000美元水

平。同时，世界银行还将分析分类与业务分类相结

合，将人均 GNI 在 480 美元以下的国家归为低收入

（low income）国家，480~1940 美元的国家为下中等

收入（lower middle income）国家，1940~6000 美元为

上中等收入（upper middle income）国家。目前，各

个分组的名义人均GNI标准的大约为当年的 2倍左

右。2016 年低收入组为 1005 美元及以下，下中等

收入组的标准为 1006~3995 美元，上中等收入的标

准为 3956~12235 美元。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国家

无疑属于发展中国家，能够享受发展中国家的“软

贷款”，而上中等收入国家则被认为逐渐由国际复

兴开发银行软贷款支持的发展中国家中“毕业”

（graduation），享受的贷款优惠及贷款明显减少直至

取消，但从经济分析的观点看，仍然把它们归入发

展中国家⑦。高收入国家则无疑属于工业化国家或

发达国家。

第四，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国家发

展分类。目前，UNDP在每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⑧中，都要计算和发布

各个国家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并由此对各国进行排序和归类。人类发展指

数是对一个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NI、人
均受教育程度及人均预期寿命这三类指标进行综

合处理并进行加权计算得出的结果，是一个 0-1的

无量纲的量，用来反映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状况发

展程度的相对水平。由人文发展指数计量的发展

水平和用人均收入计量的发展水平的排序结果可

能有所差别，例如马来西亚 2015年的人均GNI高于

智利，但人均受教育程度和人均寿命则低于智利，

综合计算的结果是智利（0.847）高于马来西亚

（0.789）。2015 年，参与排序的国家和地区有 188
个，前 5 名分别为挪威（0.949）、澳大利亚（0.939）、

瑞士（0.939）、德国（0.926）、丹麦和新加坡（0.925，
并列第 5名），最后 5名分别为中非共和国（0.352）、

尼日尔（0.353）、乍得（0.396）、布基纳法索（0.402）
和布隆迪（0.404），中国的排序为第 90位，恰好在中

间位置上。188个国家和地区中，HDI值在 0.8以上

的国家为极高人类发展水平（very high human de⁃

velopment）国家，约占排序国家的 1/4，包括美国、俄

罗斯联邦等在内，共有 51个国家和地区，为发达国

家；HDI值在 0.8以下的国家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

HDI为 0.738，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⑨。

第五，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划分。IMF
每 年 出 版“ 世 界 经 济 展 望（world economic out⁃
look）”，在最新年度报告的国家分类中包括两个组

别：先进经济体（advanced economies）及新兴和发展

中经济体（emerging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IMF
指出，这一分组并不是按照经济或其他方面严格的

数据标准得出的，而是服务于合理而有意义的分析

目标（IMF，2018）。其中，先进经济体包括 40 个国

家和地区，具体包括七国集团、欧盟国家、大洋洲国

家、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中国台湾省以及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其他被

列入分类的 154个国家和地区被归入新兴和发展中

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土耳其等国家都被包含

在内。

从以上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就“发达”和“发展

中”这一对概念而言，人们对它们的总体理解是一

致的，即经济发展、人民生活以及相应的其他方面

发展在世界上达到了高水平，就属于“发展了的”或

者是“发达”国家，否则就属于“发展中”国家。但是

发展同时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各国的经济增

长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不同，各个国家之间发展水平

的分布在不断变化，尤其在 20世纪 60年代以来，出

现了一批发展水平持续迅速提升的国家或地区，被

称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或者是新兴经济体。

“新兴”是对发展状态而不是发展水平的描述，韩

国、中国、印度都是新兴经济体，目前在世界上都保

持着较高的发展速度，但在发展水平上却存在着明

显的差别。韩国已经迈过两类国家之间的门槛

（threshold），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中国和印度仍

然是发展中国家。

那么，发达国家的门槛究竟在哪里？从前面的

综述中可以看出，对于这个“门槛”有明确定量规定

的国际组织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世界银行，另一个

是 UNDP。世界银行主要是从人均国民总收入

（GNI）来看的，把 1987年的 6000美元作为“高收入”

或“工业化”的固定标准，一个国家按照可比价格计

算的人均GNI达到了这个标准成为高收入国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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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为是“工业化了的”或“发达国家”。而

UNDP 的标准是相对标准，即把人类发展指数

（HDI）达到 0.8 以上的国家归入极高人类发展

水平国家即发达国家，否则为发展中国家。

从表 1 中可以看到，在世界银行的高收入

国家列表中，在过去 30 年里增加了 20 个。从

这 20 个国家的初始状态上看主要可以把它们

分为 3类，一是原来的下中等收入国家，只有智

利一个国家；二是当年没有公布和提供统计数

据的国家，主要是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

和东欧国家，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

克、爱沙尼亚等；第三类为原来的中等收入国

家，包括葡萄牙、韩国、马耳他、波多黎各，还有

一些太平洋上的小国。从地区分布上看，欧洲

国家最多，从历史上看，这些国家（主要指东欧

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已经有一定的基

础，原来大多已经接近或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

平，加入欧盟后经济又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俄

罗斯原来也属于高收入国家，但 2015年又重新

变成了上中等收入国家。其次是拉美国家，包

括智利、乌拉圭和波多黎各等国家。智利的情

况在拉美国家中有代表性，在过去 30 年中，由

下中等收入国家发展为高收入或接近高收入

国家，问题在于一些国家长期发展停滞，好几

个国家多年来一直在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

家之间徘徊，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在 2014 年成为了高收

入国家，但 2015年委内瑞拉又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而

阿根廷则在 2016年也变回为上中等收入国家。所谓的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拉美国家表现得非常明显，即

所谓“拉美漩涡”。亚洲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成高收入

国家的虽然只有韩国一个国家，但发展得较为成功，人

均GNI已经接近 3万美元，已经属于发达国家。

二、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以

人均GNI所反映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从表 2
中可以看到，1998 年，在改革开放 20 年之后，中国的人

均GNI 达到了 800美元，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了下中等收

入国家的行列；又经过 12年的努力，到 2010年人均GNI
达到 4340美元，迈入了上中等国家的行列。从表 2中还

可以看到，中国的人均GNI与高收入国家的下限之比在

初期增加得非常缓慢，1987~1997 年之间仅提高了

2.5%，平均每年仅提高 0.25%；但是到了后期则提高得

非常快，2008~2016年，8年间提高了 41.5%，平均每年提

高 5.19%；现在，中国人均GNI占高收入国家下限的比重

每年的提高幅度相当于改革开放初期 20年所提高的幅

度。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实现了经济起飞和高增

长，但经济的绝对总量低，人均水平就更低，每增长一个

百分点中所包含的绝对增量很小，而现在情况已经大不

相同，人均水平已经较高，在较高的增长率下，占比提高

的幅度也大。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人均 GNI 不到 300
美元，每增长 10%不到 30 美元，仅为 6000 美元的 0.3%，

但是现在我国的人均GNI已经达到 8000美元以上，哪怕

只增长 5%，绝对量也达到了 400 美元，为 12000 美元的

表 1 1987~2016年间进入世界银行高收入组的国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国家

