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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或发展的陷阱*

乔特·马格多尔娜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研究了如何更准确地了解会增加陷入陷阱的可能性
的传统经济指标衡量的增长和发展情况。我们把发展和增长区分开来，指出
匈牙利的增长数据是有利的，但在发展指标方面是落后的。对这种矛盾需要
进一步、更详细的分析，以便能够确定独立于增长指标的发展指标的理想目
标值，并通过达到这些指标来避免发展陷阱。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从长远
来看，发展指标的演变也会影响可持续增长的机会，也会促成更普遍、更系
统的质量进步。根据与提出的问题相关的统计数据，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有
必要创建一个增长—发展数学模型来表示和计量经济分析动态关系，但在本
文的范围内我们未对其进探究。

经济文献杂志（JEL）代码：E22，I15，I25，J24，O11，P52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中等发展陷阱；弹性；适应性；无形投资；增长模式

一，引言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研究了当一些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其中许多国
家的增长放缓甚至停滞的原因。如果这种情况持续较长时间，则可以说该国
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然而，这些研究存在弱点，它
们的建议通常不足以避免陷阱。

本论文的主题是增长陷阱和发展陷阱的区别，论证避免增长陷阱并不一
定能避免发展陷阱。第二章介绍了与增长陷阱相关的最重要的文献论点，并
分析了它们在专业和方法上的不足之处，自然而然地承认了增长分析存在的
理由。之后，文中提出了一种与发展相关的新型模型，在该模型的框架内，
借助发展/发达指标，可以得出关于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结论。发展通常描
述过程，发达则描述状态，但后来这两个词可以互换使用。我们所说的发展
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的发展指标恶化或停滞不前的情况。在本文中，我们依
托统计数据，选取了一些重要的指标，考察了匈牙利和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
（V4）1在这些指标上的位置，并分析了奥地利的数据作为进一步的比较。
这样做的原因是，最好先将我们自己的结果与我们在历史、文化和经济上联
系更紧密的国家的结果进行比较。未来，调查应扩展到更多国家，例如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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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陷阱局面的亚洲国家。最后，本文认为，由于以GDP衡量的增长模型存
在不足之处，如果将中等收入陷阱分析扩展到对发展进行考察的中等发展研
究，则可以实现更客观的评估，如果不只有GDP或人均我们会给出要实现的
目标，不仅是人均GDP值，而且是与经济指标分开的发展指标的值。这将促
成系统性思考，长远来看不仅对增长，而且对社会发展都有好处。

二，收入陷阱研究：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一直在研究，是什么原因导致从相似的
经济状况出发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在长期内表现出不同的模式。起初，发展是
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发展来衡量的。人们分析了
一些国家的人均GDP值在较长时期内的发展情况是稳定增长，还是停滞不前
或在某个特定点开始下降。如果出现停滞或减速，我们可以说是陷阱情况。
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首次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的分析。人们还引入了中等
收入陷阱的概念。吉尔（Gill）和及其合著者（2007）比较了东亚国家的增
长潜力。他们发现，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不应停留在生产性经济的成功
位置，而应增加知识型创新经济的比重。以韩国为例，当大量资金投资于
创造高附加值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国内部门以及必要的创新和知
识时，该国的经济开始快速增长。其结果之一是，虽然1990–1994年期间每
年平均注册专利数量为每十万名居民1.44件，但到2000–2004年增加到8.67
件，增长了六倍2。就增长理论而言，这意味着从新古典增长模式向新的内
生增长模式转变，根据这种模式，增长可以来自内力、知识、创新、现代技
术和企业家精神。创新和知识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3的提高，这对于提高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吉尔（Gill）
和卡拉斯（Kharas）（2015）在后来的分析中认为，乌克兰等几个国家很可
能会陷入陷阱。他还警告说，一个国家即使在成功几年后也可能最终陷入陷
阱。原因可能是，例如，经济结构的变化跟不上环境机会和威胁的变化，出
口产品结构也变得僵化，不能足够灵活地跟随市场变化。但国家经济激励措
施针对性不强、效果不佳、附加值低，也会造成陷阱局面。作者认为，国家
经济刺激的有效性需要高质量的大学、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以及鼓励进取、
创新公司的良好环境。

研究者们还指出了另一个重要特征：区域经济和总体发展差异的危险。
这些也可以防止一个国家  避免陷阱情况。加莱特（Garrett）（2004）提请注
意民主化也带来经济成功的频繁简化。他举例表明这是不被实践所支持的。
据他介绍，那些只存在价值链组装单元的民主化国家如果不向上移动价值
链，转向创造更大附加值的活动，就很容易掉入陷阱。加莱特说，组装操
作是发展的“自然限制”。大野（Ohno）（2013）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
警告说，赢家和输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取决于积累的知识和技能的数量。
通过市场自由化和外资投资，可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要迈向更高水平，

