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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行为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伍业君　张其仔

【提　要】本文构建了一个企业技术升级的 路 径 选 择 模 型，该 模 型 很 好 地 解 释 了 企 业 行 为 在 经 济 增 长

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同时，论证了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经济体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并分析了

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企业的技术选择行为决定经济增长方式，企业选择技术进步的方式由产品间技

术距离决定，技术距离的临界值大小与成本和价格的变化速度有关。相同的临界值条件下，创新导致的技

术进步成功可能性更大。笔者提出了促进创新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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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前２０年基本是一种外资

的引进，劳动力 资 源 优 势 的 释 放 过 程。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４）

的 “东亚无技术进步”的论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他认为东亚经济增长是依靠劳动和资本的大 量 增 加 推 动

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 长 的 贡 献 微 乎 其 微，缺 乏 技 术 创

新能力，即使日本 也 是 如 此，这 样 的 增 长 存 在 隐 患。这

激起了学者 们 对 技 术 进 步 与 经 济 增 长 方 面 问 题 的 研 究。

但是很多研究都是基于宏观层面的全要素增长率的测算，

而对作为经济体的微 观 主 体 的 企 业，则 研 究 甚 少，企 业

的战略选择是支持还是否定Ｋｒｕｇｍａｎ的论断，也很少有

人涉足。

中国作为一个后 发 的 国 家，与 日 本、韩 国 等 很 多 后

发国家一样，其 工 业 化 起 步 时 所 需 的 技 术 都 是 通 过ＦＤＩ
引进的，国外技术加上国内蓄积已 久 的 劳 动 力 资 源 优 势

的喷发，成就 了 改 革 开 放 后 中 国 经 济 举 世 瞩 目 的 增 长。

但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这种增长 背 后 的 隐 患 也 日 益 显

现出来，一方面由于技 术 的 引 进 没 有 及 时 消 化 吸 收，新

的技术又被引入国内，产 品 生 命 周 期 变 短，但 是 由 于 中

国特有的跟风效应，形 成 一 波 还 没 平 息，一 波 又 被 惊 起

的潮涌现象。这样后进 入 的 大 批 产 能 就 自 然 会 过 剩，这

种特有的投资的阶段性过热和产 能 过 剩，给 中 国 经 济 带

来了很大的投资、资 源 浪 费。另 一 方 面，这 种 低 水 平 模

仿导致的厂商之间的激烈的竞争，只 能 通 过 价 格 竞 争 来

体现，为降低成本而进行的厂商间 博 弈 行 为 转 嫁 给 了 广

大的毫无议价能力的劳动者，他们 的 工 资 上 涨 率 远 比 不

上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的工资水 平 只 能 维 持 较 低 的 消

费能力。而 这 又 加 剧 了 产 能 过 剩、内 需 不 足 的 严 重 性。

所以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 始 我 国 就 陆 续 开 始 对 国 内 部 分

产能过剩的行业开始进行规制。世 界 范 围 内 随 着 进 入 中

等收入阶段后增长停滞的经济体 逐 渐 增 加，中 等 收 入 陷

阱问题受到广泛 地 关 注。世 界 银 行２００３年 《东 亚 复 兴》

报告中，指出了中等收入国家在跨 越 贫 困 底 线 进 入 中 等

收入后应注意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２０１０年人均

ＧＤＰ突破４０００美元，进入中等收入的偏上中等阶段，这

一阶段如果不能很好地吸收消化工业化起步 阶 段 引 进 的

国外技术，实现经济增 长 方 式 的 转 变，就 很 容 易 会 落 入

“中等收入陷阱”，经 济 增 长 乏 力、停 滞 甚 至 倒 退。可 见

这种低 水 平 的 “引 进———改 良———再 引 进———再 改 良”

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到了必须改 进 的 地 步。中 国 经 济 增

长方式该怎 样 转 型 才 能 走 出 这 种 低 水 平 的 发 展 陷 阱 呢？

本文认为，经济增长过程就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

而企业是实现产业升级的主体。只 有 充 分 发 挥 企 业 家 精

神，积极从事研发创新，才 有 可 能 突 破 上 述 低 水 平 恶 性

循环，实现从模仿到创 新 的 转 变，进 而 推 动 经 济 可 持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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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二、文献回顾

早在上世纪７０年代，钱纳里等人对世界上１００多个

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进行研究，观察到随着经济的发展，

劳动力逐渐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 业 转 移，而 且 这 个 过 程

伴随着的 是 各 产 业 产 值 比 重 的 变 化。工 业 发 展 的 初 期，

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在三次产业中最大，其次是第二产业，

之后是第三产业。随着 经 济 的 发 展 和 工 业 化 的 完 成，各

产业产值比重会发生逆转，也就是 第 三 产 业 将 取 代 第 一

产业，产值比重在 国 民 经 济 中 最 大，其 次 是 二 产 业，最

低是第一产业。之 后 对 产 业 升 级、产 业 结 构 变 化、发 展

的形式等问题的研究 都 基 于 此，并 未 有 大 的 突 破。也 可

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的对产业 升 级 的 研 究 转 向 了 产

品层面，从 产 品 层 面 来 研 究 产 业 升 级、经 济 增 长 问 题。

这主要有以下两个方 向，一 是 研 究 国 际 贸 易、产 品 升 级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另 一 个 是 基 于 产 业 组 织 理 论，从 微

