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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世界银行对以美元计算国家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GDP) 和国民净收入 ( GNI) 采用的是“图表集”换算因子的

一种综合汇率方法 , 目的是减少汇率波动在各国收入跨国比较中的影响。《图表集》中某一年份的换算因子是该

国与美、日、德、英、法五国国家组当年和前两年的有效汇率 (或备选换算因子) 的平均数 , 同时用该国的通货

膨胀率与五国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差异进行调整。一国货币的有效汇率是与该货币与五国货币汇率的平均数 , 通常

以这个国家与五国的贸易加权得出。一国的通货膨胀率用它的 GDP 减缩指数的变化测算。五国的通货膨胀率用

特别提款权 (SDR) 减缩指数的变化来测算。SDR 的减缩指数用按 SDR 计值的五国 GDP 减缩指数的加权平均计算

得出 , 权数为一个 SDR 单位中所包含的各国货币的数量。由于 SDR 的组成和每种货币的相对汇率都在发生变化 ,

权数也随时间变化。SDR 减缩指数首先以 SDR 计值计算出来 , 然后用 SDR 一美元的《图表集》换算因子来折算

成美元计值。

人 均 GDP 国 际 比 较 的 方 法 与 分 析
———对上海人均 5000 - 8000 美元阶段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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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文章对人均 GDP国际比较的 4 种方法进行研究和运用 , 就上海当前发展阶段进行

了国际比较 , 指出了今后 5 年上海发展阶段上的特征、要求、困难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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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GDP) 的增长是衡量当代各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指标 , 也是我国各

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各地经济发展战略上 , 以人均 GDP 的提高作为发展的奋

斗目标已经成为共识。今后 5 年 , 上海的人均 GDP 将从 5000 美元提高到 8000 美元 , 这将是

一个重大的阶段性跨越。由于这一阶段的特殊性 , 上海将面临一些特殊的困难或曰发展之

“坎”。经济发展与人均 GDP 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 由此构成了收入阶段性跨越中发

展的阶段性特征。在这里 ,“坎”的含义是经济发展阶段跨越中需要突破的难点。国际和历

史的比较可以使我们认识这个坎的性质 , 也可以启示我们跨越坎的行动要点。

一、人均 GDP 国际比较研究的方法

在国际比较中 , 人均 GDP 一般用美元来表示。一国 GDP 转换成美元可以采用按市场汇

率的计算方法① , 也可能采用按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法 ; 要进行国际比较既可以进行历史的

纵向比较 , 也可以进行当年的横向比较。本文研究并运用了由此形成的 4 种方法 , 即采用市

场汇率计算的 GDP 看各国达到某一水平 GDP 年份的纵向比较方法 , 采用市场汇率 GDP 看同

一年份各国 GDP 水平差别的横向比较方法 , 以及采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GDP 的这样纵横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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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由于各种方法的特点 , 分别可以说明不同的问题 , 同时又有各自的特点或缺陷。

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人均 GDP 纵向国际比较可以使人们直接看到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

国家差距的时间长度 , 横向比较则可以使人们看到发展的现实差距 , 二者均有方法简单 , 结

论直观的特点。但是 , 按市场汇率计算人均 GDP 进行国际比较存在着一些重要的问题。

第一 , 从国际比较所能说明的问题来看 , 按美元计算的各国及人均 GDP 受当年汇率的

直接影响。各国的 GDP 首先表现为各国的货币 , 然后按汇率折算成美元 , 但是汇率是经常

变动的 , 有时甚至有很大的变动。本币汇率的贬值会导致按美元计算的 GDP 数值变小 , 升

值则变大 , 发展实绩被歪曲 , 从而一国 GDP 的真实水平和各国之间的相对差距也就不能得

到正确的反映。GDP 的国际比较主要在于说明各国物质产品 (商品与服务) 生产能力的相对

水平 , 总量体现一国整体规模 , 人均体现按人的平均水平 , 汇率变化直接影响了比较所能得

出的结论。与按市场汇率计算相比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GDP 总量和人均 GDP 能更好地反

映了一国物质产品生产和消费的真实水平。

第二 , 市场汇率 GDP 与购买力平价 GDP 之间的差距 , 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很高的相关性。

越是落后的国家 , 其市场汇率 GDP 与购买力平价 GDP 之间的差距越大 , 越是发达的国家则

越小 , 甚至逆转。其中原因主要是 , 落后国家因为国际竞争力弱 , 所以其货币的国际地位也

弱 , 本国对外币 (特别是国际硬通货) 的需求大大超过外国对本国货币的需求 , 从而也只有

在一个较低的汇率上才能维持贸易的基本平衡并争取顺差和外资。发达国家货币的国际地位

强 , 较高的汇率有利于其对外投资。世界银行统计了两者之间的差别 , 称为购买力平价转换

因子。

表 1 主要国家的购买力平价转换因子 (2000 年)