2 吉尔等，2007:155，表 3.6。
3 全要素生产率：一个综合考虑技术发展、知识、创新和管理水平对生产率影响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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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需要建立确保人力资本持续发展的制度。仅仅输入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
创造本地知识。根据他的说法，当最初的优势——无论是矿产或其他自然资
源，还是对投资者有利的廉价劳动力——耗尽时，就会出现陷阱情况，同时
不可能创造出能创造高附加值的新经济结构，以及基于知识，或鼓励本地知
识创造的制度体系。斯蓬斯（Spence）（2022）也强调了这一思路。

黄（Huang）及其合著者（2017）提请注意另一个导致陷阱风险的因
素，即生产力水平低下或恶化。以中国为例，他们正在研究中国可以在低投
资成本的基础上保持“世界工厂”多久而不落入陷阱。作者认为，尽管中国
经济增长强劲，但生产率水平低下是一个陷阱，其原因之一是资本投资效率
的下降。他们建议，应该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工业发展，因为这将带
来更大的附加值生产和更高的生产力水平。

里佩尔（Rippel）（2017）也提出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投资创新和价值
链进步的重要性是中国迎头赶上的条件。欧洲复兴开发银行2019年的报告
将生产力问题视为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受资助国家的陷阱风险。尽管投资
率占GDP的比例很高且GDP增长强劲，但生产率仍然很低。报告认为，这是
因为一个国家在技术和技术上越现代化，就越需要高技能和有能力的人力
资本。这也是提高生产力的条件。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得出结论认为，增速放
缓主要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低。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在一二十年后会耗
尽其增长资源，因此需要一种新的增长模式，这种模式不是基于知识和技术
的进口，而是基于本地创新和知识创造。这需要灵活性和面向未来的思维。
这就是韩国在转向知识型经济发展模式时所做的。得益于大量的人力资本投
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迅速，这有助于实现物质资本的最佳利用。其他研究
也强调创新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种方法。

毛托尔齐（Matolcsy）和保洛陶伊（Palotai）（2019）也提请注意生产
力问题。他们指出，通过雇用新员工来实现数量增长的增长现在已接近极
限。因此，需要提高生产率，使工人流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并使经济结
构普遍现代化。

保斯（Paus）（2017）这样说：要创新，否则你会被毁掉！作者考察了
拉丁美洲国家，并从中得出适用于亚洲的结论。他指出，拉丁美洲的几个国
家长期陷入增长陷阱。究其原因，是之前的劳动密集型、低生产率产品的国
际竞争力下降，未能转向更具创新性、生产率更高、销售更具竞争力的产
品，即中国的结构。经济现代化的速度不够快。除其他外，这是由于人力资
本投资水平低。南美洲的经济增长也受到严重不平等的限制，这阻碍了人力
资本的积累。

最后，值得引用的还有对V4国家进行的两项分析的结果。欧盟委员会的
研究（EC 2020）使用经济、生产力和就业数据分析区域收入陷阱。欧盟委
员会指出，欧盟有几个地区处于陷阱状态，尽管这种情况的人均GDP值高于
文献中通常给出的值。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这些落后地区削弱了经济扩张
的可能性，同时——由于国家宏观指标掩盖了这些地区的弱点——很少有人
关注它们。研究人员将欧洲地区分为3组，分别处于高、中、低收入水平。
一些V4区域也属于第三组，但它们不再包含在详细介绍的案例研究中。滞后
的原因被定义为附加值低、创新能力弱和生产力水平低。可以看出，这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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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因为生产力的提高恰恰可以通过具有更多创新和更高
附加值的经济活动来实现。研究人员认为，摆脱陷阱的情况可以通过投资知
识、更多的研发投资和更有能力的地方管理来解决。他们指出，如果没有知
识投资，更多的实物投资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将有助于提高生产力。

欧洲中央银行（ECB）（Żuk – Savelin 2018）的分析基于2000年至2016
年的数据检验了趋同速度，该数据通过人均GDP的演变来衡量。这份涵盖17
个国家的分析，已经提到了所考察的国家不得不从“命令经济体制”向市场
经济转型的历史事实。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至2016年的平均年增
长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最高的是立陶宛，最低的是斯洛文尼亚。匈牙
利值倒数第三，但我们必须立即提到比较的弱点：显然，从更高的层次跳下
去更难。一个更好的指标是与欧盟平均水平的比较。以2016年人均实际GDP 
（购买力平价）计算，捷克领先，匈牙利在17个国家中排名第7。该研究说，
根据2017年的数据，匈牙利要到2025年达到欧盟人均GDP的平均水平，需要
年增长率超过5%。即使增长率低于3%，捷克也可以实现这一目标。该研究
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已经触及了人均GDP指标的缺点，指出随着指标值的增
加，教育水平或整体健康状况不一定也会改善.这就是为什么他建议除了增
长指数之外还要研究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 
HDI）。HDI指标考虑了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在校年限、受教育年限以及按购
买力平价衡量的实际国民总收入的变化。最近，它还分析可持续性，计算通
过各种指标衡量的各个经济体的环境影响。最后，该研究警告说，经济结构
对陷阱情况的可避免性具有重大影响。增加更具竞争力、创新和知识含量更
高的部门的比例，并增加国内附加值在出口中的比例，可以减少陷入陷阱的
机会。然而，为此诸如每百万居民获得批准的专利数量必须增加。

