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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续 高 增 长 的 要 素
1950年以来，13个经济体已连续至少25年以年均7%（或以上）的速度增长。这些经济体是如

何实现持续高增长呢？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可持续的前提下如此高的增长能够在其他国家重现

吗？两年多来，这些问题指引着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工作。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由商界、政府、

学术部门的负责人组成（包括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

持续高增长的5个共同特征

• 开放
• 知识输入
• 利用全球需求

此外，除融入全球经济之

外，这些高增长经济体还有其

他的一些重要特点。宏观经济稳

定——包括相对较低的通货膨胀

和避免出现过多债务，有助于这

些经济体避免遭受经济冲击和不

确定的投资水平。这些经济体的

经济政策和共同选择是面向未来

的，有助于这些经济体获得较高

的投资和储蓄率。

这13个经济体同样依靠市场
（包括劳动力的流动性）来分配

资源。强有力的领导——以个

人、政党或政治系统形式，围绕

增长和发展的目标形成共识，确

保程序包容、机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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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和治理 
• 致力于增长的可信承诺
• 致力于包容性的可信承诺
• 较强的治理能力

• 宏观经济稳定
• 较为温和的通货膨胀
• 可持续的公共财政

• 未来方向
• 高投资
• 高储蓄率

• 市场配置                                              
• 价格指导资源                                          
• 资源对价格做出反应

多样化和参与

持续快速增长并不是一个奇迹，对于发展中

经济体，只要其领导人致力于实现经济高增长并

利用全球经济所提供的机遇就能实现。由委员会

所认定的13个成功的经济体包括相似的亚洲经济
体的范例，但这些经济体的经济规模、资源禀赋

和政治机制则相当多样化。

因为学习经济学比创新发明得更快，所以当

发展中经济体创造其自己的增长手段，发展中经

济体就能够以比目前工业化经济体更快的经济增

长速度迎头赶上。即使以如此高的增长速度增

长，迎头赶上发达经济体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这将需要两代或更多的时间。

成功的关键就是融入全球经济之中，这样将

使发展中经济体能够输入知识和技术、进入市

场、产生强大的出口部门，这在增长的早期阶段

尤其重要。

发展中经济体持续的高增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出现的现象

经济体
高增长的持续

时间

人均收入

增长初期 2005年1

博茨瓦纳 1960—2005 210 3,800
巴西 1950—1980 960 4,000
中国 1961—2005 105 1,400
中国香港 1960—1997 3,100 29,900
印度尼西亚 1966—1997 200 900
日本 1950—1983 3,500 39,600
韩国 1960—2001 1,100 13,200
马来西亚 1967—1997 790 4,400
马耳他 1963—1994 1,100 9,600
阿曼 1960—1999 950 9,000
新加坡 1967—2002 2,200 25,400
中国台湾 1965—2002 1,500 16,400
泰国 1960—1997 330 2,40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指标》。
注：选择7%的截止点是因为以此速度增长，在收入和财富方
面会发生较大变化；以7%速度增长的国家每10年收入翻一番。
1以200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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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Natalie Ramirez-Djumena和Jair  Rodriguez 提供。基于《增长报告：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战
略》，2008年世界银行发布，由增长与发展委员会起草。该报告可在网站www.growthcommission.org上
获得。

持 续 高 增 长 的 要 素

巴西的经济衰退

巴西曾经是首个实现高增长的

国家，但是其经济从1980年起开始
下滑。该国1973年受石油影响，遭
遇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

巴西并没有寻求扩大出口，而

是在1974年转向国内，将对国内轻
工业的保护政策扩展到重工业和资

本性商品生产。

巴西汇率大幅度贬值，出口商

过去几十年所打下的基础丧失殆

尽。1979年美元利率提高时，巴西
陷入债务危机之中，用了10多年的
时间才从中摆脱出来。

发展中国家仍需强劲增长以赶上OECD国家
(到2050年1，能够达到OECD国家的人均GDP水平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指标》。
12006年OECD国家的人均收入为30897美元，假定仍以历
史上年均2.04%的速度增长，未来50年OECD国家的人均
收入将达75130美元。
2OECD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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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全球挑战

当前启动高增长战略的国家必须克服在它

们之前国家所没有面临的一些全球趋势。这

些全球趋势包括：全球变暖；制造业商品价格

的相对下降和日用品（包括能源）价格相对上

涨；发达经济体和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对全球化

不满的增强；世界人口的老龄化，即使较穷的

国家也必须努力应对“年轻人口膨胀”; 全球
在经济、健康、气候变化和其他领域的失衡问

题，以及国际社会应对这些问题较差的协调情

况。

但不管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全球经济的优

势仍然是发展中国国家快速增长的基础。

这些经济体怎样做的呢？

6个经济体——中国香港、日本、韩国、马耳他、新
加坡和中国台湾继续向高收入水平目标迈进。但在赶上工

业化国家之前，几个经济体失去了增长动力。最引人注目

的例子是巴西（见下一专栏)。
中等收入国家达到高收入水平并不简单或平常。决策

者最优先的考虑是期待转变和新的需求将实现这一目标。

例如，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改变其政策和公
共投资，以有助于其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知识和资

本密集型经济的转变。

这些经济体的第二个考虑重点是放弃其一些早期政

策，即使是成功的经验。例如，新加坡通过允许劳动密集

型制造业在劳动力廉价地区任意迁移，以应对国内和国外

经济条件的变化。新加坡甚至在中国和印度设立特别经济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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