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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7 年，世界银行（World Bank，2007b）第一次正式指出“中等收入陷阱”

（Middle-income Trap）的概念。“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含义是：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

GDP 突破低收入陷阱后，从低收入阶层迈向 10000 美元的高收入阶层的过程中，由于经

济发展过分依赖外在因素，无法顺利构建新的内生经济增长机制，出现一系列政治、经

济和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多发。而原有的发展模式不能有效应对和处理，经济长期陷入

停滞，在 4000~5000 美元附近徘徊不前，始终无法成为高收入国家。 

我国在历经 30 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在 2013 年人均 GDP 已经突破 6500 美

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也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然而，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也

面临来自收入分配、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和社会冲突等多方面的阻力。在未来 20

年随着资本的边际效率下降，中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将大幅回落。所以，中

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早入成为高收入国家，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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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黑体三号加粗居中，单倍行距，

段前 24 磅，段后 18 磅 

小四号黑体，1.25 倍行距，段前 1.5 行，段

后 0，悬挂缩进 4.8 字符，“关键词”三字

加粗。 

黑体五号居中 

内容：宋体（英文用 Times New Roman）小四号，

1.25 倍行距，段前段后 0 

页码：Times New Roman 小五号居中，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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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bstract 

 

"Middle income trap " was first proposed formally by the World Bank in 2007 (World 

Bank, 2007b), and its basic meaning is: when a country 's per capita GDP exceeded the "off 

stage " in the middle-income and is in the process of moving toward $ 10,000, it can’t enter 

the rank of high-income countries for long-term economic stagnancy or stagnation. The 

reasons may be insuffici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ependently,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lack of motivation, not successfully achiev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rich-poor divide serious and social conflicts. 

After more than 30 years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China's per capita GDP has 

exceeded the $ 6500 threshold in 2013,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to the rank of 

middle-income countries. Meanwhile, China also experiences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increases, the extensive economic growth mode, slow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low levels of public service, insufficient internal 

impetus driv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well as corruption and exacerbated social conflicts. 

Along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marginal efficiency of capital, in the next 20 years, Asian 

economies (including China) economic growth will have a larger fall. In such cases, whether 

China can avoid Latin "middle-income trap" mistakes and smoothly into the ranks of 

high-income countries, become the focu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of common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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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Times New Roman 小四号，1.25 倍行

距，段前段后 0。英文标点，标点后空 1 格。 

Times New Roman 五号加粗，居中 

Times New Roman 小四号，1.25 倍行距，

段前 1.5 行，段后 0，悬挂缩进 6 字符，

“Key Words”两词加粗。英文标点，标

点后空 1 格。 

标题：Arial 三号加粗居中，单倍行

距，段前 24 磅，段后 18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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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 New Roman 五号加粗，居中 

标题：Times New Roman 三号加粗居中，

单倍行距，首行缩进 1.13 厘米 
章标题：Times New Roman 五号加

粗，行间距最小值 19 磅，段前段

后 0 磅，两端对齐,页码右对齐 

Times New Roman 五号，行间距最

小值 19 磅，段前段后 0 磅，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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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符号说明 

S    供给； 

D    需求； 

QS    供给量； 

QD    需求量； 

…… 

小 4 号宋体 

 

宋体（英文用 Times New Roman 体，倾斜）小四号，

两端对齐书写，段落首行缩进 2 个汉字符。1.25 倍行

距，段前 0 行，段后 0 行。 

标题：黑体三号加粗居中，单倍行距，段

前 24 磅，段后 18 磅 

黑体五号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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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2007 年，世界银行（2007）第一次正式指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

的概念。“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含义是：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 GDP 突破低收入陷阱

后，从低收入阶层迈向 10000 美元的高收入阶层的过程中，由于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外在

因素，无法顺利构建新的内生经济增长机制，出现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社会

矛盾多发。而原有的发展模式不能有效应对和处理，经济长期陷入停滞，在 4000-5000

美元附近徘徊不前，始终无法成为高收入国家。 

我国在历经 30 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在 2013 年人均 GDP 已经突破 6500 美

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也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然而，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也

面临来自收入分配、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和社会冲突等多方面的阻力。亚洲开发银

行（2010）在《亚洲发展展望》中指出，伴随着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包括中国在内的

亚洲经济体经历过去 30 年的高速发展之后，未来 20 年的经济增速将有较大回落。所以，

中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早入成为高收入国家，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焦点问

题。 

从 1950 年后，全球各国经济发展进程来看，在人口数量超过 100 万的经济体中，

仅有日本、沙特、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少数国家和地

区，顺利地从低收入经济体平稳地经过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而达到高收入水平。而拉丁美