智利

乌拉圭

塞舌尔

韩国

圣基茨和尼维斯

葡萄牙

安提瓜和巴布达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马耳他

波多黎各

斯洛文尼亚

爱沙尼亚

捷克共和国

斯洛伐克共和国

巴巴多斯

立陶宛

拉脱维亚

波兰

匈牙利

帕劳

1987年现价人
均GNI（美元）

1670
2210
3200
3480
3480
4160
4440
4490
4930
5350

-
-
-
-
-
-
-
-
-
-

2016年现价
人均GNI（美元）

13540
15230
15410
27600
15690
19870
13560
16240
24190
19430
21700
17830
17630
17010
15210
14790
14570
12680
12570
1233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参见 http://databank.worldbank.
org/data/Databases.aspx。

表 2 1987~2016年世界银行的收入水平分组及中国所属的组别

年份

1987
1992
1997
1998
2003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世界银行按收入水平划分的分组（美元）

低收入
<= 480
<= 675
<= 785
<= 760
<= 765
<= 975
<= 995
<= 1005
<= 1025
<= 1035
<= 1045
<= 1045
<= 1025
<= 1005

下中等收入
481~1940
676~2695
786~3125
761~3030
766~3035
976~3855
996~3945
1006~3975
1026~4035
1036~4085
1046~4125
1046~4125
1026~4035
1006~3955

上中等收入
1941~6000
2696~8355
3126~9655
3031~9360
3036~9385
3856~11905
3946~12195
3976~12275
4036~12475
4086~12615
4126~12745
4126~12735
4036~12475
3956~12235

高收入
> 6000
> 8355
> 9655
> 9360
> 9385
> 11905
> 12195
> 12275
> 12475
> 12615
> 12745
> 12735
> 12475
> 12235

中国人均
GNI（美元）

320
390
750
800
1280
3100
3690
4340
5060
5940
6800
7520
7940
8260

为高收入
标准的%

5.3
4.7
7.8
8.5
13.6
26.0
30.3
35.4
40.6
47.1
53.4
59.0
63.6
67.5

中国所属
的组别

低
低
低

下中等
下中等
下中等
下中等
上中等
上中等
上中等
上中等
上中等
上中等
上中等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参见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Databases.
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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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也说明了我国实现赶超目标之艰难，经过

长达 40年的努力，才让中国走近最终跨越的门槛。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2016 年我国的人均 GNI 已经为

世界银行高收入门槛的 2/3。从发展趋势看，中国

成为高收入国家已经不会很远，在建党 100年前后，

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前后，中国有可

能进入按照世界银行分组的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从世界银行的人均GNI排名上看，2003年中国的人

均GNI为 1100美元，在列入排名的 207个国家和地

区中排 134 位，2016 年人均水平已提升为 8250 美

元，在列入排名的 216个国家和地区中列 95位。而

根据 IMF 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 2018》数据库中的

数据（IMF，2018），中国 2018 年的预期人均 GNI 将
达到 10088 美元，在列入排名的 191 个国家和地区

中列第 72位。在经济总量上，中国取得的成就更为

明显，200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日本，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⑩。2010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

值超过美国，之后一直保持世界第一。而货物进出

口总额则在 2013年赶上了美国，之后排名虽然和美

国之间互有变化，但已经是世界领先。中国在改革

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生产力水

平得到显著发展，人均国民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得到

巨大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

（一）人均收入水平

目前世界上虽然有很多对各国的发展水平进

行排序的方法（如 HDI、幸福指数、国际竞争力、宜

居程度等），但使用最普遍的还是人均 GNI 或人均

GDP 方法，简单而且得到广泛认可。统计表明，各

种度量发展水平的排序方法，往往都和人均GNI或
人均 GDP 有较高的相关程度。本文首先从人均

GNI的国际比较上看中国的发展水平。

首先，从世界各大地区的发展上看，中国目前

的发展水平和广大的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相当。

从表 3中可以看到，按汇率法计算，我国目前的

人均 GNI 水平略低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平均水

平，相当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平均水平，略高于

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平均水平。从收入水平分组上

看，大约相当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数。而按照

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中国 2016 年的人均 GNI 为
15470 国际元，在列入排序的 215 个国家和地区中

名列 103位，低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东和北非地

区，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相当，在收入水平分组上

略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和世界平均水

平。也就是说，用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计算，中国人

均GNI在国际上的相对水平略有下降，但没有发生

显著变化。

表 3 中的地区分类主要是地理概念，而邻近国

家之间的发展水平可能有比较大的差距，如东亚和

太平洋地区既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这样的高收入

国家，也包括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些下中等收入

国家；欧洲和中亚地区既包括德国、英国、法国这些

重要大国，也包括北欧的高收入国家，但也有中亚

收入较低的国家。但总体而言，它仍然大致地描述

了世界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北美是世界

上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地区，欧洲次之，接下来是

亚太地区和拉美地区，再下来是南亚地区和撒哈拉

以南非洲。如果从收入水平上看，北美和欧洲属于

高收入地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拉美和加勒比地

区、中东和北非地区属于上中等收入地区，南亚和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则主要属于低收入和下中等

收入地区。

其次，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大大提升了东

亚地区的平均发展的水平，甚至改变了世界经济格

局。原来的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和高收入发达国

家两端分布的格局，已经形成了中低收入发展中国

家，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与高收入发达国家三足

鼎立的新格局。

从表 4 中可以看到，2016 年世界人均 GNI 比
1987年增加了 50%以上，年均增长率为 1.56%，但各

个主要地区的增长幅度是不同的。以发达国家为

主的 OECD 国家和北美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只有

表 3 2016年世界各大地区人均GNI水平

世界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欧洲和中亚地区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中东和北非地区

北美地区
南亚地区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低收入平均

下中等收入平均
上中等收入平均

高收入平均

人均GNI
按汇率法

计算（美元）

10321
9852
23168
8272
7654
55552
1611
1516
618
2077
8176
41254

按购买力平价
计算（国际元）

16176
17038
31042
14847
19566
57246
6052
3605
1666
6771
16649
47208

购买力平价法为
汇率法的倍数

1.57
1.73
1.34
1.79
2.56
1.03
3.76
2.38
2.70
3.26
2.04
1.14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参见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
ta/Databas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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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和 0.98%，低于世界平均增长率；而以撒哈拉

以来非洲地区和联合国定义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增

长率也低于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1.14%和 1.48%，这

说明最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相对差距

没有显著的变化。年均增长率高于平均水平的主

要是 3 个地区，分别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2.6%）、

南亚地区（2.99%）、东亚和太平洋地区（3.29%），拉

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起点较高（1987年为 1963美元，

刚刚跨过上中等收入的门槛），而南亚地区的起点

较低（当年为 343 美元，属于低收入组），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仍然在上中等收入

组，但已经接近高收入组的门槛，而南亚地区则进

入了下中等收入的行列。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增长率是所有地区中最

高的，人均GNI从当年的 1927美元（下中等收入）上

升为 2016年的 9852美元（上中等收入）。在 20世纪

80年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发展

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既包括日本、澳大利亚

等高收入发达国家，也包括中国这样的低收入发展

中国家。如果不包括高收入国家，那么东亚和

太平洋地区 1987 年的人均 GNI 为 382 美元，与

南亚地区相当，属于低收入组。这种情况和拉

美国家的情况有很大差别，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在排除高收入国家后，人均 GNI 只有很小的变

