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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的各类研究报告层出不穷，种类繁多，写法各异，成百舸争流、各领

风骚之势。中国人民大学经过精心组织、整合设计，隆重推出由人大学者协同编撰

的 “研究报告系列”。这一系列主要是应用对策型研究报告，集中推出的本意在于，

直面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开展动态分析和评估预测，建言献策于咨政与学术。

“学术领先、内容原创、关注时事、咨政助企”是中国人民大学 “研究报告系

列”的基本定位与功能。研究报告是一种科研成果载体，它承载了人大学者立足创

新，致力于建设学术高地和咨询智库的学术责任和社会关怀；研究报告是一种研究

模式，它以相关领域指标和统计数据为基础，评估现状，预测未来，推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研究报告还是一种学术品牌，它持续聚焦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热点、焦点和重大战略问题，以扎实有力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党和政府以及企业

的计划、决策，服务于专门领域的研究，并以其专题性、周期性和翔实性赢得读者

的识别与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 “研究报告系列”，有自己的学术积淀和学术思考。我校素

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注重学术研究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曾陆续推出若干

有影响力的研究报告。譬如自２００２年始，我们组织跨学科课题组研究编写的 《中

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

告》，紧密联系和真实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领域的重大现实问

题，十年不辍，近年又推出 《中国法律发展报告》等，与前三种合称为 “四大报

告”。此外还有一些散在的不同学科的专题研究报告也连续多年，在学界和社会上

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些研究报告都是观察分析、评估预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

领域重大问题的专题研究，其中既有客观数据和事例，又有深度分析和战略预测，

兼具实证性、前瞻性和学术性。我们把这些研究报告整合起来，与人民大学出版资

源相结合，再做新的策划、征集、遴选，形成了这个 “研究报告系列”，以期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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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效应，扩展社会服务功能。这个系列是开放的，未来会依情势有所增减，使其

动态成长。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 “研究报告系列”，还具有关注学科建设、强化育人功能、

推进协同创新等多重意义。作为连续性出版物，研究报告可以成为本学科学者展

示、交流学术成果的平台。编写一部好的研究报告，通常需要集结力量，精诚携

手，合作者随报告之连续而成为稳定团队，亦可增益学科实力。研究报告立足于丰

厚素材，常常动员学生参与，可使他们在系统研究中得到学术训练，增长才干。此

外，面向社会实践的研究报告必然要与政府、企业保持密切联系，关注社会的状况

与需要，从而带动高校与行业企业、政府、学界以及国外科研机构之间的深度合

作，收 “协同创新”之效。

为适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的 “研究报告系

列”在出版纸质版本的同时将开发相应的文献数据库，形成丰富的数字资源，借助

知识管理工具实现信息关联和知识挖掘，方便网络查询和跨专题检索，为广大读者

提供方便适用的增值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的 “研究报告系列”是我们在整合科研力量，促进成果转化方面

的新探索，我们将紧扣时代脉搏，敏锐捕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热点、焦点问

题，力争使每一种研究报告和整个系列都成为精品，都适应读者需要，从而铸造高

质量的学术品牌、形成核心学术价值，更好地担当学术服务社会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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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国际
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先后进入高收入国
家行列。近年来，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后来居上，增速远远高于世界平
均水平。然而，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在这
种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是会延续这种高速度，还是会降低发展速度？这需要我们对
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做出理性判断。要准确判断未来经济潜在增长率，借鉴其他国
家的经济增长历程很有必要。

在经济发展史上，后发展国家往往肩负着赶超发达国家的压力和任务，日本如此，

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此，中国和印度也同样如此。但从发展时序上来看，这些后发国家
和地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日本。这是继美国等发达国家之后，通过赶超发展早
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二是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它
们在日本之后，实现了赶超发展。三是正在实施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其中以印度
和中国最为典型。本文对这三种类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进行对比，以得出其共性之
处，为判断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未来趋势提供借鉴。