洲和中东的大部分国家都属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这些国家经济回落或停滞，

长期无法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近 30 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高速发展，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已大致达到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同样面临“中等

收入陷阱”的问题。其中，马来西亚近年来已经在中等收入水平徘徊。 

为此，国际研究机构、学术界和财经媒体，近年来积极关注“中等收入陷阱”这个

重要命题，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新兴经济体如何平稳度过中等收入发展阶段。 

1.1.2  研究意义 

通过分析日、韩国家成功迈入高收入行列的经验，以及拉美国家长期徘徊在“中等

收入陷阱”的教训，可以发现：与日本和韩国相比，拉美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

家未能有效解决多数人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收入差距过大社会经济具有极大的破坏

性。当不平等程度让社会上大多数人无法容忍时，这个社会就会动荡不安，冲突和矛盾

频发。同时，日、韩等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较好地解决了多数人收入分配

标题：黑体三号加粗居中，单倍行距，段前 24 磅，

段后 18 磅，章序号与章名间空一个汉字符 

一级节标题：黑体小三号加粗顶左，单倍

行距，段前 24 磅，段后 6 磅，序号与题名

间空一个汉字符字符 

黑体五号居中 

段落文字：宋体（英文用 Times New Roman 体）小四

号，两端对齐书写，段落首行缩进 2 个汉字符。1.25

倍行距（段落中有数学表达式时，可根据表达需要设

置该段的行距），段前 0 行，段后 0 行。 

二级节标题：黑体四号加粗顶左，单倍行

距，段前 12 磅，段后 6 磅，序号与题名间

空一个汉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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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社会整体收入水平的高低和收入结构的均衡性，影响着经济增长能否顺利由投

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发达国家在进入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重视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

所以，向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的分配格局转变，实现民富国强，是避免“中等收

入陷阱”的重要途径。 

然而，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现状并不乐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

均增速高达 9.9%，远远超过世界年均经济增速。可是，与此同时，我国收入分配差距

也在不断扩大，居民收入占 GDP 比重并没有相应增长。具体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地区间差距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工资性收入占比过低，基尼系数已经从

0.3 上升至 0.48 以上。 

在学术界，关于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陷阱”的研究已经相对丰富和成熟。相对来

说，“中等收入陷阱”属于较新的研究内容。处于“中等收入”的国家，如何顺利迈入

高收入阶段，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总结。国际研究机构和国内外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

问题不断探讨，分析并阐述了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多种原因，也提出了中肯建议。

但针对中国特定的收入分配格局，缺乏对收入分配视角下系统的分析。因此，本文拟探

究收入分配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总结中国当前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并从收入分配视角提出政策建议。 

1.2 文献综述 

1.2.1  “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 

世界银行通过总结拉美和中东经济体的发展历程，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它是否具有普遍性？对此，国际研究机构和中外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学术界对于

“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般规律，这是大多数学者的看

法。成思危（2011）在“拉美和加勒比形势国际研讨会”上探讨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

阱”，认为按照国际上已有的经验，在中等收入阶段，发展中国家常常面临“中等收入

陷阱”问题。胡鞍钢（2010）分析“中等收入陷阱”是否逼近中国时，认为“中等收入

陷阱”不是新奇的经济社会现象，美国经济起飞时也曾遇到社会贫富分化、政治腐败和

周期性经济危机等问题，其他发达国家在相同的阶段也有类似的过程。吴敬琏（2012）

指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实质是过去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难以为继，过去的发展模

式走到了尽头，中国当前要注重改革，不能坠入“中等收入陷阱”。郑秉文（2011）分

析“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时，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应该采取相应的发

展战略，否则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而“十二五”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

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 

第二，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每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高伟（2010）

奇数页眉为章节标题；偶数页眉为论文题目 

http://www.china.com.cn/economic/txt/2011-02/25/content_22006974_2.htm
http://www.china.com.cn/economic/txt/2011-02/25/content_22006974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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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等收入陷阱假说时，认为拉美各经济体的发展停滞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会有一些基本特征：收入差距较大、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

融体系不健全和政治腐败。徐康宁（2012）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现象，客观

地揭示了部分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停滞，但是不能构成普遍的经济学原理，因此不认

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第三，“中等收入陷阱”是伪命题。江时学（2011）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

含糊不清，定义的假设前提忽视了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发展的艰难性。而且，

拉美国家经济发展道路上遇到问题是正常的，不能因此断定这些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

陷阱”。刘福垣（2011）认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是大多数国家的历史命运，只有少数国