化。可以看到，不包含高收入国家在内的东亚

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是全世界最高的，

年均增长率为 7.76%。2016年这一地区的人口

为 20.53亿，而中国的人口为 13.82亿，占这一地

区的 67%，显然，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为提升这

一地区的发展水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地

区的其他国家的增长虽然没有中国这么强劲，

但也有不错的表现（如东盟国家），这使世界上

近 1/3 的人口在过去的 30 年里，由低收入组进

入上中等收入组的行列。

从表 4中还可以看到，在 1987年，属于上中

等收入组的主要地区有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人

口为 4.21 亿人，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 8%，欧洲

和中亚地区（8.28 亿人）、北美地区（2.69 亿人）

和亚太地区的高收入国家（2.12亿人）的人口为

13.09 亿，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 26%；而东亚和

太平洋低收入地区（15.26 亿人）、南亚地区

（10.6亿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4.71亿人）的低

收入和下中等收入（主要是低收入）总人口为 30.57
亿人，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 60.9%。由此可以看出，

当时世界上两级分化的现象非常明显，高收入地区

所占的人口大约在 30%左右，上中等收入地区所占

的人口约在 10%左右，而 60%以上的人口低收入和

下中等收入区（参见图 1）。

而到了 2016年，由中国带动的东亚和太平洋地

区（高收入国家除外）的人均 GNI 进入上中等收入

组，世界人均收入的地区布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高收入组（欧洲和中亚地区、北美地区、东亚和太平

洋的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为 15.17亿，人均收入 3万

美元以上，占世界人口的 20.38%，下中等和低收入

组（南亚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口为 27.99
亿，人均收入不到 2000美元，占世界人口的 37.6%，

而上中等收入组（不包含高收入国家在内的东亚和

太平洋地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人口为 26.91
亿，人均收入 8000美元左右，占世界人口的 36.15%
（如果把中东和北非的人口也包括进来，则这一收

表 4 1987~2016年世界主要地区人均GNI和人口变动

国家和经济体

世界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高收入国家除外）

欧元区

欧洲和中亚地区

欧盟国家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高收入国家除外）

联合国定义的最不发达国家

北美地区

OECD成员国

南亚地区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人均GNI
（美元，现价）

1987
3296
1927
382

11733
6651
9950
1963
1921
312

20949
12872
343
546

2016
10321
9852
6667
36133
23168
33331
8272
7955
956

55552
37297
1611
1516

1987~2016年
真实增长率（%）

累积

56.57
155.63
772.64
53.98
74.17
67.49
110.70
107.05
53.21
32.59
44.88
134.84
38.83

年均

1.56
3.29
7.76
1.50
1.93
1.79
2.60
2.54
1.48
0.98
1.29
2.99
1.14

人口（亿人）

1987
50.20
17.38
15.26
3.08
8.28
4.73
4.21
3.99
4.71
2.69
10.44
10.60
4.71

2016
74.44
22.99
20.53
3.41
9.12
5.11
6.38
6.10
9.79
3.59
12.90
17.66
10.3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参见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Databases.
aspx。表中真实增长率已经扣除了价格变动的影响，这一期间，世界价格总水平大
约上涨了 100%，即 2016 年为 1987 年的两倍。中东和北非国家也属于中等收入地
区，2016 年人均 GNI 为 7654 美元，人口为 4.36 亿，但由于没有 1987 年的人均 GNI 数
据，未将其列入表中。

图 1 1987年世界主要地区人均GNI及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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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组的人口总量 31.27亿，占比提高到 42.01%，为占

比最大的收入组）。这就在世界上形成了三足鼎立

局面（参见图 2），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世

界经济秩序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但无论从上

中等收入地区的人均 GNI 上看还是从形成的经济

总规模看，都还和高收入的发达地区存在着一定的

差距，如何在发展中不断提高收入水平，是上中等

收入国家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而

言，中国即使跨过了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的门

槛，也和这些上中等收入的国家和经济体一样，还

远远称不上成为发达国家，还要经过长期的发展，

才能实现赶超目标。

（二）产业结构

国民总收入（GNI）是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在生产

活动中获得的总收入，重点在于“收入”，所以世界

银行在进行人均比较时，更重视人均 GNI。“收入”

是“生产”创造的，在国民经济（或国民收入）核算

中，直接反映生产总额的指标为国内生产总值

（GDP），它是各个生产部门（或行业）增加值的总

额，从具体数值上看，GNI 与 GDP 之间的差别只是

一项“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但是如果从内容上

看，GNI 主要反映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各个广义生

产要素（劳动、资本、政府、土地等）所获得的收入，

而GDP则反映各个生产部门或行业的活动成果，是

各个行业增加值的总和。而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

增加值结构及相应的就业结构即产业结构，则是反

映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

第一，看中美之间增加值结构的比较。

表 5列出的是中国和美国 2014年GDP按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的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到，2014 年中

国的农林牧渔业的增加值已经是美国的 4.8 倍，制

造业是美国的 1.5倍，而建筑业是美国的 1.1倍。这

说明了中国的赶超进程也遵循了“配第—克拉克定

理”所揭示的经济发展规律。改革开放后，中国首

先在农业领域推动改革，使农业及整个及第一产业

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实现了经济总量上的赶超，从

目前的水平看，按全部人口计算的人均第一产业产

值已经和美国相当。此后，中国的制造业和整个第

二产业发展了起来，实现了总量上的赶超，目前第

二产业已经是美国的 1.3 倍。但是从第三产业上

看，中国的总量还和美国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

距，中国仅仅为美国的 36.4%。因而，中国和美国之

间经济总量上的差距（2014年中国的汇率法GDP只

占美国的 60%），关键不在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发展不足，而是第三产业没有跟上来。

中美两国经济各自的增加值结构，反映了两国

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美国三大产业所占的

比重是 1.2%、20.3%和 78.5%，属于后工业化时期的

产业结构。而中国三大产业所占的比重是 9.3%、

43.3%和 47.4%，尽管已经初步形成了第三产业比重

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小的现代国家的

产业格局，但是从具体构成数值上看，仍然是一个

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这就是作为发

展中国家的中国和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之间在经

济结构上的发展差距。

第二，看中美两国就业结构的比较。

美国的就业结构与其增加值结构是相似的，

2005年，美国按三次产业计算的就业构成是 1.6%、

图 2 2016年世界主要地区人均GNI及人口

表 5 2014年中美GDP结构比较

国内生产总值
农林牧渔业

第一产业合计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第二产业合计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教育

医疗卫生
其他服务业
第三产业

美国

总额
（亿美元）

173931.0
2031.9
2031.9
4827.1
20994.3
2831.0
6720.5

35372.9
20515.1
5101.9
4867.2
7931.7
12511.5
22448.5
1951.5
12231.6
48967.4

136526.2

占比
（%）

100.0
1.2
1.2
2.8
12.1
1.6
3.9

20.3
11.8
2.9
2.8
4.6
7.2
12.9
1.1
7.0
28.2
78.5

中国

总额
（亿元）

643974.0
60165.7
60165.7
23417.1
195620.3
14819.0
44880.5

278736.9
62423.5
28500.9
11158.5
15939.6
46665.2
38000.8
21159.9
12734.0
68489.0

305071.4

占比

100.0
9.3
9.3
3.6
30.4
2.3
7.0

43.3
9.7
4.4
1.7
2.5
7.2
5.9
3.3
2.0
10.6
47.4

中国

总额
（亿美元）

104824.0
9793.6
9793.6
3811.8
31842.4
2412.2
7305.5

45371.9
10161.1
4639.3
1816.3
2594.6
7596.0
6185.6
3444.3
2072.8
11148.4
49658.5

为美国的
比重（%）

60.3
482.0
482.0
79.0
151.7
85.2
108.7
128.3
49.5
90.9
37.3
32.7
60.7
27.6
176.5
16.9
22.8
36.4