一、后发国家潜在增长率变化趋势

（一）日本

　　回顾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日本经济发展经历了四大阶段：第一个
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１９５５年，为日本战后恢复时期。为恢复战争造成的经济
损失，解决通货膨胀，日本政府提出了 “增加生产以平息通货膨胀，稳定国民生活”
的政策，到１９５３年，日本经济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

第二个阶段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７３年 （见图１—１），为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和快速工业化
时期。期间日本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９．２％，其中有七个年份实现了两位数的经济增
长。经过１８年的高速发展，到１９７３年，日本的名义ＧＤＰ达到４　１５０．１５亿美元，相当
于１９５６年的１１倍。以美元换算的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于１９６７年超过英国和法国，１９６８
年超过联邦德国，成为在总量上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人均ＧＤＰ也
从１９５６年的１　５５８美元上升到１９７３年的７　７８５美元。

第三个阶段从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９０年，为日本经济较高速增长时期。期间日本平均经
济增长率为３．８％。受到石油危机和国内成本不断上升影响，日本经济进入经济转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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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阶段，发展速度下降，但是其增长速度仍然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见表１—１）。１９７８
年日本人均ＧＤＰ超过１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图１—１　日本实际经济增长率 （１９５６—２０１０年）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

表１—１ 石油危机前后１０年的实际增长率 （％）

前十年平均 后十年平均

日本 ９．３　 ３．６

美国 ３．９　 １．８

联邦德国 ４．５　 １．６

法国 ５．５　 ２．３

英国 ３．３　 １．０

　　资料来源：根据各国统计局数据整理。

第四个阶段从１９９０年至今，为日本经济低迷发展时期。这段时期，日本经济徘徊
不前，２１年间经济增长率平均为０．９９％，被称之为 “失去的二十年”。１９８５年的 “广
场协议”拉开了日元迅速升值的序幕，１９９０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日本经济自此进
入低速增长阶段。甚至在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四个年份经济出现了负
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２．１％、－０．１％、－０．６和－６．３％。

（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１．韩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经济波动频繁，但从总体的趋势来看，韩国经济大致经
历了三个阶段 （见图１—２）：

第一个阶段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初，为韩国经济战后恢复时期。自１９５４年
到１９６２年，韩国年经济增长率为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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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韩国实际经济增长率 （１９５４—２０１０年）

　　资料来源：韩国银行。

第二个阶段从１９６３年到１９９１年，为韩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韩国经济从６０年代
起步，此后经历了长达近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９．６％，如
果剔除因为国内政治动荡导致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的１９８０年①，韩国近三十年间的平均
经济增长率达到１０．４％。１９９１年韩国名义ＧＤＰ达到３　１５０亿美元，是１９６３年的１１６．７
倍，人均ＧＤＰ达到７　２８８美元，是１９６３年的７２．９倍。

第三个阶段从１９９２年至今，为韩国较高速增长时期。近２０年间，韩国经济增长
速度有所下降，平均增速为５．２％。１９９５年人均ＧＤＰ超过１０　０００美元，达到１１　７８２
美元。

２．中国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经济自１９５２年以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见图１—３）：

图１—３　中国台湾地区实际经济增长率 （１９５２—２０１０年）

　　资料来源：中国台湾省主计处。

① １９８０年，由于韩国爆发 “光州事件”，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当年经济增长率为－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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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从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６０年，为台湾地区经济起步发展时期。该时期台湾地
区经济增速较快，实际经济增长率年均达到８．２％，名义经济增长率更是超过３０％，
令世界震惊。但是由于台币大幅度贬值，所以按照美元折算，台湾地区经济并没有取
得太大进展。

第二个阶段从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８９年，为台湾地区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该时期台湾地
区实际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９％，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从１７．６９亿美元增长到１　５２７．４亿
美元，增长超过８５倍。

第三个阶段从１９９０年至今，是台湾地区较高速发展时期。该时期台湾地区年均经
济增长率为５．２％。１９９２年，台湾地区人均ＧＤＰ超过１万美元，达到１０　８２２美元。

３．新加坡

自１９６５年新加坡建国以来，经济一直保持较高发展速度，从总体趋势来看，新加
坡经济增长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见图１—４）。