在调查期间，在17个被分析的国家中，只有匈牙利、克罗地亚和北马其
顿这三个国家的这一数值有所下降，而波兰和捷克则显着上升。然而应当指
出的是，知识产权领域的成就只有在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中得到体现，才
能对经济绩效做出贡献。这种情况与教育结果类似。如果经济结构不能提供
一个可以利用他们的知识和技能的工作场所，那么拥有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
专业人员是没有用的。这也是一个效率问题，因为不仅是未使用的机器，而
且未使用的知识都是一种损失。

三，中期增长陷阱的主要缺陷分析

正如我们所见，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献很多。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寻找
增长停滞的原因。其中，通常提到经济结构的价值创造能力低下、创新和知
识水平薄弱、生产率提高缓慢等。此外，政府素质、腐败程度高、地区差异
过大、管理水平低下等问题仍然存在。研究正在寻找一种新的增长模式，与
原来的索洛模型形成对比，在索洛模型中，投资是主要的外部、外生增长来
源。索洛模型还警告说，如果我们只投资基础设施和有形的东西（tangible 
investment），技术进步就不够快。技术和知识水平之间的差距阻碍了技术
的有效应用。这就是为什么所谓的无形投资（intangible investment）很重
要，它将知识和技能提高到所需水平，即加强人力资本，其重要性主要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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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增长模型显示。但是，这些指标仅作为增长条件进行分析。该研究的另一
个不足之处是，对于人均GDP值并没有达成共识，如果一个国家的增长稳定
下来，就已经表明存在陷阱。斯蓬斯（Spence）（2011）将该值定为10000
美元4。费利佩（Felipe）（2012a; b）指出了两个中间区间：一个在2000美
元到7500美元之间，另一个在7500美元到11500美元5之间。据此，如果一个
国家停留在第一档位超过28年，或者停留在第二档位超过14年，就已经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作者在所调查的52个国家和地区中的35个国家和地区经历了
陷阱。

在最近提到的一项分析中，人均GDP为10000–11000美元和15000–16000
美元表明存在陷阱风险（EC 2020）。其他人不给出绝对值，而是给出增长
的百分比。艾兴格林（Eichengreen）和及其合著者（2013）将此定义为根
据7年移动平均线衡量至少2个百分点的放缓。

还有一些作者将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与美国等样本国家的长期经济
增长进行比较，分析是否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检测到趋同（Im – Rosenblatt 
2013；Agénor – Canuto 2012）。这也指出了一个更严重的缺陷，即选择GDP
或人均GDP作为最重要的比较指标是否足够。以GDP衡量的增长可能是“不
良增长”，这与不创造重大新价值但危害环境的投资有关。因此，以增长
为目标是否足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您确定数量增长也带来发展吗？各国
的真实结果能否完全根据GDP指标进行比较和评估？毕竟，它们很可能处于
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另一方面，在日益复杂和不可预测的经
济和政治环境下，用其他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运作的有效性是否合理？显
然，单一的经济指标不能令人满意地描述它是否对危机情况做出了良好的反
应，或者它能够多快、多成功地进行变革。弹性和适应性不是经济增长的问
题。相反，它取决于人口和社会的特征、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合作技巧。因
此，在瞬息万变的条件下追赶最先进的速度，也取决于这些特性。仅仅有新
的价值观、工厂、学校是不够的。它们还必须高效且具有成本效益地运作。
因此，有必要超越“投入”方法，报告我们最终在某些投资上花费了多少。
真正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投入获得了多少结果和影响（结果），我们创造了多
少新价值。出于这个原因，建议进行不以成本为导向而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发
展研究，即资源利用效率被认为是避免陷阱的重要因素。

最后，考虑到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的不足之处和成功适应快速变化环境的
必要条件，建议通过发展分析扩大收入增长研究。也有这方面的实验，现在
介绍其中最著名的三个。

四，也对发展指标进行检查的分析

决定如何描述好发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特征可
能会使创建统一模型变得更加困难。无论如何，有比较基本发展指标的举

4 2005年购买力平价。
5 1990年购买力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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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前面提到的衡量人类发展的联合国分析。表1显示
了1990年至2019年HDI指数值的演变。