观层面研究企业创新、引进新产品的行为。

从产品和贸易的角度研究新产品的引进、经济增长。

继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之后，第 一 个 将 产 品 纳 入 模

型的是 Ｋｒｕｇｍａｎ，之 后 Ｄｏｌｌａｒ、Ｊｅｎｓｅｎ、Ｔｈｕｒｓｂｙ拓 展 了

Ｋｒｕｇｍａｎ的模型，将 技 术 转 移 率 和 南 北 贸 易 条 件 联 系 起

来。Ｓｔｏｋｅｙ① 建立了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产品价格由

其本身的特点来决定，产 品 集 随 时 间 而 不 断 变 化，每 阶

段都有新的更高质量的产品进入，而 低 质 量 的 产 品 被 新

产品取代而消失，认为引进新产品 是 经 济 增 长 不 可 或 缺

的一部分。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Ｈｅｌｐｍａｎ② 构建了一个多国产品创

新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通 过 研 发 和 世 界 贸 易 的

演化而创造的比较优势，该模型清 楚 地 研 究 了 私 人 研 发

投资激励和研发所需 的 各 种 资 源。模 型 中，企 业 为 引 进

新产品必须发生资源 成 本，只 要 有 利 润 机 会 存 在，有 前

瞻性的潜在生产者就会开始研发 并 进 入 新 产 品 市 场。新

产品和老产品不完全 替 代。当 可 交 换 的 产 品 增 加 时，价

格、利率和贸易模式会 随 时 间 演 化。投 资 激 励 由 各 国 的

投资和储蓄决定，故不同国家的代 理 人 面 对 不 同 的 研 发

投资激励。他们的文章集中研究了 动 态 产 品 发 展 和 研 发

创造的比较优势，经济增长是这种 动 态 产 品 发 展 和 比 较

优势演化的外在表现。但是没有说 清 楚 企 业 选 择 引 进 新

产品的决策机制。他 们 的 结 论 是：在 任 何 时 间 内，人 力

资本富裕的国家将是差异化产品的净出口国 和 传 统 产 品

的净进口国。但是这种 结 论 是 事 后 的，这 种 比 较 优 势 的

演化如何得以实现，企 业 在 这 种 演 化 中 的 作 用，也 就 是

企业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作 用 如 何 体 现？在 他 们 的

文章中找不到明确的答案。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Ｈｅｌｐｍａｎ③ 研究了

一个只有两个国家的世界经济，认 为 两 个 国 家 只 有 初 始

经验的差别，只要预期 的 利 润 超 过 预 付 成 本，企 业 家 就

会为一种新的差异化产品开发一 种 新 技 术。假 定 研 究 的

生产率由国家的知识资本 （随着当地研究 活 动 成 比 例 的

积累）决定。他们的研究确 立 了 动 态 版 本 的 ＨＯ理 论 的

有效性。长期贸易类型 完 全 由 相 对 要 素 禀 赋 决 定。人 力

资本丰裕的国家比其贸易伙伴享有更快的技 术 升 级 步 伐

和更高的产出增长率。他们将后发 国 家 不 能 向 发 达 国 家

的收敛归于知识的不可获得性，认 为 企 业 之 所 以 不 能 实

现技术 升 级 在 于 没 有 获 得 足 够 的 知 识 资 本。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Ｈｅｌｐｍａｎ④ 提出一 个 物 品 的 连 续 统，每 个 都 有 其 质 量 阶

梯。企业 家 以 单 个 产 品 为 目 标，竞 赛 生 产 新 一 代 产 品，

这些竞赛同时发生。每个时间段，有些成功，有些失败。

成功的冒险家更努力地致力于更 进 一 步 改 进，每 个 创 新

都以前一个创新为基础。产品质量随时间演化均衡分布。

每个产品服从一个随机的沿着质 量 阶 梯 进 步 的 过 程。但

是，总体上，创新过程 是 平 滑 的。这 篇 文 章 研 究 了 研 发

与长期 增 长 率 的 关 系，按 照 他 们 的 假 定，物 品 集 连 续，

而且创新过程平滑，则 技 术 进 步 会 无 条 件 地 发 生，经 济

会实现无条件地收敛，这不能解释 经 济 体 之 间 增 长 绩 效

的差异。有些国家通过 技 术 进 步 实 现 了 赶 超，而 有 的 国

家落入了贫困增长的陷阱。

产业组织中的专利竞赛研究了质量改进问题。Ｌｏｕｒｙ
（１９７９），Ｄａｓｇｕｐｔａ＆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１９８０），Ｌｅｅ、Ｗｉｌｄｅ（１９８０），