国家或地区 官方汇率
购买力平价转换因子

(本国货币单位与国际美元之比)
购买力平价转换因子与

官方汇率之比

阿根廷　 　110 　 016 016

澳大利亚 117 114 018

巴西　　 118 018 015

加拿大　 115 112 018

智利　　 53515 26317 015

中国　　 813 118 012

中国香港 718 714 110

法国　　 711 615 019

德国　　 211 119 019

印度　　 4419 817 012

意大利　 210116 165519 018

日本　　 10718 15317 114

墨西哥　 915 612 017

新加坡　 117 117 110

资料来源 : 2002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 世界银行网站 http : / / www. worldbank , org。

表 1 中 , 购买力平价转换因子为本国货币单位与国际美元之比 , 即一国按购买力平价计

算的货币汇率 , 其不同于市场汇率。这样 , 购买力平价转换因子与官方汇率之比也就是一国

按市场汇率计算的 GDP 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GDP 之比。按照定义 , 美国的购买力平价转

换因子对官方汇率之比值自然为 110。经济越是发达 , 国际竞争力越强 , 开放度越高导致国

6

社会科学　2003 年第 8 期　　　　　　　　　　　　　　　　　　　　　　张幼文 : 人均GDP国际比较的方法与分析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内物价水平与国际水平越接近 , 购买力平价转换因子与官方汇率之比就越接近于 110 , 日本

甚至是少数几个超过 1 的国家 ; 反之则与 1 的差越大。中国的购买力平价转换因子为 118 ,

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民币对美元之比为 118 比 1 ; 购买力平价转换因子与官方汇率之比为

012 , 也就是说 , 按市场汇率计算的 GDP 只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1/ 5。

第三 , 从国际比较研究的目的来看 , 分析先进国家何时达到目前上海的 GDP 水平 , 目

的在于研究这些国家当时的发展特征、政策与战略。中国 (包括上海在内) 与发达国家之间

的差距很大 , 同一名义 GDP 实现的年份相隔数十年。随着时间的推移 , 世界产业结构发生

重大变化 , 从而经济发展的规律与要求也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来 , 信息产业

的发展大大改变了各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运行特征 , 使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同一

水平市场汇率 GDP 时的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差异。因此 , 我们即使找到发达国家在哪一年达

到了我们当前的市场汇率 GDP 水平 , 也不能简单地从这些国家当时的各种政策和战略中寻

找借鉴。例如 , 今天我国尽管名义人均 GDP 水平很低 , 但在信息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上与发

达国家的差距却不像 GDP 的差距那么大。

不同的比较方法具有不同的意义。按市场汇率的纵向比较是一种以时间为尺度的比较方

法 , 由于汇率水平既是一国物价水平的表现 , 同时也是一国竞争力的表现。国际统计显著证

明 , 与购买力相比 , 较低的汇率水平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 , 收入水平越低 , 汇率水平也

越低 ; 汇率水平的这种区别成为发展阶段历史差别的表现 , 一国较弱的国际竞争力使之汇率

只有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才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所以 , 按市场汇率计算的 GDP 国际比较

既在忽略各国之间物价差别情况下体现了各国发展水平的差别 , 也包含了国家间国际竞争力

差距和一国经济国际地位的历史性差距。

按市场汇率的纵向比较主要是时间尺度 , 采用货币标准即美元 , 而按市场汇率的横向比

较则是一种完全以货币为尺度的比较方法。因而这种方法体现的是一国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

力的现实差距。更重要的是 , 这种比较方法具有体现一国获得外部财富相对能力的意义。这

是因为 , 弱国较低的汇率水平维持了对外贸易的平衡 , 本国产品以较低的价格出口 , 也只能

获得较低的进口能力 ; 相反强国二者均较高。这一结果是弱国在国际交换中获得国外财富相

对能力较低 , 其中包含着价值流失。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人均 GDP 水平也体现了一国发展的

阶段性。世界银行每年确定国家分类 , 依据就是以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人均 GDP。

市场汇率 GDP 的国际比较没有考虑各国间的相对物价差别 , 因而对各国实际商品服务

生产能力的反映是不真实的 , 扩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别。从上世纪 50 年代

起 , 国际上就开始进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各国 GDP 的努力 , 1968 年起 , 联合国建立了国际

