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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是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吗？ 

1998年9月15日，作为北京大学百年经济学讲座的一部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特邀世界著名华裔经济学

家、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刘遵

义先生作了关于技术进步与东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报告。 

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有无技术进步的贡献？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该国的总产出来衡量的。总产出取决于总投入。投入有三个来源：

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贡献。前两者都是有形投入，对于产出的影响可以通过统计数据获得。

当前两者的产出已定，余下的经济增长就归功于技术进步。或者，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技术进步

就是在劳动和资本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引起产出增长的因素。 

当人们目睹东亚经济飞速发展时常常会思考，他们的经济增长是归功于他们工作得更努力，还是因为他

们更聪明？即经济增长是归因于劳动和资本投入的扩张，还是源于技术进步？ 

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存在着多种研究结果。有人认为，技术进步在东亚国家的崛起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

用；有人认为，只有某些国家和地区存在技术进步（如香港），而在新加坡等地并未发现这个贡献因

素；刘遵义先生的观点是，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根本不存在技术进步。 

在无形资本投资方面，东亚国家大大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这既说明了前者与后者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大

的差距，也说明了东亚国家目前人力资本投资还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比较东亚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出： （1）东亚国家每一项投资的增长都很快，

而且有形资本投资在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占了最重要的地位。（2）在发达国家中，资本与劳动投入

在产出中的作用相对较小，而技术增长贡献很大，在很多国家里，技术增长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因素。

（3）东亚国家没有技术进步，而日本在各方面的数据都处于东亚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说，日本

是其它亚洲新兴工业国的楷模。（4）如果我们从投入－产出上来分析技术进步，我们可以发现，东亚

国家的资本产出弹性比日本和其它发达国家高得多，劳动投入则相反。这说明，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

东亚还是属于资本稀缺而劳动力丰富的地区。（5）必须指出的是，东亚国家的人力资本投入以及研究

－开发支出在GDP中所占的份额都很低，资本投入不足严重限制了人力资本的产出，反过来影响到对人

力资本的需求。 

  

二、创新租金的分配 

  

电子工业和信息产业在东亚国家的蒸蒸日上给人们一种错觉，即东亚国家技术进步相当迅猛。我们把创

新租金理解为技术创新带来的盈利。通过对创新租金分配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绝大部分的创新租金

都是归发达国家所有的。（1）发达国家对先进技术有专利权或垄断权，她们以此提高技术转让的价

格；（2）发达国家通过转移投资可以把从发展中国家赚取的利润转移到国外；（3）拥有著名品牌的企

业往往把生产基地建在发展中国家，以自己的垄断地位压低支付给加工企业的价格。可见，是发达国

家、而并非发展中国家从技术创新中得到了丰厚收益。当然，也有人指出，收益并不仅仅局限于GDP的

增长，生活质量的提高也是收益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这样的理解固然可以，但这并不

 



说明存在技术进步。 

  

三、现实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1）有形资本积累在东亚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有形资本规

模的扩大有助于无形人力资本产出的提高；（2）有效地积累资本对东亚国家十分重要；（3）当经济增

长到一定时期时，无形的人力资本所占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4）新的出口导向和市场导向的投资有

助于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5）私营企业不断提高完善自身，无官僚作风，他们能针对市场作出迅速

的调整。 

亚洲经济究竟是“奇迹”还是“泡沫”取决于亚洲国家在今后的努力。今后东亚的任务主要有两个方

面：一是保持资本持续增长；二是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无形资本投资的差距。第一个任务包括：（1）

鼓励储蓄和投资；（2）降低税率；（3）降低通货膨胀率；（4）促进商品、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的流

动；（5）加强法制建设；（6）加强基础设施的投资；（7）对市场采取谨慎的干预措施，保证市场的

正常运行。第二个任务包括：（1）加强在人力资源上的投资；（2）扩大研究－开发支出规模；（3）

多渠道吸引投资；（4）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5）保持产品竞争力。 

  

四、提问与回答 

  

似乎很难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刘遵义教授指出的“东亚国家不存在技术进步”，至少从感情上来说，我

们无法接受“中国没有技术进步”这个现实。因为我们的社会的确在进步：我们所使用的技术和我们所

学习的知识都越来越先进了，怎么是“没有技术进步”呢？ 

方星海博士从“技术进步”的定义出发，与刘教授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说，十年前，中国绝大多

数家庭都没有电话，而今天，移动电话在中国都已经是非常普及的了。这难道不是大众意识中的“技术

进步”吗？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的确可以理解“没有技术进步”的含义，然而这个说法一般的人无法

接受。 

刘教授回答说，论文中所提及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学家所认为的技术进步，即在资本－劳动投入不变

的情况下引起产出增加的贡献因素。这既不是工程师们认为的“使用新技术便是技术进步”，也不是一

般居民意识中的“生活更便捷便是技术进步”。一旦我们确定了这个定义，就不难理解这个结论了。 

林毅夫教授也对此发表了他的看法。他指出，可以通过区分“技术原产国”和“技术引进国”来理解

“不存在技术进步”的结论。一项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对于“技术原产国”来说是技术进步，而对于

“技术引进国”来说，就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技术进步”了。 

刘教授还应一些提问者的要求谈了他对中国改革和中国现实问题的看法，以及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建议。

他说，中国的改革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尤其在基本体制（如：金融体制、银行制度）方面要花费

大量精力，以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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