致力于了解企业生产新产品和改 进 产 品 的 激 励。将 研 发

竞争视为彻底的技术竞争。但是他 们 的 研 究 都 认 为 质 量

竞争是一次性的，这种一次性的框 架 忽 略 了 质 量 竞 争 很

重要的方面。每个新产 品 只 有 有 限 的 生 命 周 期，当 更 好

的产品出现它们就会消失。每个产品存在一个质量阶梯。

Ｓｅｇｅｒｓｔｒｏｍ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０），Ａｇｈｉｏｎ、Ｈｏｗｉｔｔ⑤ 将 专 利 竞 赛

范式放在动态一般均衡的背景下，提供了一 个 重 复 质 量

创新的理论，认为长期增长都基于内 生 技 术 的 变 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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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们关于产品集连续的假定不太令人信服。

以上两个角度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就是 产 品 空 间 连

续，只要新产品出现，总有路径能够实 现 向 新 产 品 的 收

敛。然而，事 实 并 非 如 此，Ｈａｕｓｍａｎｎ、Ｋｌｉｎｇｅｒ①② 研

究了跨国的贸易绩效，发现产品空间 异 质，不 同 国 家 分

布在产品空间的不同地方，导致新产品在不 同 国 家 的 扩

散速度不同，而且这种异质性决定了一个国 家 的 比 较 优

势演化路径。他们的研究给本文很大 的 启 示。在 异 质 的

产品空间，企业如何选择技术以实现 产 业 升 级，对 后 进

国家转变经济增长 方 式 有 重 要 的 指 导 意 义。但 是 Ｈａｕｓ－

ｍａｎｎ、Ｋｌｉｎｇｅｒ的研究聚 焦 于 后 进 国 家 的 模 仿，忽 略 了

后进国家通过创新实现技术进步的赶超行为。

上面的文献，从国家 贸 易 角 度 来 看，说 明 了 新 产 品

的出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从产 业 组 织 方 面 着 手 的 文

献则侧重于企业决策者研发新产 品 的 决 策 行 为，但 是 他

们的研究都是精于一个角度，要么 是 横 向 产 品 的 水 平 差

异化，要么是纵向的质 量 阶 梯，究 竟 企 业 在 面 临 新 产 品

时是横向升级还是纵向演变？企业 的 这 种 技 术 选 择 如 何

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尤 其 是 后 发 国 家，在ＦＤＩ背

景下，企业是选择模仿 还 是 选 择 创 新？这 种 技 术 选 择 对

增长的绩效有什么影响？以往的文 献 对 这 些 问 题 没 有 给

出全面的回答。对企业 决 策 行 为 的 研 究，不 论 是 对 追 求

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还是对追求经 济 持 续 有 竞 争 力 增 长

的后发国家来说，都有很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三、技术选择与经济增长方式

首先，本文认为，经济 增 长 过 程 本 质 就 是 产 业 升 级

的过程。企业的技术选择决定产业 升 级 路 径 和 经 济 增 长

的方式。本文中，产业升级等同于技术进步。林毅夫等③

认为经济 增 长 来 源 于 三 种 方 式，其 中 一 种 是 技 术 进 步。

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 有 很 多 种，一 种 是 自 己 研 发，一 种

是引进国外成熟先进 的 技 术。在 起 步 阶 段，后 进 国 家 的

企业选择模仿国外先进技术实现 技 术 进 步，能 避 免 后 发

劣势，同时减 少 研 发 不 确 定 性 导 致 的 巨 大 的 投 资 成 本，

结合劳动力资源优势，实 现 快 速 增 长。但 是 这 种 依 靠 引

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方 式，容 易 受 制 于 人，而 且 引 进 的 技

术往往是国外已经或者将要淘汰 的 技 术，这 种 增 长 存 在

着很大的隐患。一方面，国 内 的 关 键 技 术 可 能 被 别 人 控

制；另一方面，随着研 发 速 度 加 快，新 技 术 的 生 命 周 期

也在缩短，技术引进的浪潮会导致投资也产生潮涌现象，

伴随着严重的产 能 过 剩、投 资、资 源 的 极 大 浪 费，同 时

产业结构扭曲，经济增长缓慢、周期波动甚至停滞倒退。

所以随着工业化进程，一 个 国 家 要 实 现 经 济 的 赶 超，就

必须通过创新，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基本模型

本文 的 模 型 基 于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Ｋｌ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７）模 型