表表11     国际比较中人类发展指数值的变化（     国际比较中人类发展指数值的变化（1990–20191990–2019））

国家 1990 2000 2010 2014 2015 2017 2018 2019
1990年至 

2019年
值变化

平均年
增长  

（%）

匈牙利 0.708 0.772 0.831 0.838 0.842 0.846 0.850 0.854 0.146 0.650

捷克 0.738 0.804 0.870 0.888 0.891 0.896 0.898 0.900 0.162 0.690

波兰 0.718 0.790 0.840 0.858 0.863 0.873 0.877 0.880 0.162 0.700

斯洛伐克 0.741 0.765 0.831 0.847 0.850 0.855 0.858 0.860 0.119 0.510

奥地利 0.803 0.847 0.904 0.913 0.915 0.919 0.921 0.922 0.119 0.480

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20）

在表1中，我们看到最大的HDI值变化和年均增长发生在捷克和波兰。其
次是匈牙利的数据。如果我们也检查人均GDP数据，我们会发现波兰和斯洛
伐克在这方面也取得了最大的进步。这可能与HDI指数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国
民收入指数有关。奥地利在HDI和人均GDP指标方面的排名也有所改善，一
方面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从一个更高的水平开始，另一方面也指出了
基于基础研究的不足之处。2019年，挪威的HDI指数最高，为0.957。在被考
察的189个国家和地区中，奥地利排名第18位，捷克第27位，波兰第36位，
斯洛伐克第39位，匈牙利第40位，在被考察国家和地区中排名最后，但与
斯洛伐克的数值相差不远。

另一项研究也分析了发展指标，列格顿研究所（Legatum Institute）在
这方面已做了15年（Legatum 2021）。使用300项指标分析167个国家和地区
的繁荣，其中大部分是人类和社会发展指数，但也考虑了经济数据。排名
不仅基于联合综合指标，还基于特定领域的指标。Legatum繁荣指数研究提
请注意一个事实，即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繁荣不能仅通过其取得的经济和物
质成果的多少来衡量。个人和社会层面是否有发展也很重要。通过发展，
人们了解健康状况的改善、知识水平的提高和预防自然环境状况（例如空
气质量）恶化。研究者认为，为了改善发展指标，透明和高效的治理是必
要的。在2021年的排名中，匈牙利在所分析的16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44
位。这比2020年好两个名次，但我们仍然落后于第27名的捷克、第35名的斯
洛伐克和第36名的波兰。匈牙利在政府效率（82）和市场环境透明度（78）
指标方面处于最差的位置，而且在健康状况方面，我们仅排在第51位，仅波
兰在V4中排名较差。同时，根据经济数据计算，我们的排名要好得多，领先
于斯洛伐克和波兰，排在第33位。例如，研究人员用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和
就业来衡量经济状况，而健康状况则用预期寿命、身心健康和疾病预防系统
的发展来描述。研究证明，即使在经济成果良好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发展
指标也可能较弱，这可能证明设定目标值以提高这些指标的价值是合理的。
分析的优点在于，除了经济指标外，还分析了人类和社会发展指标。根据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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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要主题创建排名也是一个好主意。但是，300个指标很多。显然，它们
对发展的权重并不相同，因此可能会出现由于权重相同，许多不重要因素的
不利评价对最终订单的影响大于少数几个取得良好结果的情况，但从发展的
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指标。

值得一提的是另一项显示社会进步指数（social progress indicator, SPI）
的有趣研究，该研究由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营利组织进行，但拥有全球专家
网络。研究人员在三个领域分析了这些国家的结果。它们是：人类基本需求
的满足、福祉的基础和人们可获得的机会。这项研究主要评估获得发展的机
会，而不是所达到的发展水平。它考察了获得适当医疗保健和不同层次教育
的机会、获取信息的自由、个人塑造自己生活的自由以及社会的凝聚力。在
基于52项指标对16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的2021年研究（Social Progress 
Imperative 2021）中，捷克排名第22位，斯洛伐克第33位，波兰第35位，匈
牙利第42位。我们在获得健康和高等教育方面排名最差，这显然是发展的指
标。该研究还考察了环境特征和公民自由。它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其综合的
方法和多方面的兴趣，但与此同时，它并没有形成被考察国家发展水平的形
象。因此，对于其中是否存在陷入中等发展境地的人，则不予置评。然而，
显示获得发展机会的可能性的国际比较可以给出关于应该使用哪些指标来分
析发展的想法。

三项分析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在经济结果之外，还评估人类和社会发
展以及发展机会。所使用的指标允许分别衡量几个领域的结果。研究人员并
不试图系统地描述各国的总体发展水平、经济、人类和社会发展及其相互影
响。最终，通过对三个发展指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济指标好的
国家的发展指标可能远弱于增长指标。这也可以警告说，一个没有受到增长
陷阱威胁的国家可能会面临发展陷阱的风险，这可能会使它在以后更接近增
长陷阱的情况。

下面，我们将转向国内的一些研究和出版物，这些研究和出版物也分析
了经济、竞争力、发展和陷阱状况之间的关系。

五，成长、竞争力、发展与陷阱境遇：匈牙利国内的思考

匈牙利国内文献也处理了增长陷阱的情况。鲍洛陶伊（Palotai）和维拉
格（Virág）（2016）建议加强价值创造能力以避免陷入陷阱。而为此，还
需要提升创新能力。作者还提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它就无法加强
竞争力。他们指出，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提高的结果必须体现在实现人类发展
机会、良好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他们这样说：“经济竞争力和追赶的关
键问题是人力资本的质量和数量。人力资本是长期增长潜力的决定性因素之
一：拥有更多人力资本的国家能够实现更强劲的经济增长。可以通过提高教
育系统和医疗保健系统的性能来改善人力资本的质量特征”（Palotai – Virág 
2016:701）。