家可以较快度过，而大多数国家都有漫长的中等收入阶段。这种现象不能称为陷阱。 

即使有些学者否定“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但他们并不否定这些国家在此阶段

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的本质。“中等收入陷阱”警示了我国加快调整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

性。 

…… 

…… 

 

…… 



第 2 章  收入分配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联系 

 4 

第 2 章  收入分配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联系 

2.1  概念 

2.1.1  “中等收入”的含义 

世界上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各自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人们在研究中常常将这些国

家和地区按照人均国民收入水平（GNI）分为不同的组别。按照世界银行 2011 年 7 月的

分组标准，大致分成：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

1005 美元则属于低收入国家，在 1006~3975 美元之间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3976-12275

美元之间的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高于 12276 美元则为高收入国家。当然，划分标准是

随着世界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动态变化的。 

表 2-1  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阶段分组 

 低收入阶段 中等收入阶段 高收入阶段 

下中等收入 上中等收入 

人均 GNI 

（美元） 

≤1005 1006～3975 3976～12275 ≥12276 

举例 缅甸 

几内亚 

尼日尔 

乌干达 

阿根廷 

拉美国家：墨西哥 

巴西 

 东亚国家：中国、菲律宾 

泰国、马来西亚 

发达国家：  

美国、英国、日本 

亚洲四小龙： 

韩国、新加坡 

中国香港、中国台湾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EPS 全球统计数据库。 

 

2.1.2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 

2007 年，世界银行（2007）第一次正式指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

的概念。“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含义是：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 GDP 突破低收入陷阱

后，从低收入阶层迈向 10000 美元的高收入阶层的过程中，由于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外在

因素，无法顺利构建新的内生经济增长机制，出现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社会

矛盾多发。而原有的发展模式不能有效应对和处理，经济长期陷入停滞，在 4000~5000

美元附近徘徊不前，始终无法成为高收入国家。 

置于表的上方，宋体（Times New Roman）五号居中，单倍行距，

段前 6 磅，段后 6 磅，表序与表名文字之间空一个汉字符宽度。 

表格无缩进居中，线粗 1 磅。 

表中文字：宋体（Times New Roman）五号居中，单倍行距，

段前 3 磅，段后 3 磅。 

表后空 1 行，五号字，单倍行距。 

表格：三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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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2013 年世界部分国家人均 GDP 

Fig.2-1  Per capita GDP of Selected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n 2013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 EPS 全球统计数据平台整理。 

 

蔡昉（2011）在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时，从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得出了对中等收

入陷阱的一般性理论解释，即高收入的发达国家凭借科技创新在全球化中获益颇丰，低

收入国家依靠充足的劳动力获得经济较快增长。而中等收入国家，两类比较优势都不突

出，很难在全球化中继续获得经济增长动力。吴敬琏（2012）指出“中等收入陷阱”的

根本实质是过去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难以为继，过去的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厉以宁

（2012）认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工资水平上升且缺少优势产业技术[2]。面

对低收入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高收入国家的产业创新，无法与其匹敌，缺乏竞争优势。

同时，这些国家丧失了经济起步时期艰苦拼搏的精神和斗志。 

 

 

置于图的下方： 

中文标注：宋体五号居中，1.25 倍行距，段

前 6 磅，段后 0 磅，图序与图名文字之间空

一个汉字符宽度； 

英文标注：Times New Roman 五号，1.25 倍

行距，段前 0 磅，段后 12 磅，图序与图名文

字之间空 2 格； 

图片：无缩进，居中，1.25 倍行距，段前 0.5

行，段后 0 行。 

人
均G

D
P

/

美
元 

 

国家或地区 

参考文献：顺序编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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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政策含义 

在 2014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指出：“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努

力缩小收入差距。通过多种渠道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在国民

中的比重。促进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让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感受到得实惠”。

合理的制度环境能够公平地为社会提供基本服务，这样才是保证机会平等的前提，以推

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阻止收入分配进一步扩大并最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我国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 

收入分配格局的异常和不稳定是影响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是导致“中等

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只有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进度，转变收入分配格局，才能

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目前我国的收入格局仍然是以低收入

群体占绝大部分比重的金字塔格局，中等收入群体只占 15%~20%的比重，远远低于稳

定收入格局的要求。因此，当前政策的重点就是转变这种不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逐步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加快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占多数及较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

局。 

5.1 加强对教育和财产分配的调控，促进分配起点公平 

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重要前提是起点公平。对生产要素的占有关系平等是起点公平

的核心。人们生产要素的占有状况基本决定相应的收入状况。在中国，户籍制度将国民

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虽然在建国初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发展，