图１—４　新加坡实际经济增长率 （１９６５—２０１０年）

　　资料来源：新加坡统计局。

第一个阶段从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９４年，为新加坡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该段时期新加坡
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９．２％。其中从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７３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超过１２％，
名义ＧＤＰ从９．７４２亿美元增长到４２．２７５亿美元，增长幅度达到３３４％，人均ＧＤＰ从

５２６美元，增长到１９２８美元，增长幅度达到２６７％。经过３０年的高速发展，新加坡经
济实力获得大幅提升，１９８９年新加坡人均ＧＤＰ超过１万美元，达到１０　７１５美元。到

１９９４年，新加坡经济总量达到７３２．３７亿美元，人均ＧＤＰ达到２１　４２１美元。
第二个阶段从１９９５年至今，为新加坡经济较高速增长时期。该时期新加坡平均经

济增长速度较前一阶段有所下降，平均经济增速为５．９％，但是新加坡的平均经济增长
速度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中却是最高的。截至２０１０年，新加坡名义ＧＤＰ已经达
到２　２２７亿美元，人均ＧＤＰ达到４３　８６７美元。

（三）印度

１９４７年，印度独立，自此印度经济保持了稳定的增长态势。自１９５１年至今，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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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见图１—５）。

图１—５　印度实际经济增长率 （１９５１—２０１０年）

　　资料来源：印度中央统计局。

第一个阶段从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７９年，为印度经济低速发展时期。该时期印度年均经

济增速为３．６％。印度经济总量从２２５．２３亿美元增长到１　５０３．１６亿美元，增长了

５．６７倍。

第二个阶段是１９８０年至今３０余年间，为印度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该时期印度年

均经济增长率为６．４％，经济总量从１　８４７．６１亿美元增长到１６　２４５亿美元。

（四）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的特点

１．日本、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先后步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日本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大

多从６０年代才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比如韩国从１９６３年开始，中国台湾地区从

１９６１年开始，新加坡从１９６５年开始。日本比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提前１０年左右进

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均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末８０年代初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这比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

国家和地区进入高速经济发展时期又晚了１０年左右 （见图１—６）。

２．后发国家均经历了长达二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无论是日本，还是后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都经历了长达二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
长，其增长率均超过９％ （含９％）。其中，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持续了１８年，韩
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持续时间更长，基本都达到３０年之久
（见表１—２）。印度和中国至今也已经持续高速增长了３０余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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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印度经济增长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韩国银行、中国台湾省主计处、新加坡统计局、印度中央统计局。

表１—２ 后发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和增长速度

日本 韩国 中国台湾地区 新加坡 印度

经济高速
增长时期

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
共１８年

１９６３—１９９１年
共２９年

１９６１—１９８９年
共２９年

１９６５—１９９４年
共３０年

１９８０—２０１０年
共３１年

平均经济
增长速度

９．２％ ９．６％ ９％ ９．２％ ６．４％

３．经济高速增长后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均进入较高速增长阶段

在经历长达二三十年接近两位数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大部分后发国家经济增长
速度都出现了下降，经济增长速度跌至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的一半左右，相继进入了较
高速增长阶段。

但比较日本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较高速增长阶段的持续时间和经济增长速
度可以发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不仅比日本经济在较高速增长阶段持续的时间更
长，而且经济增长速度更高。日本在该阶段共持续了１７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

３．８％，而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分别已经超过１９年、２１年和１７年，增长速度
分别达到５．２％、５．２％和５．９％ （见表１—３）。到目前为止，与日本经济已经进入停滞
不同，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仍然表现出较好的经济增长态势，它们的增长速度
仍然要高于全球平均经济增长速度。

表１—３ 后发展国家较先发展国家具有更高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日本 韩国 中国台湾地区 新加坡

较高速经济增长时期
１９７４—１９９０年

共１７年
１９９２年至今

已超过１９年
１９９０年至今

已超过２１年
１９９５年至今

已超过１７年

平均经济增长速度 ３．８％ ５．２％ ５．２％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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