资料来源：美国的数据引自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官方网站数据，中国数
据根据世界银行和中国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分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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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和 77.8%  ，而在 2016 年，这一结构发展为

1.1%、20.0%和 78.9%，10 多年间只有很小的变化

（参见表 6）。从表 6 中还可以看到，美国的增加值

和就业结构是非常接近的，这是在发达市场经济下

平均收益规律的表现，如果一个产业或行业的平均

收益（人均增加值）高于另外一个产业或行业，那么

资本和劳动力就会向这个产业或行业流动，从而达

到产业和行业间的均衡。但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

同：两个结构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虽然都已经

初步形成了现代经济的产业结构，即第三产业的比

重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小的结构，但具

体占比之间存在着差距，第一产业的就业占比要比

增加值占比高 20%左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则要

低 10%左右，相比较而言，第二产业具有较高的平

均收益，这也说明了中国为什么近些年来第二产业

会获得更多的发展。如果用就业结构来说明产业

结构的话，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就要更大，第一

产业的就业占比要比美国高 26%，而第三产业的就

业占比则和美国相差 36.5%。第三产业就业不仅反

映了一个国家服务业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同时

也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途径，更多的劳动者投

入第三产业为社会提供服务并取得收入，将对改善

全社会的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看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比较。

表 6中的国家是按第一产业就业在全部就业中

的比重而排序的，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一个国家

（尤其是千万人口以上的大国）的发达程度和其产

业结构（尤其是就业结构）有很高的相关关系。一

般地说，由于第二产业具有较高的机械化水平，它

所容纳的就业是有限的，在表 6中的国家中，第二产

业就业占比最高的是波兰，为 30.4%，最低的是菲律

宾，为 16.2%，大多数国家在 20%~30%之间，中国为

28.8%，德国为 27.7，俄罗斯为 27.2%，制造业大国的

韩国和日本都在 24%左右，而美国只有 18.4%，差别

并不十分显著，且波动较小。所以看就业结构，主

要看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差异。一般

地说，对于一个经济和就业规模较大的经济体而

言，第一产业就业的占比越低，第三产业的就业占

比也就越高，其发达程度也就越高。而从增加值结

构与就业结构的比较上看，第一产业的产值占比与

就业占比之间的差别越大，其发展水平也就越低，

反之发达程度则较高。这表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

率与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差距。这也说明产业结

构高度确实从质态上说明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水平。从表 6中可以看到，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

家的排序中，中国大约位于它们的中间位置，属于

发展水平已经得到提高的发展中国家。

第四，从产业结构的自身变化看，中国正处于

迅速发展阶段。

表 6主要是从静态上比较各个国家产业结构的

变化，反映的是各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但各个国家

的产业结构是不断变化的，变化的程度说明着发展

的状态。对于缓慢增长的经济体而言，产业结构的

提升也是缓慢的，而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则会伴随着

产业结构的迅速提升，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经历过

这样的过程。现在中国也在经历这一过程。从表 7
中可以看到，在 2011~2016年期间，中国第一产业增

加值占比没有显著变化，仅下降了 0.6%，但是就业

比重下降了 7%，而且是逐年稳步下降；相应的，第

表 6 2016年世界部分国家增加值和就业构成

越南
巴基斯坦

印度尼西亚
泰国

菲律宾
斯里兰卡

中国
埃及

土耳其
哈萨克斯坦

墨西哥
马来西亚

波兰
巴西

俄罗斯
韩国
日本
法国

澳大利亚
美国
德国
英国

增加值构成（%）
农业
18.1
25.2
13.5
8.3
9.7
8.2
8.6
11.9
6.9
4.8
3.9
8.7
2.4
5.5
4.7
2.2
1.1
1.5
2.6
1.1
0.6
0.6

工业
36.4
19.2
39.3
35.8
30.8
29.6
39.8
32.9
32.4
33.5
32.7
35.7
33.3
21.1
32.4
38.6
28.9
19.4
24.3
20.0
30.5
19.2

服务业
45.5
55.6
43.7
55.8
59.5
62.2
51.6
55.2
60.7
61.7
63.5
55.7
64.3
73.3
62.8
59.2
70.0
79.2
73.1
78.9
68.9
80.2

就业结构（%）
第一产业

43.6
43.5
32.9
32.3
29.1
28.2
27.7
25.8
20.4
18.0
13.0
12.5
11.5
10.3
6.7
4.9
3.5
2.8
2.6
1.6
1.4
1.1

第二产业
23.1
22.5
22.2
23.7
16.2
26.0
28.8
25.1
27.2
20.6
25.3
27.5
30.4
22.2
27.2
24.9
24.3
20.1
19.5
18.4
27.7
18.5

第三产业
33.3
34.0
44.9
43.9
54.7
45.2
43.5
49.1
52.4
61.4
61.2
60.0
57.8
67.3
66.1
70.2
70.7
75.3
78.0
80.0
70.9
79.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7》（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 年）。其
中少数国家使用的是邻近年份（2014 或 2015 年）的数据，参看《中国统
计年鉴 2017》中国际数据的有关说明。

表 7 2011~2016年中国增加值结构与就业结构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增加值结构
（%，三次产业合计=100）

第一产业
9.4
9.4
9.3
9.1
8.9
8.6

第二产业
46.4
45.3
44.0
43.1
40.9
39.8

第三产业
44.2
45.3
46.7
47.8
50.2
51.6

就业结构
（%，三次产业合计=100）

第一产业
34.8
33.6
31.4
29.5
28.3
27.7

第二产业
29.5
30.3
30.1
29.9
29.3
28.8

第三产业
35.7
36.1
38.5
40.6
42.4
43.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7》。

如何看待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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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的增加值占比和就业占比每年都在稳步提