（为方便描述，我们称之为ＨＫ模型），ＨＫ模型专注于研

究后进国家的模仿，基本假设是生 产 一 种 产 品 需 要 特 定

的制度、政策、资 本、基 础 建 设、劳 动 等 组 合，并 将 这

些组合统称为能力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而生产每种产品所需的

能力具有专用性，生产不同种产品 所 需 的 能 力 不 能 完 全

替代，产品空间不一定连续。ＨＫ模型将每个熟练工人的

产出标准化为１，产业升级体现为从一种产品跳到另一种

新的产品，新产品的价格随着两产品间距离的线性增加，

成本随 距 离 的 平 方 线 性 增 加。即 价 格 的 变 化 为Δｐｉｊ＝

ｐδｉｊ，而成本增加为ｃ（δｉｊ）＝ｃ＇δ２ｉｊ／２。该模型得出的最优

跳跃距 离 是ｐ／２ｃ，获 取 最 大 利 润 为ｐ２／４ｃ，临 界 条 件 为

ｐ／ｃ。该模型函数形式固定，主要描述了后进国家在已有

产品基础上的模仿行为。

为了更全 面 描 述 产 业 升 级 所 内 含 的 技 术 进 步 问 题，

也就是企业选择升级的跳跃成本 和 收 益 问 题，我 们 放 松

ＨＫ模型对函数形式的假定，而将其一般化。假定，从当

前产品ｉ跳到另一产品ｊ增加的收益为Δｐｉｊ＝ｐδａｉｊ，δｉｊ是产

品ｉ到ｊ的 距 离，当ｉ＝ｊ时，δｉｊ＝０；当ｉ≠ｊ时，δｉｊ＞０。

生产一种产品需要的能力的可替代程度随着距离δｉｊ的增

加而减少，也就是说新产品与当前产品的技术距离越远，

跳跃导致的能力的损失会越多，这 意 味 着 生 产 成 本 随 着

技术距离增加而增加。假定从当前产品ｉ跳到另一产品ｊ
增加的成本为：Δｃ （δｉｊ）＝ｃδｂｉｊ，利 润 变 化 为ΔΠ＝ｐδａｉｊ－

ｃδｂｉｊ，则首先必须满足ΔΠ＞０，否则跳跃不可能发生。即

δ０ｉｊ＝ （ｐ
ｃ
）１／（ｂ－ａ） （１）

企 业 面 临 下 面 的 利 润 最 大 化 问 题：ｍａｘδ＊ｉｊΔΠ＝

ｐδａｉｊ－ｃδｂｉｊ

最优距离为：δ＊ｉｊ ＝ （ａｐ
ｂｃ
）１／（ｂ－ａ） （２）

跳到新产品的利润是：

Πδ＊ｉｊ ＝ｐ
ｂ－ａ（ ）ｂ

ａｐ（ ）ｂｃ

ａ
（ｂ－ａ） （３）

此时，要保证利润为正，也就 是 跳 跃 发 生 的 必 要 条

件是：ｂ＞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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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蔡 昉、李 周： 《中 国 的 奇 迹：发 展 战 略 与 经 济 改