比较项目 ( ICP) , 后来又在每年的国际统计中增加了按购买力平价方法的 GDP 数据。由于

科学地计算了各国的相对物价水平 , 因而这种比较方法更能体现各国商品服务的实际生产能

力。运用购买力平价人均 GDP 方法 , 纵向比较体现的是一种以时间为尺度的各国物质财富

创造能力的历史差距 , 是各国生活水平和再生产能力的历史差距 , 也是各国财富积累时间长

度的差距。相应地 , 横向比较体现的是一种以货币为尺度的关于各国财富创造和积累能力的

现实差距。在横向比较中我们可以对相近水平的国家 (或城市) 进行研究 , 从这些国家的发

展现状、政策特点与战略规划上得到启示。这是因为 , 在当前的同一个时期中 , 相近发展水

平的国家间有相似的发展目标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 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型经济使各国的

发展条件日益接近 , 国际投资的扩大使产业结构差别相对缩小 , 从而更能在发展相似性基础

上得到启示。横向比较水平的不同不仅体现了生产能力的现实差距 , 而且反映了国家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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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差距。当然 , 由于横向比较是一种现状的比较 , 就不能看到相关国家的历史经验和

教训。同时需要指出的是 , 这种数量差距中仍然包含着不能以数量体现的质的差距 , 因为更

高的物质生产能力往往不是同类产品的更大数量 , 而是更高级的产业结构。在按购买力平价

对 GDP 的研究上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计算方法 , 其结果也相差很大。

以国际比较方法研究上海人均 GDP 问题 , 还需要注意的是城市与国家的比较不同于国

家与国家的比较。城市与国家进行比较有多个重要问题。一是城市的经济结构与国家整体不

同 , 特别是大城市更多发展服务业和城市工业 , 而大中规模的国家却都有较完整的产业结

构。这是 GDP 的差别所不能充分反映的。二是物价水平的不同。国家的平均购买力水平是

购买力平价计算方法的依据 , 但不一定完全能反映一个城市情况。三是开放度差别。在不完

全开放的情况下 , 城市与国内其他城市间的经济分工关系市场化程度一般较高 , 但与国外则

不一定高 ,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 , 人均收入与经济增长的阶段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相关性。从

消费结构看 , 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比重减小 , 而非必需品的比重增大。同

时 , 有形产品的消费比重下降 , 服务的消费比重上升。从生产结构看 , 由这种消费结构所决

定的生产结构也发生相应变化 , 只是当一国一地区的开放度提高对外交换扩大 , 本地生产与

本地消费结构才形成差异。从贸易结构看 , 人均收入相似的国家之间可能发生更多的现代制

成品的产业内部贸易 , 其原因是现代消费品的等级与人均收入下相关 , 只有当人均收入达到

一定水平时 , 一定等级的现代消费品才可能有市场 , 产业才可能发展起来 , 一国才可能对其

它国家相同等级的产品形成购买力 , 才可能有国家之间较多的现代产业内部贸易。因而 , 人

均收入的阶段发展也意味着对外贸易结构的递进。

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 信息社会和经济全球化到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均收入与消

费结构的关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现代信息产品消费中的时间与规模差距 , 不如

相互间收入水平的差距那么大 , 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缩小。决定

这一点的一是因为发达国家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 , 其消费提高的速度放慢 , 日益大的

部分成为财富的积累 , 或通过政府较高的税收转化为公共产品及其相应的消费 ; 二是因为经

济全球化下的投资主导型世界经济与此前的贸易主导性世界经济不同 , 跨国公司以投资方式

进入当地市场 , 而当地市场对国外投资者的开放也成为吸引投资的重要政策条件 , 这就使现代

信息产品能够很快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形成消费群 , 从而消费结构的差距缩小。

上述这些是我们进行比较分析中需要考虑到的重要理论环节。

二、上海当前发展阶段的国际比较

根据上海目前人均 GDP 的发展水平和规划中的发展目标 , 研究世界先进国家达到相同

水平的时间 , 研究目前上海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 是探索上海在新时期发展战略 , 跨越发

展之“坎”的思路之一。

11 主要国家达到人均 GDP5000 和 8000 美元的时间 : 按市场汇率上海与各国的纵向比

较

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目前的人均 GDP 已经超过了 5000 美元或 8000 美元 , 这

些国家或地区分别在不同的年份达到这一水平。

从表 2 统计看 , 按市场汇率计算主要发达国家一般在上世纪 70 年代达到人均 5000 美

元。在时间上 , 美国比上海早约 30 年 , 日本比上海早 26 年 , 德国比上海早 29 年 , 英国比

上海早 24 年 , 法国比上海早 28 年 ; 在达到 8000 美元的时间上 , 美国比上海早约 26 年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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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比上海早 24 年 , 德国比上海早 27 年 , 英国比上海早 22 年 , 法国比上海早 24 年。

表 2 按市场汇率 GDP 计算各国达到 5000 和 8000 美元的时间

国家/ 地区 与人均 5000 美元相对照 与人均 8000 美元相对照

日本　　 1976 (5002) 1978 (8381)

新加坡　 1980 (4076) 1984 (7206)