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上。目前，中国第三产

业占比和发达国家一般水平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

差距，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占比大

多达到 70%以上，如果中途不发生停滞，按照每年

提高一个百分点推算，那么达到发达国家的产业结

构，中国还要用 20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在 2030年

前后达到这个水平。这说明中国虽然在经济增长

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发展水平和发展阶

段上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仍属于发展较好的发展

中国家。而从变化率上看，则快于世界上大多数国

家，中国必须保持持续的经济发展，才能进一步

缩小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三）人类发展

目前在国际上，另外一个反映各国发展水平

的重要指标是人类发展指数（HDI），它是一个相

对指标（0~1 之间），是通过对按照购买力平价计

算的人均 GNI、教育水平和人口预期寿命加权处

理得到的结果，数值越高，说明人类发展水平也

越高。

从表 8 中可以看到，在 UNDP 公布的 2015 年

HDI 中，中国在 188 个国家中位居第 90 位。如果

以HDI 排序来反映发展水平，那么中国正好处于

世界中等发展水平。人类发展指数的分类基于

其固定分界点，这些分界点来自人类发展指数构

成指标的四分位数，分别为：低人类发展水平

（low human development）：HDI值小于 0.550；中等

人类发展水平（medium human development）：HDI
值介于 0.550 和 0.699 之间；高人类发展水平

（high human development）：HDI 值介于 0.700 和

0.799 之间；极高人类发展水平（very high human
development）：HDI 值大于等于 0.800。按照《人

类发展报告 2010》的划分，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组

中的国家为发达国家。其他 3组则为发展中国家

（Nielsen，2011）。从动态上看，中国的 HDI 值提

高得非常快，1990 年中国的 HDI 值仅为 0.499，为
低人类发展水平国家，2001年到达 0.6，成为中等

人类发展水平国家，2010年则到达 0.7，成为高人

类发展水平国家。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

是巨大的，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还可

以分从具体指标上看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

首先看出生预期（平均）寿命，这是根据人口学

上的生命表计算的预期平均寿命。这是一个高度

综合的指标，一个国家人口预期寿命的长短，和很

多方面的因素有关，如营养水平、生活质量、医疗水

平、养老水平、生态环境等。从表 8 中可以看到，在

4 个分组中，分组水平越高，预期寿命往往就越长。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如俄罗斯联邦属于极高

水平国家，但预期寿命只有 70岁，而古巴属于高水

平国家，预期寿命则达到了79.6岁。中国的出生预

期寿命是 76岁，在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中位于领先

水平，但和西欧（80 岁以上）、北欧（80 岁以上）、北

表 8 2015年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人类发展指数情况

HDI排序

很高人类发展水平（Very High HD）
1
2
4
5
10
12
16
17
18
21
45
49

高人类发展水平（High HD）
56
59
68
69
71
73
77
79
83
87
87
90
97
105

中等人类发展水平（Medium HD）
111
113
115
116
119
131
139
143
147

低人类发展水平（Low HD）
151
152
153
169
174
181
188

国家和地区

挪威
澳大利亚

德国
新加坡
美国

中国香港
英国
日本
韩国
法国

阿根廷
俄罗斯联邦

哈萨克斯坦
马来西亚

古巴
伊朗

土耳其
斯里兰卡
墨西哥
巴西

阿尔及利亚
秘鲁
泰国
中国

突尼斯
乌兹别克

埃及
印度尼西亚

越南
菲律宾
南非
印度

孟加拉
柬埔寨

巴基斯坦

坦桑尼亚
尼日利亚
喀麦隆
阿富汗

埃塞俄比亚
南苏丹

中非共和国

人类发展
指数（HDI）

数值

0.949
0.939
0.926
0.925
0.920
0.917
0.909
0.903
0.901
0.897
0.827
0.804
0.794
0.789
0.775
0.774
0.767
0.766
0.762
0.754
0.745
0.740
0.740
0.738
0.725
0.701
0.691
0.689
0.683
0.682
0.666
0.624
0.579
0.563
0.550
0.531
0.527
0.518
0.479
0.448
0.418
0.352

出生时预
期寿命

单位：年

81.7
82.5
81.1
83.2
79.2
84.2
80.8
83.7
82.1
82.4
76.5
70.3
69.6
74.9
79.6
75.6
75.5
75.0
77.0
74.7
75.0
74.8
74.6
76.0
75.0
69.4
71.3
69.1
75.9
68.3
57.7
68.3
72.0
68.8
66.4
65.5
53.1
56

60.7
64.6
56.1
51.5

预期受教
育年限

单位：年

17.7
20.4
17.1
15.4
16.5
15.7
16.3
15.3
16.6
16.3
17.3
15.0
15.0
13.1
13.9
14.8
14.6
14.0
13.3
15.2
14.4
13.4
13.6
13.5
14.6
12.2
13.1
12.9
12.6
11.7
13.0
11.7
10.2
10.9
8.1
8.9
10

10.4
10.1
8.4
4.9
7.1

平均受教
育年限

单位：年

12.7
13.2
13.2
11.6
13.2
11.6
13.3
12.5
12.2
11.6
9.9
12.0
11.7
10.1
11.8
8.8
7.9
10.9
8.6
7.8
7.8
9.0
7.9
7.6
7.1
12
7.1
7.9
8

9.3
10.3
6.3
5.2
4.7
5.1
5.8
6

6.1
3.6
2.6
4.8
4.2

人均GNI
按 2011年购
买力平价
价格计算

67614
42822
45000
78162
53245
54265
37931
37268
34541
38085
20945
23286
22093
24620
7455
16395
18705
10789
16383
14145
13533
11295
14519
13345
10249
5748
10064
10053
5335
8395
12087
5663
3341
3095
5031
2467
5443
2894
1871
1523
1882
587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人类发展报告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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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80岁左右）、大洋洲（80岁以上）、亚洲（日本、韩

国、中国香港，80 岁以上）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

仍然存在着差距。从动态变化上看，中国 1990年的

人口预期寿命是 69 岁，25 年来提高了 7 岁，这说明

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在总体上是提高的。

但同时也要看到，在这一期间，发达国家的出生预

期寿命也在不断提高，日本 1990年的出生预期寿命

为 79岁，2015年则为 83.7岁，提高了 4.3岁。预期

寿命的人类发展环境的全面改善，远比发展经济更

为复杂，但又需要经济发展为基础。处理好经济发

展与全面发展的关系，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再

有明显的提升，是中国在新时代发展的重要任务。

再看受教育程度。在HDI中，包含有两个受教

育程度指标，一是预期受教育年限（expected years
of schooling），指的是在校学生预期的学习时间，它

既是对一个国家教育事业发展水平的度量，也反映

了当前教育对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贡献。二是平

均受教育年限（mean years of schooling），指的是 25
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平均受教育的时间，它是以往的

教育所形成的结果，主要反映了当前劳动力的平均

受教育水平。从表 8中可以看到，极高发展水平组

中的国家和地区预期受教育年限基本上在 15 年以

上，平均受教育年限基本上在 11年以上。在两个指

标中，改善前一个指标需要持续加大教育投入（这

是从供给方看，从需求方看，还要有对受教育群体

不断增长的需求），而后一个指标则是前期教育投

入所产生的结果。从表 8中可以看到，原苏联的加

盟共和国中的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以及乌兹别

克，都有较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古巴、东欧原计划

经济国家也有这个特点），这说明这些国家在计划

经济时期对教育已经非常重视。中国 1990 年时预

期受教育年限为 8.8 年，2000 年提高到 9.6 年，2010
年提高到 12.8 年，2015 年已经是 13.5 年，发展得非

常快。从发展趋势看，2020年前后，有可能达到 15
年，赶上发达国家的基本水平。但是从平均受教育

年限看，中国目前只有 7.6年，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

间，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然后看人均收入。在HDI中，为了更好地反映

国家间由收入反映的生活水平，人均GNI是以世界

银行国际比较项目所得出的购买力平价折算的，经

过这一折算后，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NI大多比汇率

法计算的结果有所下降，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

国家的人均 GNI 则有所提升。这对国家之间人均

收入的比较有影响，以中日比较为例，按汇率法计

算 2016 年日本的人均 GNI 是中国的 4.6 倍，而按购

买力平价方法计算则为 2.8倍。但如果是进行人均

收入的排序，那么各国所处的基本位置并不会发生

显著的变化，按汇率法计算，日本和中国在 216个国

家或经济体中分别列 34 位和 95 位，而按购买力平

价计算，日本和中国在 215 个国家或经济体中分别

列 34 位和 103 位。日本属于发达国家而中国属于

发展中国家这个分析结果没有改变，所以在大多数

情况下，世界银行按人均 GNI 分组和 UNDP 按 HDI
分组所得出的分析结论是相近的，即高收入国家大

多有较高的HDI，低收入国家的HDI往往比较低，但

也有一些特殊的例子，如斯里兰卡按汇率法计算的

人均 GNI 为 3780 美元，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但它

的HDI值却高达 0.766，为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

对中国而言，在过去的近 30 年中（UNDP 从

1990 年开始公布 HDI），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及其

各个方面是持续改善的，无论是预期寿命、教育水

平以及人均收入都有显著改善，从一个低人类发展

水平国家发展成为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但与极高

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说明改

革开放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发展水平，缩小了中国

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

人类发展水平上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三、区域发展和城乡收入差异

党的十九大指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这正是我国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逐