作者正确地强调了发展特征的重要性，指出了发展特征对提高竞争力
和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然而，最后，研究者在寻找增长的来源，并将发展
因素主要定义为增长的来源。这就是为什么他强调避免中等增长陷阱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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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然而，无论如何，列出的发展指标也可以很好地用于专注于避免发展陷
阱的方法中。维拉格（Virág）（2016；2017）认为，重要的是为提高竞争
力创造质量条件，并在价值链中朝着更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以避免陷入
陷阱。他还强调了新投资和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性。查基（Csáki）（2018） 
和Boda（2022）认为教育和人力投资的作用通常很重要，以避免陷入陷阱。
乔特（Csath）（2019；2021）考察了发展指标，并强调创新成果和区域发
展差异的缩小是避免陷阱的特别重要条件。匈牙利国家银行（MNB）的各
种报告也提到了陷阱的危险。匈牙利国家银行（2021）的报告认为，除其他
外，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性以及生产力是提高竞争
力的重要因素。该报告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审视了赶超的可能性。他这样
说：“为了成功赶上发达国家，从长远来看，每年至少要有2–3个百分点的
增长”（MNB 2021:7）。

该报告寻找增长储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影响经济发展的地方附加值
的大小有关的调查结果、揭示经济结构薄弱环节的分析以及人力资本的知识
和健康状况。区域差异影响发展的表现也很突出。所有使用的指标都包含重
要信息，尽管将指标分解为输入和结果，即投资和基于影响的指标，将为进
一步进行有价值的分析提供机会，准确地与发展水平相关。例如，可以评估
作为投入的教育支出与GDP的比例与作为影响/结果值的教育率和知识水平
之间的关系。同样，可以分析作为投入的IT基础设施投资与拥有IT知识的人
员比例以及使用IT系统作为结果的公司比例之间的相关性。投入所取得的成
果/效果的大小，不仅是竞争力的重要问题，也是发展的重要问题。这种分
析可以在关于作为投入的研发资源与作为结果/结果值的专利数量之间关系
的研究中找到。

当然，匈牙利国家银行的报告并没有试图考察陷阱情况，而是分析增长
条件的改善。不管怎样，他的结果也可以用来研究如何避免发展陷阱。从发
展过程和更高的发展水平来看，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关键问题。匈牙利国家
银行的另一份生产力报告（MNB 2020）指出，一方面，作为发展重要条件
的创新过程在匈牙利不够高效，另一方面，数字化支出支持生产力的有效
性增长也不令人信服。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最近的一项分析（2021）也指向
后者。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研究，匈牙利的数字发展总体得分为72.5，
满分100，与斯洛伐克的得分（72.8）相差不远，是V4中得分最低的国家。
同时，在物质支出和建成基础设施方面，匈牙利领先于V4（89.8），但在能
力方面落后：匈牙利值为50.9，捷克为78.5，波兰为69.2，斯洛伐克为64.4。
但就政府的在线服务而言，我们仅略微领先于斯洛伐克。这些值与匈牙利国
家银行研究的结果一致，表明存在效率问题。从数量上看，匈牙利的排名比
质量上的排名要好得多，这反过来又恶化了实体投资的运营效率。

匈牙利国家银行（2020）报告清楚地描绘了生产力的多向近似，即提高
所分析要素的生产力也会带来发展回报。他就是这样论证的：“改善发展主
要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实现”（MNB 2020:8）。关于未使用的人力资源潜
力的调查结果也值得注意。然而，值得关注的不仅仅是从未开发的经济机会
的角度来看。马斯洛金字塔（Maslow-piramis）（Maslow 1943）还强调，从
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最大限度地利用能力和知识，即自我实现，是很重



23

增长或发展的陷阱

要的。这不仅有助于物质福祉，也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福祉。就生产力
而言，未使用的知识是一种资源浪费，因此可以认为是降低生产力的一个
因素。

总体而言，报告将创新、数字化和知识定义为发展，是避免发展陷阱的
研究方向。

最后，从发展水平的角度来看，生态可持续性和一般绿色增长很重
要。在匈牙利国家银行的另一份出版物中，维拉格·巴尔瑙巴什（Virág 
Barnabás）（2019）的研究指出人类发展的重要性超过经济增长，在这方面
做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发现（第33页）：“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GDP越来
越忽视福祉和可持续性的主观因素，同时包含许多对福祉影响值得怀疑的成
就”。在第49页，他做了如下陈述：“这就是为什么有可能甚至有必要使用
除GDP之外的几个指标”。

后一种想法可以通过以下事实得到补充：建议使用更多指标，这不仅是
因为GDP的问题，而且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制定发展、可持续性和加强危
机抵御能力越来越合适作为目标。此外，由于增长和发展是不同的因素，既
然一个是量的，另一个是质的——这当然可以相互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我
们还必须认为，如果没有足够的发展，增长的资源迟早将会耗尽，因此值得
使用两种类型的模型。除了中等增长近似值之外，评估发达/发展状态和过
程情况的模型可能具有存在的理由，该模型阐明是否存在发展陷阱的风险。

