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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到高收入阶段要靠供给侧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刘伟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全球 214 个经济体中，有 70 个为高收入国家，这些高收入国家从发
展历史看，从上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完成，平均用了 12年 4个月的时间。而这其中 20个
人口大国，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平均用了 11年 9个月的时间。 
    穿越不过去，发展方式转变不过来，适应不了新条件下的新变化，那就会陷入所谓中等收入
陷阱。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 116 个发展中国家，真正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穿越的只有 13 个。
上世纪 70年代拉丁美洲十几个国家，1970年代就达到上中等收入阶段，到现在接近 40多年穿越
不过去，人们将其称为“拉美旋涡”。上世纪 80年代东亚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达到上中
等收入起点，但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些国家经济大规模的暴跌，30 多年了也穿越
不过去，人们称之为“东亚泡沫”。上世纪 90年代西亚北非的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突尼斯、
也门等达到上中等收入阶段，到现在 20 多年了，不仅穿越不过去，而且他们危机什么时候结束
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被称为“西亚北非危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有其历史必然性，是实现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历史客观需要。
我国“十三五”的目标是实现全面小康，就 GDP人均水平来说，实现比 2010年翻一番，拿到国
际社会发展史上来比，就是相当于用了 10 年时间，实现了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历史穿
越。 
    那么中国经济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何在？从目前我国供求两端的矛盾演化来看，矛盾重点集中
在供给方面。先看经济下行，经济下行首先是需求出了问题，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需

求为什么疲软？实际上是供给侧的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再往深了说，

是我国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不足，因此没有产业结构升级的新空间。现在真正的好项目、好资产

不多，一旦遇到了大家就蜂拥而上，使得好项目、好资产的价格极高，进而使得资金在实体经济

当中吸纳不进去，进而形成不了有效投资需求。 
    而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需要的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涉及到内容广泛，而最核
心的是，在制度上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把政府功能定位

搞清楚，要把政府的权力规范建立起来，要把政府干预经济的素质、能力提高上来。为什么这么

说呢？中国和国外比，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要强，所以西方经济学家给

中国打分评价，认为中国反危机能力排在第一位。危机发生的时候，企业不投资，政府可以投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作用的突出特点是什么呢？各种政策不像需求管理那样，需求管理政
策对象是购买力、购买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种政策、各种改革对象是生产者。生产者首先就

是企业，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种政策出台，首先要站在企业的角度。财政政策的任何调整，

不是考虑对总需求的扩大还是减少，而是考虑对企业的成本怎么样，对企业的竞争力、技术创新

会有什么影响；货币政策的出台，要考虑货币政策出台短期对企业融资成本、财务费用的影响，

长期对企业的创新能力的影响。生产者除了企业之外，再进一步就是产业。任何一个政策出台要

考虑产业结构，包括主导产业怎么选择，夕阳产业怎么退出。产业结构政策（同时还有产业总的

政策），要注意到同一产业内部进入标准、退出壁垒的设定和规模经济的把握，在同一产业内部

的不同企业之间的联系方式等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