渐转变的过程中所需要面对的挑战。改革开放以

来，党和国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

硬道理，实现了持续 40 年的高增长。为了实现经

济起飞和加速经济增长，最先采取的策略是打破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低效率的均衡，让一部分人、一

部分地区在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中先

富起来，并带动其他人和其他地区的发展，实践证

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中国的综合实力、人民生

活和国际地位因此得到极大的提升。但是在另外

如何看待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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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发展不平衡和不充

分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不

同产业、不同方面的发展差异，已经显著高于过

去，也高于世界上众多发展水平与中国类似的国

家。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规模甚至大于世界上

很多的大洲（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非洲、大洋

洲等），各个地区、各个方面的发展条件也存在着

很大的差异，而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这些差

异必然导致经济发展以及其他方面的发展不平

衡，这正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特

征。所以中国在开启全面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不仅要继续提高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还要在结

构上改变发展的不平衡，通过高质量的可持续发

展，使中国接近并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一）地区经济发展

从表 9中可以看到，中国各个地区（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如

果用世界银行的人均收入标准来进行比较，北京、

上海、天津 3个直辖市和江苏、浙江两省已经进入了

高收入地区的行列，属于我国的发达地区，地区人

口占全国的近 15%，经济总量占 GDP 的 25%左右。

而其他的 25个地区，仍属于上中等收入地区，由于

这个组数值所包括的跨度大，组内相互之间差异也

比较大。这个地区包含的人口占全国的 85%以上，

经济总量占 GDP 的 75%左右。人均 GDP 最高的地

区北京（17784美元）与最低的地区甘肃（4153美元）

相比，北京为甘肃的 4.28倍。高收入地区人均GDP
（14974美元）为上中等收入地区（7432美元）两倍左

右。应该说，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已

经随着近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有了明显的改善。

在新世纪初，我国发达地区和欠发展地区的人均

GDP 的差别曾达到 10 倍以上，现在已经缩小了一

半，但是区域间发展差异仍然比较明显。

图 3是根据表 9的数据绘制的中国各地区人均

GDP的人口分布。在图中，可以看到 8000美元是上

中等收入组的中点，在其附近有两个分布稠密区，

分别在 6000美元和 11000美元的附近，而人均 8000
美元周围（7000~9000 美元）的人口分布相对较少。

而在 12000~18000 美元区域中，人口分布比较平坦

（即集中趋势不明显），更广泛地看，是 8000~18000
美元的人口分布比较平坦。具体地看，在 6000美元

人均 GDP 附近（8000 美元以下）区域中分布的人口

大约有 8亿人，约占中国人口的 57%，属于中国经济

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在 8000~12000 美元的人口大

约有 4亿人，约占中国人口的 28%，其余 15%是高收

入地区人口。这种人口分布鲜明地反映出中国“发

展中”的经济特征，即有包含相当大国土、相当多人

表 9 2016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GDP、人口及其对比

图 3 2016年中国各地区人均GDP分布

地区

高收入地区（> 12235美元）
北京
上海
天津
江苏
浙江
小计

上中等收入地区（3956~12235美元）
福建
广东

内蒙古
山东
重庆
湖北
吉林
陕西
辽宁
宁夏
湖南
海南
青海
河北
河南

黑龙江
江西
新疆
四川
安徽
广西
山西
西藏
贵州
云南
甘肃
小计

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万元）

25669
28179
17885
77388
47251
196372
28810
80854
18128
68024
17740
32665
14776
19399
22246
3168
31551
4053
2572
32070
40471
15386
18499
9649
32934
24407
18317
13050
1151
11776
14788
7200

583684
780056

人口
（万人）

2173
2420
1562
7999
5590
19744
3874
10999
2520
9947
3048
5885
2733
3813
4378
675
6822
917
593
7470
9532
3799
4592
2398
8262
6196
4838
3682
331
3555
4771
2610

118240
137984

人口比重
（%）

1.57
1.75
1.13
5.80
4.05
14.31
2.81
7.97
1.83
7.21
2.21
4.26
1.98
2.76
3.17
0.49
4.94
0.66
0.43
5.41
6.91
2.75
3.33
1.74
5.99
4.49
3.51
2.67
0.24
2.58
3.46
1.89
85.69
100.00

人均GDP
（元）

118127
116442
114501
96747
84528
99459
74368
73510
71937
68386
58202
55506
54065
50876
50813
46933
46249
44198
43373
42932
42458
40500
40285
40238
39862
39392
37861
35443
34773
33125
30996
27586
49364
56532

人均GDP
（美元）

17784
17530
17238
14565
12726
14974
11196
11067
10830
10296
8762
8356
8140
7659
7650
7066
6963
6654
6530
6463
6392
6097
6065
6058
6001
5930
5700
5336
5235
4987
4666
4153
7432
851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7》中关于 2016 年人口、地区生
产总值和年平均汇率（1 美元兑 6.6423 人民币）计算整理。表内国内生
产总值为各地区生产总值加总结果，和年鉴中全国数值（744127 万元）
存在统计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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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地区（主要是西部的非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

水平还需要上一个台阶，改变其相对落后的面貌。

不应该因为有一部分地区（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

已经获得了较好的发展，就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水平

产生错判。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发展水平相对

较低的地区也有它们的后发优势：从本地的层面

看，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从国家的层面看，则有

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崛起的大国所能够提供的日益

增加的政策与财力的支持；从地区协作的关系看，

又能通过地区间经济活动的梯度转移获得发展。

这正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保持持续发

展的重要基础。

（二）城乡差距

改革开放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是由加速的工

业化带动的，并在此基础上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

展。在这一过程中，以农业为主的广大农村地区的

经济也得到很大发展，但相比以第二、第三产业为

主的城镇地区，农村地区的发展相对较慢。因此，

一个地区的工业化程度和城镇化程度越高，这个地

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表 10 列出了中国各

个地区间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以下称为城

镇化率），可以看出，这个比例的排序和地区的发

达程度是有关联的，一般地说，一个地区的城镇化

率越高，其经济发展水平通常也较高。将表 10中的

排序与表 9中的排序之间计算等级相关系数，结果

为 0.8996，相关程度很高。当然，农村地区也可以

发展非农产业，如发展旅游业，那么相应的农村人

口就属于第三产业就业。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

下，城镇化率较低的地区的农村，往往是以农业为

主，而且承载着大量低效率的农业就业，在这种情

况下，城镇化率就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

要标志。从表 10中可以看出，中国整体的城镇化率

现在仍然不高，只有 57%，具体地看，城镇化率超过

60%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只有 10个，城镇化水平还

需要有一个极大的提高。

表 11列出的是 2010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

情况，自 2013 年国家统计局实施城乡一体化住户

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后，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实