六，让发展成为目标！

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是有用和有价值的。匈牙利的成绩尤其引人注目。
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考虑，不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函数，而是以人类和
社会发展为目标函数呢？如果我们主要根据自身的才能、历史传统和未来的
挑战，寻找既能把经济做大，又能使国家更好、更发达的发展指标，那会是
什么样子？如果以这种方式我们能够确保我们在加速和越来越不确定的环境
中站稳脚跟，并且在我们的发展指标方面——避免发展陷阱——至少在人均
GDP方面赶上更发达国家？一个人文和社会更加发达的国家更能抵抗危机，
更容易适应变化，内部的内生发展也将带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这意味着
我们选择一些指标将发展描述为一种状态和发展过程，然后我们分析一个国
家（在我们的例子中是匈牙利）在这些指标方面的表现如何。这项研究将揭
示被调查国家在表征经济的质量特征方面彼此之间的差距，主要是在数量指
标之外。这种方法不同于增长陷阱方法，因为它根本不检查增长指标。他正
在寻找是否存在发展的答案，主要是人类、社会和日益增长的环境发展。了
解这一点，就可以设定发展目标，实现这些目标至少可以像追求增长目标一
样受到重视。当然，编制这样一个发展模型需要认真的研究工作。对发展和
增长模型的关系系统进行时间检查也将为有趣的数学分析提供可能。在本文
的框架内，从匈牙利的现状出发，在本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只能勾勒出应
该设定发展目标的领域。其中一个领域是人口的知识和健康状况，这对提高
竞争力和总体经济状况的能力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在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的情
况下，也会对国家的复原力产生重大影响。教育水平很重要，不仅因为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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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个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而且因为它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研
究证明，更高水平的教育可以与更注重健康的生活方式相关联，从而延长预
期寿命，而更健康的社会意味着对医疗保健系统的压力更小（Picker 2007； 
Raghupathi – Raghupathi 2020）。

经济结构和相关的生产力和效率也可以被视为发展指标。在经济指标
方面，消除经济结构的薄弱环节和提高支出效率很重要。在这个近似中，我
们不是从输入量的大小开始，而是从结果、效果开始，我们要改进它们。修
复所需的步骤由此迭代解释，非常注重支出的效率。由此，我们正在从基于
单一目标函数的增长方式转向考虑整个系统的方式，即经济、人、社会和环
境的和谐发展，并通过提高选定指标的价值，我们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
发展的平衡。下面我们将举例分析一些发展指标，如果我们为这些指标设定
可实现的目标，就有可能避免陷入发展陷阱，同时又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
长。包括经济指标，以便我们可以比较我们在这些指标和选定的发展指标的
国际比较中的地位。在表2中，我总结了我认为最重要的16个经济、人类、
社会和环境目标。从选定的发展指标统计数据来看，匈牙利在V4中表现不
佳，远远落后于奥地利。在拟议的指标中，实物和“无形”投资的比例尤为
重要。正如我们在引用的匈牙利国内和国际分析中看到的那样，匈牙利在实
物投资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但在确保其利用的人力，尤其是知识投资方面落
后。也可以说，匈牙利的增长数据不错，但发展数据较弱。当然，选择相互
专业一致接受的指标，需要进一步的专业讨论和研究工作，就像确定目标的
价值一样。

表表22     建议的发展指标和目标     建议的发展指标和目标

经济目标 经济体制目标 知识目标 健康与环境目标

目标

缩小 人均GDP价值的
地区差异

提高无形/知识投资
在所有投资中的比例

从发展中发展：提高
公共支出（研发、数
字化支出）的效率

提高创新企业比重

提高所有部门的附加
值/员工价值

提高高附加值企业在
经济整体中的比重

减少进口在出口中的
份额

数字化发展

提高劳动年龄人群中
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

降低各年龄段低学历
毕业生比例

增加技术/科学 IT 毕
业生的比例

提高成人教育在总人
口中的比重

延长预期寿命和健康
预期寿命

减少人口流失

减少空气污染

扩大绿地、植树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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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检查一下 V4 和奥地利，如果有的话，检查一下 EU27 的一些关
键指标的平均值。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创新企业的比例（表3），没有创
新就无法提高竞争力，创新也是提高生产力的条件。

表表33     所有公司中创新和持续创新公司的份额     所有公司中创新和持续创新公司的份额

国家 创新公司（%） 持续创新公司（%）

匈牙利 28.7 9.4

捷克 46.8 22.3

波兰 23.7 8.0

斯洛伐克 30.5 13.4

奥地利 62.6 19.3

欧盟平均 50.3 26.2

来源：欧盟统计局（Eurostat）， 社区创新调查（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2021）

