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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还能延续吗？《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基于增长源泉的研究》以
坚实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数据估算为基础，运用时间序列分析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从经济增长源泉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研究发现，物质资本积累是中国1952～2007年
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发挥着要素作用和外部效应的双重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共同驱动着中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主导全要素生
产率变动。《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基于增长源泉的研究》认为，不能简单地将生产
率停滞等同为技术进步停滞，并将其作为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证据。

《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基于增长源泉的研究》适合宏观经济学、社会科学及相关领
域的学者、高等院校师生阅读，也适合从事软科学研究、科技政策与科技管理的相关人
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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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论

第一节 引 言

经济增长决定了一国的长期经济实力,决定了国民财富的积累水平.保持

国民财富的长期增长成为国家和国民的共同期望.Koopmans(1965)认为,寻



找一个最优的增长率对经济学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因此,一旦开始考虑这些

问题,就很难再考虑其他事情了(Lucas,1988).由于一国公民的生活水平取

决于该国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而长期中这一能力取决于生产要素――资本

和劳动以及把资本与劳动变为产出的技术(曼昆,2000).因此,对把资本、劳

动、技术进步(或技术变化,technicalchange)等因素作为增长源泉的研究成

为从供给角度研究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肯尼迪(1989)认为,中国正在实施引 论
第一节 引 言
经济增长决定了一国的长期经济实力,决定了国民财富的积累水平.保持
国民财富的长期增长成为国家和国民的共同期望.Koopmans(1965)认为,寻
找一个最优的增长率对经济学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因此,一旦开始考虑这些
问题,就很难再考虑其他事情了(Lucas,1988).由于一国公民的生活水平取
决于该国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而长期中这一能力取决于生产要素――资本
和劳动以及把资本与劳动变为产出的技术(曼昆,2000).因此,对把资本、劳
动、技术进步(或技术变化,technicalchange)等因素作为增长源泉的研究成
为从供给角度研究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肯尼迪(1989)认为,中国正在实施
一个宏观的、思想连贯且富有远见的战略,如果中国能够保持经济发展的持续
上升,将在几十年内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将不再贫穷,也将拥有更高的政治
地位.可见,经济发展既是财富的源泉也是政治角力的资本,对于中国这个不
断崛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有着无法言喻的重要性.
哈罗德(1946年)分别独立地提出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
1939年)和多马(型(庄子银,2004).他们的研究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分析从短期推向长
期,同时也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起点.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储蓄率、资本产出比
、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4个变量作为了外生给定的参数,经济增长率等于储蓄率除以资
本产出比,整个增长的决定因素独立于经济体系之外.随后的经济增长研究则主要围绕哈
罗德多马模型中4个外生参数的内生化问题展开.Solow(1956)用可替代的资本劳动关系将
固定的资本产出比这一生产函数性质取代,从而消除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长期均衡增长的
“刀刃”性质――自然增长率与有保证的增长率只能偶然相洽.Solow(1957)应用这一模型,
假设总量生产函数像柯布道格拉斯函数那样具有新古典性质,利用1909～1949年美国的时
间序列数据,估算了美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历史变化.
Solow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研究的基本范式.但由于
新古典经济模型将增长视为外生技术进步的结果,与一般均衡的推论――竞争均衡能够保
证经济持续增长相违背,这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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