革》，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图１ 利润———距离图

从上图１可以看出，随着 产 品 间 距 离 的 增 加，产 业

升级产生 的 利 润 非 单 调 变 化。在 （０，δ＊ｉｊ）之 间，利 润

增加，在δ＊ｉｊ 时利润达到最大值，在 （δ＊ｉｊ，＋!）之间利

润减少。到临界点δ０ｉｊ之后，利润变为负值，企业无利可

图，跳跃不可能发生，产业升级中断，技术进步停止。

以上模型 可 以 得 出：第 一，在 产 品 升 级 的 过 程 中，

理论上存在一个 与 当 前 产 品 的 最 优 的 技 术 距 离 为δ＊ｉｊ ＝

（ａｐ
ｂｃ
） １
（ｂ－ａ）的新产品，企业如果能在产品空间找到这种技

术产品，就可以实现产品升级以及技 术 进 步，并 得 到 最

大化的利润。但是获得利润的必要条件是采 用 新 技 术 的

成本的 上 升 快 于 价 格 的 上 升。第 二，由 于 产 品 空 间 异

质，有的地方稀疏，有的地方稠 密，起 初 位 于 不 同 地 方

的产品升级的机会不同，也就是说在产品空 间 稠 密 的 地

方，由于很多产品可以选择，技 术 进 步 的 机 会 就 多。而

在产品空间稀疏的地方，由于本身产 品 种 类 少，产 品 间

距离相对很大，技术升级就相 对 困 难。第 三，由 于 生 产

每种产品所需能力的不完全替代性，从一种 产 品 跳 跃 到

另一种产品不是无条件的，当产品之间技术 距 离 超 过 临

界值δ０ｉｊ＝ （ｐ
ｃ
）１／（ｂ－ａ），则技术进步不可能发生。排除政

策因素对企业行为的干预，追求利润最大化 的 企 业 会 选

择保持生产原有 产 品，此 时 产 业 升 级 断 档，① 技 术 进 步

停止，经济增长停滞。产品之间技术距 离 的 临 界 值 大 小

与成本和价格变化的快慢有关。

（二）基于创新的技术选择

产业组织 理 论 对 策 略 性 行 为 进 行 了 深 刻 而 广 泛 研

究，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除了追赶行 为 以 外，还 有 赶 超

行为，也就是蛙跳，实现跨越式 发 展。这 种 发 展 通 过 简

单的模仿是无 法 实 现 的，根 据 Ｖｅｒｏｎ （１９６６）的 产 品 生

命周期理论，基于技术的比较优势，一 种 新 产 品 或 者 新

技术总是在发达国家先被发明出来。随着产 品 或 者 技 术

日益成熟，生产的技术被其他企业所 获 取，本 国 的 生 产

厂商增加，进入标准化阶段，利 润 逐 渐 变 少，产 品 已 经

从技术密集型转为劳动密集型，为了避免劳 动 的 比 较 劣

势，发达国家会开始新的创新，而将进 入 衰 退 期 的 技 术

转移到后发国 家，此 时 国 内 的 需 求 通 过 进 口 得 到 满 足，

如此往复。后进国家如果仅限于模仿，就 只 能 永 远 尾 随

在发达国 家 之 后。而 跨 越 式 发 展 则 往 往 通 过 创 新 来 实

现，创新的过程跨越了简单的低水平 模 仿，通 过 人 力 资

本的学习、积累，创造合适的产 品 与 技 术，促 进 技 术 进

步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 现 赶 超。那 么，本 模 型 是

否能抓住经济增长的这一方面呢？

假定企业从当前产品跳跃到一种创 新 产 品 要 付 出 的

成本大于模仿已有产品的成本，这 个 假 定 基 于 生 产 特 定

产品所需能力的不完全替代性，从 当 前 产 品 的 生 产 转 向

生产一种全新的产品，显然能力的 损 失 超 过 简 单 模 仿 导

致的能力损失。而新产品的价格仍 然 是 新 产 品 和 当 前 产

品之间的距离的函数，我们假定价 格 随 着 技 术 距 离 指 数

增加，而升级的成本也 是 技 术 距 离 的 指 数 函 数。为 了 保

证产业升 级 发 生，必 须 满 足 必 要 条 件：ｂ＞ａ。为 了 方 便

与ＨＫ模型比较，我们可 以 将 模 型 中 的 参 数 具 体 化，假

定ａ＝２，② 而成本函数 中ｂ＝３，③ 带 入 上 面 （１）、 （２）、

（３）得临界距离仍为ｐ／ｃ，最优的跳跃距离为２ｐ／３ｃ，此

时，创新需要跳跃的产品间的技术距离超过 ＨＫ模 型 中

的ｐ／２ｃ距 离，获 取 最 大 利 润 为４ｐ３／２７ｃ２。基 于 这 个 特

例，可以得出，相同的临界距离 （ｐ／ｃ）条件下，创新所

能跳跃的最优技术距离 （２ｐ／３ｃ）超过了模仿所能跳跃的

最优技术距离 （ｐ／２ｃ），也就是升级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图２ 模仿与创新的技术选择

即模仿与创新都能实现利润最大 化，那 么 企 业 如 何

选择升级的技术路径呢？基于模型的 结 论，当 创 新 的 产

业升级利润超过模仿的利润时，理性的企业 就 会 选 择 创

新，生产 另 一 种 全 新 的 产 品，此 时，产 业 升 级 出 现 分

岔；④反之，选 择 模 仿。也 就 是 说 当４ｐ３／２７ｃ２＞ｐ２／４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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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注：这里的参数是对比 ＨＫ模型的取值 （ＨＫ模型中ａ＝
１，ｂ＝２），只是本 模 型 的 一 个 具 体 化 例 子，取 值 不 同 可 能

解出的临界条件等有所不同，但是不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



时，选择创新，临界条件是：ｐ／ｃ＞２７／１６。也就是说ｐ／

ｃ越大，企业创新的激励会越强，否则企业会选择模仿。

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技术进步，本 文 认 为 经 济 增 长

方式的转变在于实现技术从模仿到创新的 转 变。模 型 的

结论也支持基于创新的增长方式，创新实现 产 业 升 级 成

功的机会大，而且获得的利润大。利润 最 大 化 的 企 业 和

最优化的社会计划者都应该选择创新式的 增 长 方 式。然

而，事实上，还有很多经济体却很难实 现 从 模 仿 到 创 新

这一增长方式的转变，如拉美、东 南 亚 部 分 国 家，由 于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失败，经济增长停 滞，陷 入 中 等 收 入