在匈牙利，调查中被归类为创新型公司的比例很低。持续更新比与特
定日期相关的创新绩效更重要。这对于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长期生存也是
必不可少的。匈牙利的价值仅超过波兰，但明显低于欧盟平均水平。充足
的教育也是提高竞争力和创新的重要发展指标（表4）。根据欧盟统计局数
据，2019年匈牙利每1000名居民中自然科学和技术专业毕业生人数为12.3， 
与斯洛伐克12.9的数值相差不远，但更重要的是捷克（16.1）和波兰（20.1） 
的数据。奥地利的数值更高，为23.4，欧盟平均值为20.8。一个重要的数字
是获得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博士学位的人数和比例。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
据，匈牙利和波兰的数值（分别为0.2和0.3）是2019年每千名居民中最低
的，而捷克为1.1，斯洛伐克为0.8。奥地利值为0.9，欧盟平均值为0.8。

但我们在这些数据上处于不利地位，即使是在25–34岁年龄组的情况
下，这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尤为重要。匈牙利的值为0.6，略好于波兰的0.5，
但低于捷克（1.1）和斯洛伐克（1.3）的值。奥地利值为1.3，欧盟平均值为
1.2。在我们的例子中，这些值可能表明存在发展问题。知识水平高对于避
免发展陷阱尤为重要，而知识水平低的人口比例持续大幅下降。就受过高等
教育的人口比例而言，匈牙利在两个年龄组中表现不佳。25–34岁人群中，
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偏低，改善趋势也落后于其他V4国家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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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表 44          2011–20202011–2020 年  年 25–3425–34 岁和  岁和 25–7425–74 岁年龄组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变 岁年龄组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变
化（%）化（%）

国家
25–34岁年龄组 25–74岁年龄组

2011 2020
变化

（百分点）
2011 2020

变化
（百分点）

匈牙利 28.2 30.7 +2.5 20.0 26.0 +6.0

捷克 25.1 33.0 +7.9 17.3 22.7 +5.4

波兰 39.0 42.4 +3.4 22.0 29.7 +7.7

斯洛伐克 25.5 39.0 +13.5 17.7 24.9 +7.2

奥地利 20.9 41.4 +20.5 18.3 32.1 +13.8

欧盟平均 33.0 40.5 +7.5 23.7 30.6 +6.9

来源：欧盟统计局（Eurostat）（2021）

另一方面，尽管匈牙利的趋势良好，但与V4相比，两个受检年龄组中
受教育程度低（最多完成8个小学班级）的人口比例仍然过高，而地区差异
是也很大（表5）。

表 表 55          25–3425–34 岁和  岁和 25–7425–74 岁年龄组中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口比例（%） 岁年龄组中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口比例（%）

国家
25–34岁年龄组 25–74岁年龄组

2011 2020
变化

（百分点）
2011 2020

变化
（百分点）

匈牙利 12.9 12.4 –0.5 23.6 15.9 –7.7

捷克 5.7 7.6 +1.9 9.4 7.3 –2.1

波兰 6.0 6.2 +0.2 14.6 9.0 –5.6

斯洛伐克 6.0 7.3 +1.3 11.3 8.6 –2.7

奥地利 12.0 10.9 –1.1 20.3 16.1 –4.2

欧盟平均 19.1 14.7 –4.4 30.7 24.0 –6.7

来源：欧盟统计局（Eurostat）

所提供的数据支持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那些从竞争力、可持续增长和避
免发展陷阱的角度来看特别重要的领域，我们需要取得重大进展，即为这些
领域制定目标值是合理的指标。

值得更详细地审视我们的数字化绩效，因为数字化发展是适应持续快
速变化和提高生产力方面最重要的发展指标之一。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技
术日新月异。其中，数字化尤为重要。但是，仅仅投资于数字基础设施和网
络建设是不够的。没有对知识的投资，先进技术的有效运作是不可能的。因
此，国家的发展速度将受到个人、社会、公司和州政府层面的应用普及所带
来的指数级技术变革的影响。欧盟使用DESI指数衡量数字发展。在测量过程
中，它衡量技术进步、知识水平和使用率。根据2021年研究（DESI 2021），
在检查的四个维度上，V4和奥地利达到了表6中所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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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表 66          V4V4 和奥地利在  和奥地利在 44 个维度上的排名（ 个维度上的排名（DESIDESI 指数  指数 20212021））

国家 一般排名
数字化

基础设施
人力资本的
数字能力

数字技术
使用

的普遍性

公共服务
数字化

匈牙利 23 12 22 26 25

捷克 18 22 15 15 20

波兰 24 21 24 24 22

斯洛伐克 22 19 19 21 23

奥地利 10 11 9 11 9

来源：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DESI）（2021）

在人力资本领域，令人震惊的是，为员工提供信息沟通培训的公司比
例仅为16%，这使我们排在第21位。这显示了与瑞士国际管理学院的IMD数
字竞争力报告（IMD 2021)中可以读到的相同内容，即公司的未来定位和适
应性，其标志之一是公司是否通过进一步培训让员工为未来的挑战做好准
备，弱。在IMD数字竞争力排名中，在所调查的64个国家和地区中，我们在
企业未来导向和敏捷性方面排名第62位（这也可能与表3所示的创新水平较
低有关），奥地利第18位，捷克第32位，波兰第44位，斯洛伐克第60位。这
表明存在严重的发展问题。应该提到的是，与向公众提供数字服务相比，我
们在向企业提供数字公共服务方面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对于前者，我们排在
第22位，这是V4中仅次于第20名的斯洛伐克的第二好排名，但对于后者，我
们排在第25位，这是V4中最差的值。