但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已经暴露出很多问题，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很大。因此，

如果要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就应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给予城乡居民平等的福利待遇。

不仅仅在形式上做到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更要努力实现农村公民的基本公共需

求。在就业、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权利等方面，农村居民可以和城镇居民享受到相同

的福利。具体来说，包括制定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公共卫生保障制度、基本救济制度、

免费的义务教育制度和提高农民整体生活质量。使农民收入逐渐增长，改善当前的收入

分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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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本文主要分析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从收入分配视角探究中国面临的

“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我国在 2013 年人均 GDP 已超过 6500

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属于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伴随着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

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经济体未来 20 年的经济增速将有较大回落。所以，中国能否顺利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早入成为高收入国家，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通过梳理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关系，认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可以放在

经济增长理论的大框架中进行研究。而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收入分配作用于经济增长的

机制主要有四种：（1）信贷市场不完美模型；（2）政治经济增长模型；（3）社会动

荡模型；（4）消费需求模型。拉美等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实际经验也与这些

影响机制相对应。在上述四种模型中，前三种模型都是由于收入不平等影响了投资水平，

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第四种模型是通过收入不平等影响需求从而对经济增长产

生影响。 

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存在于城乡、区域和行业之间。严峻的收入分配现状，

使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一定的挑战。同时，以往的经济增长动力逐渐受

到严重挑战：（1）资源红利消失；（2）人口红利消失；（3）后发优势消失；（4）全

球化红利消失；同时，我国居民当前消费水平偏低，消费率的提升空间巨大，潜在的消

费规模巨大。从收入分配视角分析，内需红利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点，需求模

型更适合结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现状，即收入分配通过需求影响我国能否顺利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本文得出的重要结论。并且，计量结果也验证了该理论分析结

论。城镇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城镇消费需求，进而可能会制约经济

的增长。 

为了我国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业，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建议：（1）加强对

教育和财产分配的调控，促进分配起点公平；（2）加大收入再分配力度，提高居民消

费水平；（3）促进财税政策的调节作用；（4）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 

由于部分数据难以获取以及时间有限，本文的研究相对简单，且由于中等收入陷阱

问题是当下的经济热点问题，笔者研究水平有限，文中部分观点难免不够深入和全面，

恳请专家批评指正。 

 

 

标题为“结论”时，不加

章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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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参考文献类型用下列代码进行标识（本附注内容不插入到论文中） 

 

根据 GB3469 规定，以单字母方式标识以下各种参考文献类型： 

参考文献类型 专著 论文集 报纸文章 期刊文章 学位论文 报告 标准 专利 

文献类型标识 M C N J D R S P 

 

对于数据库（dababase）计算机程序（computer program）及电子公告(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等电子

文献类型的参考文献，以双字母作为标识。 

电子参考文献类型 数据库 计算机程序 电子公告 

电子文献类型标识 DB CP EB 

 

电子文献载体类型及标识 

载体类型 磁带 磁盘 光盘 联机网络 

标    识 MT DK CD OL 

标题：黑体三号加粗居中，单倍行距，段前

24 磅，段后 18 磅； 

正文：宋体（英文用 Times New Roman）五

号，1.25 倍行距，段前段后 0； 

标点：统一使用英文标点，其后空 1 格。 

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可任

选其中之一 

文献类型标识，见附注 

所列参考文献条目应在文中顺序

实引 

悬挂缩进 2 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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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 

 

……
标题要求同各章标题；正文部分：宋体（英文用 Times New 

Roman 体）小四号，两端对齐书写，段落首行左缩进 2 个汉

字符。1.25 倍行距（段落中有数学表达式时，可根据表达

需要设置该段的行距），段前段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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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历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个人简历： 

ＸＸＸ，男，1975年 8月生。 

1997年 7月毕业于东北大学矿山建设（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获学士学位。 

1997年 9月入华东交通大学读硕士研究生。 

 

已发表论文： 

[1] 陈建兵，李杰.结构设备体系动力相互作用研究[J].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2001，21（3）:70-74. 

 

 

…… 

 

待发表论文： 

[1] 陈建兵，李杰.随机结构分析中的均值参数反应与反应均值[J].力学季刊（已接收）. 

 

…… 

标题要求同各章标题，正文部分：宋体（英文用 Times New 

Roman 体）五号，1.25 倍行距，段前段后 0，学术论文书写

格式同参考文献,“个人简历”、“已发表论文”等字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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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黑体三号加粗居中，单倍行距，段前

24 磅，段后 18 磅；正文部分仿宋小四号，1.25

倍行距，段前段后 0 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