陷阱。那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有哪些呢？

（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分析

从上面的模型，我们得出，技 术 进 步 发 生 的 必 要 条

件是ｂ＞ａ，此时，成本变化的速度快于价格的变化。技

术跳跃的巨 大 成 本 是 保 证 进 入 者 有 正 的 垄 断 利 润 的 前

提，因为这种巨大的进入成本会成为在位竞 争 者 或 潜 在

进入者的进入壁垒。这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 的 瓶 颈 所

在。成本变化的速度要快于价格的变化以满 足 技 术 进 步

的必要条件，但是成本的上升 不 能 过 快，否 则，技 术 进

步的充分条件得不到满足。

成本上升快于价格的上升一般发生于工 业 化 的 第 二

阶段。这一阶段，工业化起步阶 段 结 束，经 济 体 进 入 中

等收入阶段。当一个国家从低收入水平完成 向 中 等 收 入

水平的迈进时，往往伴随着产业结构 的 升 级，出 口 产 品

结构的变化。这一过程中，一国的出口 产 品 从 农 产 品 向

初级加工产品 转 变。按 照Ｌｅｗｉｓ观 点，① 一 个 经 济 体 存

在无限劳动力供给时，资本形成和技术进步 不 会 导 致 工

资增长。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 大 量 的 剩 余

劳动力，在劳动力全转移到工业部门 之 前，可 以 在 不 变

的必需工资水平下提供无限供给，促进工业 部 门 的 资 本

积累和经济增长。此时人口红利充分 发 挥 作 用，在 农 业

人口向工业人 口 转 移 的 过 程 中，劳 动 力 价 格 一 直 很 低，

劳动力资源的 比 较 优 势 充 分 发 挥 作 用。相 比 发 达 国 家，

同样的产品，在中、低收入水平国家生 产 的 价 格 可 以 由

于很低的劳动力成本而获得竞争优 势，出 口 增 加，经 济

增长。但是资本部门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实 现 无 限 制 地

扩张。因为一方面资本积累的速度可能比人口增长的速度

更快，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育观念会发

生由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转变，导致人口供给的减少。

这两方面都会使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超过劳动的供给，

当剩余劳动力耗尽时，工资开始上涨，迫使经济增长方式

必须发生改变。这一阶段成本的上升也为增长方式的转变

提供了条件。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

转移也基本完成，而此时，想继续通过压低劳动力成本即

工资水平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变得不可维持，普遍的劳

动力工资上涨给技术进步提供了必要条件，但是过快的成

本上升也给产业升级带来一定的压力。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起步阶段，由于 同 发 达 经 济 体 相

比存在很 大 的 技 术 差 距，后 进 国 家 有 来 自 技 术 进 步 的

“后发优势”，② 可以通过ＦＤＩ技术引进，直接购买国外的

先进、成功、有商业价值的技术以实现本国技术的进步。

这种模仿和购买的技术进步成本低，而且很大程度地减少

了研发的沉没成本。但是这个过程只能维持到工业化起飞

阶段完成 （达到工业化中期），而且这种简单的模仿只能实

现低附加值的增长，因为在本国模仿国外技术的同时，发

达国家已经在研发新的技术，所以仅靠模仿、购买已有技

术是不够的，真正的技术进步和高水平的增长要依靠本国

研发、创新能力的提升来实现，而高水平技术的研发投资

和成功率都很低。一般而言，大部分科研投资没有取得任

何成果，而取得成果的技术中能实现商业价值的比例也很

低。也就是说工业化中期，巨大的研发成本和很低的研发

成功率很可能导致维持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停滞，这阻碍

了创新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企业的成本由企业可控和企业不 可 控 成 本 组 成。可

控成本指的是企业内部能够控制的运营成 本；而 不 可 控

成本则是企业外部的硬性和软性基础设置，硬 性 基 础 设

施如交通、电力、通信等决定企业从事 交 易 活 动 的 交 易

费用和市场范围；软性设施如 金 融 管 制、法 律 体 系、社

会网络等决定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契 约 履 行 费 用、企 业

与信息和市场之间的互动范围。时间 给 定 条 件 下，基 础

设施禀赋决定企业的交易费用，也决定了经 济 与 生 产 可

能性边界的距离。③ 一 般 而 言，企 业 能 控 制 的 是 内 部 的

自身成本，对所 面 临 的 大 部 分 交 易 费 用 只 能 被 动 接 受。

然而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不 同 经 济 体 面 临 着

不同的 “约束 条 件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这 些 约 束 条

件的识别是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关键。这些 约 束 条 件 如

果不能全 部 得 到 改 善，则 会 阻 碍 技 术 进 步 与 经 济 增 长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Ｒｏｄｒｉｋ、Ｖｅｌａｓｃｏ，２００５）。而 且，就 经 济

发展的不同阶段及不同的经济体而言，与产 业 结 构 所 匹

配的基础设施是不同的。随着技术进 步 与 产 业 升 级，经

济结构不断得到调整，这个调整的过程对基 础 设 施 提 出

了改革的 要 求。如 果 这 些 配 套 设 施 不 能 得 到 同 步 的 改

革，经济增长就会受到阻碍。在 起 飞 阶 段，随 着 工 业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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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道路等交通设施、法律 体 系、金 融 市 场 等 逐 步