我们在向民众提供服务方面的劣势也可能与用户技能、社会层面的知识
和兴趣有关。但它也可能受到系统用户友好程度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由
于方法的变化，2021年基于DESI指数取得的排名无法与往年取得的排名进行
比较。

除了知识指标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与经济结构相关的薄弱环节，出口中
低附加值企业比例高，基于成本的竞争而非知识和创新竞争，以及高比例的
出口企业。进口于出口。这些也表明发展问题。

显然，由于所有这些的综合作用，我们的经济趋同速度也不够快。从
2009年到2020年，匈牙利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以欧盟平均水平为
100，从65提高到74。同时，捷克值从87变为94（提高7分），波兰值从60
变为78（提高18点），斯洛伐克值从72变为71（下降1分）。尽管匈牙利值
提高了9分，但一方面波兰追赶的步伐可圈可点，另一方面捷克提高了7分，
显然更难向上移动从一个已经更高的水平。总体而言，捷克最接近欧盟平均
水平，而波兰则以更快的扩张速度超过了我们。斯洛伐克的落后显然需要进
一步分析，因为斯洛伐克从2009年的72分不断提高到2013年，达到78分，然
后就停滞不前，一直到2015年。然而，在2016年进入了下降轨道，到2019年
下滑至70。之后在2020年提高到71个。以斯洛伐克为例，可能会出现陷阱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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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案例中，可以通过提高发展指标的价值来支持更快的趋同。最
后总结一下我们对一些宏观指标和发展指标的排名。

表 表 77     经济和发展数据：在欧盟内的地位     经济和发展数据：在欧盟内的地位

目标 匈牙利 捷克 波兰 斯洛伐克 奥地利

人均GDP增长 7 12 4 13 22

投资/GDP 2 3 23 14 5

就业率（20–64岁） 13 4 16 19 12

健康状况 23 20 22 19 11

可避免死亡 25 18 19 22 13

过早辍学 22 10 5 11 14

不上学，不工作
（15–29岁） 20 11 15 21 7

受高等教育者比例 25 24 16 20 18

成人教育 20 19 23 25 8

基本数字能力 21 8 23 16 6

来源：欧盟（EU）（2021）

表7证实，尽管我们在经济指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在发展指标方面甚至处于V4国家之列，但我们明显落后于奥地利。另一
方面，就奥地利而言，经济和发展指标的排名更加平衡，这可能反映在奥地
利的竞争力排名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陷入了发展陷阱。然而，它强
调需要进一步分析和改变方法，更加强调发展指标。

七，总结

这篇文章想提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们这个以技术革命为特征
的瞬息万变的时代，仅仅根据经济指标来审视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已经不够
了——尤其是如果它是GDP，这由于其缺点甚至会误导决策——增长模型。
发展的进步，赶上比我们发达的国家，从而避免陷入发展陷阱的局面，必须
用发展指标来衡量，并设定提高这些指标价值的目标，强调增长，这是一个
量化的指标。要素，并不一定意味着发展，但发展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定性要
素，可以对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即也对定量要素产生积极影响。

匈牙利国内已有相关文献，在寻找增长结果背后的内在原因时，如何
避免增长陷阱。例如，发展可以通过知识和健康水平、经济结构创造和利
用知识的能力、生产力和效率来衡量。知识和技能总体水平的提高是扩大基
于知识和创新的附加值的条件，同时增强了经济和社会的抗危机能力和适应
能力，从而也增强了竞争力。这些共同构成了可持续增长和避免中等发展陷
阱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建议在测量时改变范式，正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1879–1955）的名言：“一个问题不能用我们创造它时所用的相同思维方
式来解决”。范式转变还意味着在独立模型的框架内，质量因素不仅要作为
增长的条件，还要考虑它们自身的重要性。本文还想提请注意系统方法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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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经济是一个更大系统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子系统过度拉伸整个系统的
框架，就会导致失衡。除了经济之外，整个系统还包括社会，特别是人力资
本，其状况和发展也会影响经济机会。这就是为什么这篇文章建议——经过
适当的专业讨论——要做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根据最重要的发展指标
的价值分析国家的发展水平，并以此为基础设定要实现的目标值考虑到。这
样，可以确保经济、社会和人类条件动态地创造整个系统的和谐，并持续改
进。未来的研究任务是更精确地定义发展状态和过程，进一步分析有助于衡
量发展陷阱可避免性的指标，并创建一个总结它们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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