行了统一口径，这就为我们进行城乡居民收入的

比较提供了数据基础。从表 11 中可以看出中国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分布，至少有以下几个

特点。

第一，城乡居民收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从整体上看，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

居民的 2.72 倍。中国农村地区收入水平最高的地

区是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5520.4 元，而城镇

地区收入水平最低的地区为黑龙江，人均可支配

收入为 25736.4 元，农村的最高收入水平低于城市

表 10 2016年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城镇人口
占全部人口比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全国
上海
北京
天津
广东
江苏
辽宁
浙江
福建
重庆

内蒙古
黑龙江
山东
湖北
海南
宁夏

57.35
87.90
86.50
82.93
69.20
67.72
67.37
67.00
63.60
62.60
61.19
59.20
59.02
58.10
56.78
56.29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山西
吉林
陕西
河北
江西
湖南
安徽
青海
四川
河南
新疆
广西
云南
甘肃
贵州
西藏

56.21
55.97
55.34
53.32
53.10
52.75
51.99
51.63
49.21
48.50
48.35
48.08
45.03
44.69
44.15
29.5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7》。

表 11 2016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地区

全国
上海
北京
浙江
天津
江苏
广东
福建
辽宁
山东

内蒙古
重庆
湖北
湖南
海南
江西
安徽
吉林

黑龙江
河北
山西
陕西
宁夏
四川
新疆
河南
广西
青海
云南
贵州
甘肃
西藏

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元）

23821.0
54305.3
52530.4
38529.0
34074.5
32070.1
30295.8
27607.9
26039.7
24685.3
24126.6
22034.1
21786.6
21114.8
20653.4
20109.6
19998.1
19967.0
19838.5
19725.4
19048.9
18873.7
18832.3
18808.3
18534.7
18443.1
18305.1
17301.8
16719.9
15121.4
14670.3
13639.2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元）

33616.2
59691.7
57275.3
47237.2
37109.6
40151.6
37684.3
36014.3
32876.1
34012.1
32974.9
29610.0
29385.8
31283.9
28453.5
28673.3
29156.0
26530.4
25736.4
28249.4
27352.3
28440.1
27153.0
28335.3
28463.4
27232.9
28324.4
26757.4
28610.6
26742.6
25693.5
27802.4

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元）

12363.4
25520.4
22309.5
22866.1
20075.6
17605.6
14512.2
14999.2
12880.7
13954.1
11609.0
11548.8
12725.0
11930.4
11842.9
12137.7
11720.5
12122.9
11831.9
11919.4
10082.5
9396.4
9851.6
11203.1
10183.2
11696.7
10359.5
8664.4
9919.8
8090.3
7456.9
9093.8

城镇居民收入
为农村的倍数

2.72
2.34
2.57
2.07
1.85
2.28
2.60
2.40
2.55
2.44
2.84
2.56
2.31
2.62
2.40
2.36
2.49
2.19
2.18
2.37
2.71
3.03
2.76
2.53
2.80
2.33
2.73
3.09
2.88
3.31
3.45
3.0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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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低收入水平。从地区之间的比较看，一般地

说，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的地区因为经济比较发

达，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可以得到较多的发展，城

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距也就相

对较小（如天津、浙江）；而在西部地区（云南、贵

州、西藏等），全体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说

明经济发达程度较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反而

更大。对表 11 中的排序与表 9 中的排序计算等级

相关系数，二者的相关系数为 0.9371，说明各个地

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 GDP 之间有较强的相

关关系；而对表 11 与表 10 的排序计算等级相关系

数，得到的结果是 0.8956，说明各个地区城镇化率

与城乡居民的收入之间也有较强的相关关系。但

不同地区的城乡居民之间差异并不悬殊，二者之

间倍数最低的天津为 1.85 倍（天津作为一个工业

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乡镇非农产业比较发达），最

高的甘肃为 3.45 倍，大多数地区在 2 倍与 3 倍之

间，比较密集地分布在全国平均数 2.72 倍周边，集

中程度较高。这说明各个地区的城乡收入之间，

有一定的联动关系，即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将同

时带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当然，由

于城镇化程度的不同，这种带动对于全体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是不同的，城镇人口所占的

比重越大，城乡差距就越小，那么在城乡居民收入

同幅度上升时，由于权重的关系，全体居民可支配

收入的上升幅度也就越大。

第二，在不同的地区间之间进行比较时，城乡

居民构成往往是居民总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以

上海和贵州为例，上海全体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为

贵州的 3.59倍，其中城镇为 2.23倍，农村为 3.15倍，

城镇与城镇比或乡村与乡村比之间的差距，小于总

体收入上的差别。再看北京和甘肃，北京全体居民

的可支配收入是甘肃的 3.58 倍，其中城市为 2.22
倍，农村为 2.99 倍，也是农村和城市居民合并计算

后，可支配收入的差别扩大了。这是因为欠发达地

区农村人口的权重大，发达地区城镇人口的权重

大，因而使总体收入上的差别更大。说明各个地区

城乡人口构成以及他们的收入，同时影响着总体

收入。

可以看出，尽管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推进得很快，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

心，但是在另外一方面，通过各个地区城镇化率的

比较，各个地区的工业化程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各个地方的发展不平衡，城市和农村的发展也不

平衡。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较慢的广大地区的居

民收入（尤其是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仍然不

高。由于这些地区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较低，

而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又大，造成这些地

区整体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偏低。从表 11 中可以看

到，有 16 个地区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在 20000 元以

下，有 7 个地区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在 10000 元

以下。虽然中国的人均 GNI 或人均 GDP 在世界上

已经达到了上中等收入的水平，但由于中国仍然

处于高增长阶段，储蓄率和投资率都比较高，与人

均 GDP 相近的国家相比较，在国民收入中形成居

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相对较低。中国目前的

人均 GDP 已经达到了 8000 美元以上，但是全体居

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 3700 美元左右，这意味

着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只占全部国民收入的

45%左右  ，大多数国家的比重至少达到 50%以

上。而在有限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又存在着由

于发展程度不同造成的收入不平衡（主要是城乡

居民收入发展不平衡，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大，人均

劳动报酬低），这种二元经济结构是中国在全面现

代化进程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就储蓄率而言，更体现出中国处于发展中国家

进入加速发展期的特征。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

民储蓄率一直居世界前列，全球平均储蓄率 19.7%，

中国则为 46%（2015年）。同时，由于中国国民收入

分配过程中形成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偏低，

只占全部国民收入的 45%左右，进而在总储蓄增长

中大部分（80%）来自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居民部

门只占 20%。而在居民储蓄中大部分又来自高收

入群体，2016年收入前 10%的家庭储蓄率达 66.8%，

储蓄额占当年中国家庭总储蓄额 62.5%，同时有

40%的中国家庭当年没有储蓄（甘犁、何青，2018），

这就进一步降低总消费率。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仅仅表现在收入上，也反

映在居民所享受的公共服务上，农村的教育、医

疗、退休、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发展都明显地落后于

城市，这种局面短期很难改变。这种发展的不平

衡和不充分，正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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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所以，观察和判断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处的