得到完善，但是达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对 基 础 设 施 的 要

求有更一步的提高，而这些配套设施的提供 仅 凭 企 业 自

身是无法提供 的。比 如 创 新 需 要 良 好 的 专 利 保 护 环 境，

同时需要 庞 大 的 基 金 支 持，而 且 研 发 本 身 有 很 大 的 风

险，需要有配套的金融体系来分散研 发 的 风 险；更 重 要

的是研发本身有很大的外部性，从事研发的 企 业 不 能 完

全将研发 的 收 益 内 部 化，此 时 就 需 要 有 公 共 部 门 的 参

与，为研 发 提 供 友 好 的 环 境。涉 及 到 具 有 公 共 性 的 设

施、体制等就需要政府发挥有效的作 用，为 市 场 机 制 发

挥资源配置作用提供良好的条件。如果这些 基 础 设 施 不

能得到同步改进，技术进步就会受到 阻 碍。尤 其 是 进 入

中等收入水平后，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实现由 粗 放 向 集 约

型发展的转型，关键是充分发挥企业 家 的 能 动 性，实 现

从依赖外来技术向研发创新转变。但是这些 配 置 条 件 制

约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企业家精神的缺失 会 导 致 经 济

陷入贫困的增长之中，技术进步中断，经济增长停滞。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体发展至工业化中后期，人口红

利的消失、研发成本的剧烈增加、基础配套设施的同步发

展使得成本的增加快于价格的增加这一实现产业升级的跳

跃的必要条件得到了满足，但是过快的成本增加导致临界

条件得不到满足。ｐ／ｃ＞１（企业保持生产原有产品不变的

必要条件），ｂ＞ａ越大，１／ （ｂ－ａ）越小，（１）式的值就越

小，也就是每次跳跃的临界距离变小。产品之间技术距离

越大，要求企业技术进步的临界值也越大，但是相对较小

的临界距离意味着跳跃不可能发生。也就是越小的临界距

离，意味着一定距离水平下，技术进步断档的可能性越大。

产品之间技术距离的临界值大小与成本和价格变化的快慢

有关，工业化中后期，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能很好地得到

满足，但是这一阶段所伴随的转型成本过快的增加导致临

界值变小，相对小的临界值意味着跳跃升级发生断档的可

能性增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难度也增加。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ＨＫ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企业技术升级

的路径选择模型，该模型很好地解释了企业行为在经济增

长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同时，论证了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

经济体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并分析了增长方

式转变的制约因素。该模型也能解释经济体的增长绩效差

异，当一个国家不能实现从模仿到创新的转变时，经济增

长正如Ｋｒｕｇｍａｎ所述的是无技术进步的贫困增长。如果实

现了增长方式的转变，则经济体容易实现向发达国家的收

敛，如东亚四小龙等。本文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理论上存在一个最优 的 技 术 距 离，企 业 只 要

能在最优距离找到升级的目标产品，就能实 现 利 润 最 大

化及技术进步。由于产品空间异质，位 于 产 品 空 间 不 同

部分的企业升级的机会不同。企业可以选择 模 仿 或 者 创

新来实现技术进步。但是随着经济的 发 展，经 济 体 最 终

必须转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

其次，由于 生 产 不 同 产 品 所 需 的 能 力 不 完 全 替 代，

导致技术升级中选择升级到哪种目标产品的 成 本 收 益 是

不同的。企业是否选择 升 级，升 级 到 哪 种 产 品 由 产 品 间

的技术距离决定。成本变化的速度 快 于 价 格 变 化 的 速 度

是产业升 级 发 生 的 必 要 条 件。产 业 升 级 可 能 一 帆 风 顺，

可能会分岔，也可能会 断 档，但 这 些 都 以 产 品 间 技 术 距

离为约束条件。当产品 空 间 稠 密，企 业 总 能 找 到 合 适 的

目标产品时，产业 升 级、技 术 进 步 顺 利 实 现。升 级 可 能

存在分岔，也就是从一种产品升级到另一种全新的产品，

这种技术进步来自企业的创新。这种升级的发生是有条件

的，当企业创新导致的利润超过模仿 （产业内升级）时，

创新才会发生。当产品间技术距离过大，超过了产品间技

术距离的临界值，企业会发现升级无利可图，此时技术进

步停止。产品间技术距离的临界值的大小与成本和价格的

变化速度有关，两者相差越大，临界值越小，也就越容易

发生技术升级断档。技术升级的必要条件往往在工业化中

后期阶段容易得到满足，但是这种条件的满足会导致跳跃

的临界值过小。较小的临界值意味着产业升级发生的可能

性变小，也就是技术进步停止，经济增长停滞。

最后，相同的临界条件下，创 新 导 致 技 术 升 级 的 跳

跃比模仿跳跃的最优距离要大。即来自创新 的 技 术 升 级

比模仿的升级成功的可能性更大。这也为创 新 主 导 的 经

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文的研究对正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的经 济 增 长 方 式

的转变有如下意义。

第一，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意味着中国的产

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已经到了必须由简单模仿向创新转变的

阶段。通过创新增加产品附加值，可以突破劳动力工资上

涨的普遍压力，同时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实现技术的赶

超和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和谐发展。

第二，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发生的必要条件在这一阶

段很容易得到满足，但是该条件的满足会使升级断档更容

易发生。为了减少技术升级断档的风险，政府可以在公共

领域提供更多有利于减少企业交易成本的良好基础设施环

境，如便利的交通、分散研发融资风险的金融体系、促成

高校等研发机构与企业的充分合作、完善的契约制度等，

减少企业的不可控成本，扩大企业生产可能性边界。

第三，比较企 业 模 仿 和 创 新 跳 跃 的 最 优 技 术 距 离，

可以得出创新导致的技术升级比模仿升级断档的 可 能 性

更小，也就是创新升级更容易 获 得 成 功。因 而，这 一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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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国家 应 该 提 供 更 加 有 利 的 制 度 环 境，鼓 励 企 业 创

新。对简单模仿型的企业鼓励其退出 或 者 进 行 创 新，避

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的产能过剩、资 源 浪 费。充 分 发

挥企业家精神，实现技术进步推动的 经 济 发 展，实 现 经

济增长方式的良性转变。

本文作者：伍业君是中国社会科学 院 研 究 生 院 工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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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选萃

历史的叙述与文学的想象
———论 《麒麟》对中国题材的取舍

张能泉

湖南科技学院外语系讲师张能泉认为：在日 本 文 学 发 展 历 程 中，利 用 中 国 题 材 进 行 文 学 创 作 的 作 家 随 处 可 见。

在古代，从上山忆良的和歌到紫式部的物语、从松 尾 芭 蕉 的 俳 句 到 观 阿 弥 父 子 的 能 乐 剧 本 都 留 有 明 显 的 中 国 题 材 的

印迹。明治维新以来，虽然日本社会进入了以学 习 和 摄 取 西 方 文 化 为 主 流 的 时 代，但 是 近 现 代 作 家 不 仅 继 承 了 古 代

利用中国题材创作文学的方法，而且还拓展了中 国 题 材 在 文 学 创 作 中 的 新 领 域。他 们 利 用 新 的 文 体 样 式 使 中 国 题 材

在近现代文学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和力量。如森鸥外、中岛敦、井上靖、司马 辽 太 郎 等 人 的 小 说，长 与 善 郎、菊 池 宽、

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新剧，土井晚翠、田冈 岭 云 等 人 的 新 诗 都 充 分 借 用 了 中 国 的 相 关 题 材。可 以 说，近 现 代 日 本 文

学对中国题材的摄取，比古典时代更全面、更 广 泛、也 更 有 新 意。以 中 国 为 题 材 的 文 学 创 作 成 为 日 本 近 现 代 文 学 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作为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 陶 的 现 代 著 名 作 家 谷 崎 润 一 郎 来 说，摄 取 中 国 题 材 从 事 其 文 学 创 作

也如同其他日本作家一样，成为其创作的一个亮点。其短 篇 小 说 《麒 麟》就 是 典 型。然 而，国 内 有 关 谷 崎 润 一 郎 的

研究大都集中于 《细雪》、《春琴抄》等知名作品上，而对 《麒麟》的研究至今无人问津。

日本作家佐藤春夫在评论谷崎润一郎作品时曾经说过，谷崎的作品在整体上写的不是事实，而在细节上是严格按

照事实原原本本写出来的。对此，学者王晓平也持相同的意见，并认为这一论断也完全适用于谷崎那些描写中国古代故

事的作品。小说 《麒麟》这个标题似乎是一开始就决定的这一特点。麒麟这个词虽然本身在 《史记》和 《左 传》中 找

不到出处，但据最新版 《辞海》一 书 中 所 收 录 的 “麒 麟”一 词，其 意 思 是 指 古 代 传 说 中 的 一 种 动 物，其 状 如 鹿，有

独角，全身生鳞甲，尾像牛，多 为 吉 祥 的 象 征。由 此 可 见，麒 麟 虽 然 细 节 上 具 有 如 鹿、如 牛 等 实 物 的 真 实 性 特 征，

但整体上却是一种想象的动物，虚构性才是其最 根 本 的 属 性。谷 崎 润 一 郎 在 这 里 借 用 这 个 词 显 然 包 含 了 作 者 一 个 强

烈的意图：小说在整体上不描述事实，但在 细 节 上 却 要 严 格 按 照 事 实 原 原 本 本 将 之 描 述 出 来。如 此 一 来，虽 然 小 说

的题材取之于中国古典文献，但是并没有过分 地 依 赖 原 典 素 材，而 是 采 用 舍 九 保 一 的 题 材 取 舍 方 法，一 方 面 通 过 细

节的真实性确保作品的历史性，一方面借用丰富的想象和虚构，在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中，立足作品的文学性。

（马光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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