阶段，不能只从局部取得的成就上看，还必须从整

体上看存在的不足，才能做出客观的判断。

四、中国能够实现全面

现代化的目标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目前和中国处于相

近发展水平的国家（即人均 GNI 在 1 万美元左右的

上中等收入国家）在世界上很多，如拉美国家、东亚

和太平洋地区高收入以外的国家、西亚北非国家、

中亚国家等，但中国的情况和大多数上中等收入的

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这就是中国在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环境这五位一体各个方面的发展正处于

积极的上升时期，而很多国家到了这一阶段各项发

展尤其是经济发展就开始陷入停滞。如以富国俱

乐部著称的OECD的 35个成员国中，有 32个成员国

为发达国家，仍然有 3 个成员国被 UNDP 分类为发

展中国家（智利、墨西哥和土耳其），这些发展中国

家很早就是上中等收入国家，但一直徘徊在发展中

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门槛上。更有大量的发展中国

家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长期难以成长为发达经

济体，如所谓“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

危机”等。在经济规模较大的经济体中，只有韩国

等少数国家发展得比较好，通过持续增长成为了发

达国家。

经过 40年的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中国已经找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途径

和方式。从静态国际比较上看，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是中国的不足，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是中国的发

展优势，可以通过改善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实

现进一步的发展。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在中国优先发展的地区，很多领域在体制、科

技、市场、产业发展、消费升级等诸多方面逐渐赶上

甚至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为国家的整体发展形成

了示范效应，而发展较慢的领域和地区则有生产要

素上的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国家和先进地区的扶持

和带动形成跨越式的发展。虽然中国的人均 GDP
还处于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但是中国作

为一个有 13亿人口的大国，经济总量是巨大的，如

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

已经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了一些优势，那么到了现

在，这种优势就更加凸显出来，为中国的高质量发

展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问题提供了有力的

支持。从需求方看，13亿人所形成的广泛的国内市

场无论在水平上还是在范围上都还有非常大的提

升空间，已经形成了 4亿多人规模的中等收入阶层，

预计到 2018年底，中国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将超过

美国，成为第一大国内消费力的国家。在国际上，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响应，加

上对外经济合作的升级，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将不断提升；而从供给方看，通过供应侧结构性改

革，在体制、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等领域进行了一系

列深化改革，极大地改善了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在

各个国际机构的年度报告中，脱贫、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一直是重要的主题，很多发展中国家就是因为

无法解决这些方面的矛盾而无法由上中等收入国

家发展成为高收入的发达国家，关键在于他们没有

或无法解决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问题，没有找到和建

立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社会的体制以及确定合适

的发展道路。但是在中国，根据现阶段的发展要

求，开展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

即确保风险隐患得到有效控制、确保脱贫攻坚任务

全面完成、确保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这对中国

来说同样是艰巨的任务，但是由于有各级政府尤其

是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制度保障，通过全体人

民的共同努力，中国就完全有可能在这一方面取得

突破，在整体改善民生的同时，也为未来的可持续

发展创造好的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提出了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后，将开启

全面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并提出了分两阶段实现

全面现代化的宏伟战略。这一战略正是建立在对

中国现阶段发展水平的科学判断的基础上的，是通

过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所能够实现的。中国完

全有可能避免很多上中等收入国家所出现过的经

济徘徊的老路，通过不断地突破取得发展，从一个

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发达国家，建设成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作者刘伟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

导师；蔡志洲系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

任、研究员。责任编辑：张世国）

注释

①发生争议的主要原因除经济发展水平上难以按统一统

如何看待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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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口径（比如计划经济国家长期不采用GDP核算体系，而是采

取工农业物质资料生产核算体系）进行比较外，还涉及体制和

制度之间的不可比性。许多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在定义“发展”

过程时，将其历史内涵归纳为：发展意义上的落后国家实现

“工业化”，体制意义上的传统经济实现“市场化”，甚至有学者

将“发展”的本质归结为制度变迁意义上的“市场化”。而计划

经济国家虽然在当时其“工业化”水平已达相当高度，但囿于

统计口径上的不一致难以确定，更重要的是体制上的“计划经

济”与“市场化”的差异，使之难以被纳入“发达”行列，从而形

成既不属“发展”又不属“发达”的争议（刘伟、杨云龙，1991）。

②参见 Definition of a“developing country”in the WTO，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evel_e/d1who_e.htm。

③根据中国商务部《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2018
年 7月），在货物贸易领域，早在 2010年，中国降税承诺就已全

部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由 2001年的 15.3%降至 9.8%；在服务

贸易领域，截至 2007年，中国开放承诺就已全部履行完毕，100
个服务业分部门已按承诺开放。这意味着中国在该组织中已

经不再享受“过渡期优惠”。

④参见：https://unstats.un.org/unsd/methodology/m49/。
⑤严格地说，这个“industrialized”翻译成产业化更加合理，

因为它指的不仅仅是工业的发展，而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现代

化的水平。

⑥参见 World Bank: How are the income group thresholds
determined? 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
ticles /378833 -how-are-the-income-group-thresholds-determin-
ed。

⑦ 参 见 World Band，World Development Index Indicators
2009，page xxi。

⑧也被翻译成人文发展报告，相应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有时也翻译成人文发展指数。其实，这里的发展指的是

用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平均预期寿命反映的人的发展，相比较

而言，用“人类发展”来翻译似乎更接近原意。

⑨在 UNDP 的人类发展报告（2016）中的表 6“多维贫困指

数—发展中国家”中，对包括中国在内的 102个国家计算了多

维贫困指数。

⑩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
中国在 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在国际比较

中，按照汇率法计算的结果进行比较是被更为广泛接受的方

法。

目前，中国还不能像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在当年

结束时及时公布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 GDP 数据，仍然还是

按照三大产业来公布数据。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已经公布的

2014 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推动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需

要有更加及时和细致的统计数据作为分析基础。

参见《中国统计年鉴 2016》有关国际数据。

参见UNDP：人类发展报告 2016。

参见UNDP数据库：http://hdr.undp.org/en/data。
俄罗斯的人均GNI水平较高，而古巴较低。

参见UNDP数据库：http://hdr.undp.org/en/indicators/6920
6。

世界银行的收入比较，使用的是人均 GNI，表 9 中所使

用的是人均 GDP（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两个指标含义虽然不

同，但是在数值上通常比较接近，可以进行近似的替代比较。

对城镇化指标有很多讨论，本文的“城镇化率”是对本

文中“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的简称，不涉及有关讨论。

最后一位本来是西藏，但西藏人口少，又是少数民族地

区，因此选择西部的贵州相比，其实排在表 11后几位的地区情

况都是类似的。

在统计实践中，居民（或住户）部门的全部可支配收入

还可以通过资金流量表进行核算，因为统计方法、调查口径上

的具体差别，住户调查数据和资金流量表数据之间可能存在

统计误差，但反映的总体规模应该是接近的。

参见UNDP：《人类发展报告 2016》，第 194页。

有西方学者将其称为“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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