法国　　 1974 (4505) 1978 (7908)

德国　　 1973 (4917) 1975 (8035)

意大利　 1979 (5133) 1980 (7011)

瑞典　　 1972 (4657) 1977 (8380)

英国　　 1978 (4955) 1980 (8222)

瑞士　　 1970 (3351) 1975 (7820)

挪威　　 1974 (4919) 1978 (8049)

西班牙　 1979 (4796)

荷兰　　 1975 (5483) 1978 (8509)

芬兰　　 1975 (5083) 1979 (7399)

比利时　 1973 (4763) 1977 (7380)

丹麦　　 1973 (5004) 1977 (8253)

奥地利　 1977 (5576) 1979 (7988)

澳大利亚 1973 (5080) 1978 (8126)

新西兰　 1978 (5346)

加拿大　 1973 (5581) 1976 (8517)

美国　　 1972 (4984) 1976 (7878)

阿根廷　 1980 (5567)

资料来源 :《世界经济统计简编 1982》, 三联书店 1983 年 ; 《世界经济统计手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 ; 《世界经

济统计摘要》,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世界经济统计简编 1987》, 东方出版社 1990 年。

以美元 GDP 数值计算 , 欧洲国家大部分在上世纪 70 年代达到 5000 和 8000 美元阶段。

但是 , 70 年代欧洲各国的人均 GDP 普遍出现大幅度上下波动 , 成倍上升和下降 , 这在经济

发展进程中是不可能的 , 也与客观事实不符。一些国家从 5000 美元上升到 8000 美元只有 2

- 4 年 , 也与实际增长情况不符。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欧洲国家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发

生巨大变化。1973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 美元进入自由浮动 , 从此二次大战以后相对

稳定的国际汇率关系不复存在 , 以美元计算的各国及人均 GDP 也不再有显著意义。在此以

后 , 世界整体汇率制度变动不那么严重 , 但各国的汇率波动仍然巨大 , 以致于每年几个百分

点的人均 GDP 增长被十几甚至几十个百分点的汇率贬值完全掩盖和彻底抵消 , 或因本币对

美元升值导致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以美元表示的一国及人均 GDP 被迅速提高。上世纪 70 年

代 , 各发达国家货币对美元的汇率最高时几乎达到最低时的 115 倍至 3 倍。这一问题极大地

影响了按照市场美元 GDP 进行历史比较的结论 , 从而也影响到以此为基础的比较研究。

21 上海在世界按国家排名中的位置 : 按市场汇率的横向比较

历史纵向比较 GDP 增长的不真实情况 , 在同一时点上的横向比较会略好一些。因为它

消除了各国汇率变动的时间因素 , 虽然仍然留下了当年的汇率水平因素和价格水平因素。运

用这一方法可以看到上海名义人均 GDP 在按国家排名中的相对位置。据世界银行网站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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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上海按市场汇率的人均 GDP 在世界按国家排名中处于第 74 - 75 位之间 , 同样与 2001

年世界数值相比 , 上海 2002 年在第 70 - 71 位之间 , 略低于世界加权平均水平。当 2007 年达

到 8000 美元时 , 将位于第 57 - 60 位之间。

31 上海与发达国家的历史差距 : 按购买力平价的纵向比较

表 3 上海人均 GDP 与主要国家的历史差距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国　家　

1994 年人均 GDP ,

麦迪森的结果

(1990 年盖2凯美元)

90 年代 GDP

总量年均增长率

2002 年人均 GDP

(1990 年盖2凯美元)

中国数值基于世界银行
计算的比较结果

中国相当
于有关国
家的年份

上海相当
于有关国
家的年份

中国数值基于盖2凯
美元计算的比较结果

中国相当
于有关国
家的年份

上海相当
于有关国
家的年份

澳大利亚 17107 318 22307 1931 2002 1946 超过

奥地利　 17285 210 20050 1985 超过 1959 超过

比利时　 17225 117 19568 1946 超过 1956 超过

加拿大　 18350 213 21726 1939 超过 1942 超过

丹麦　　 19305 218 23629 1927 2000 1949 超过

芬兰　　 14779 215 17734 1953 超过 1961 超过

法国　　 17968 117 20411 1948 超过 1955 超过

德国　　 19097 115 21389 1951 超过 1955 超过

意大利　 16404 112 17979 1955 超过 1961 超过

日本　　 19505 114 21690 1962 超过 1966 超过

荷兰　　 17152 217 20857 1947 超过 1953 超过

新西兰　 15085 219 18585 1933 超过 1940 超过

挪威　　 18372 317 23810 1937 2000 1959 超过

瑞典　　 16710 115 18715 1936 超过 1948 超过

瑞士　　 20830 015 21663 1922 相当 1939 超过

英国　　 16371 212 19217 1923 超过 1947 超过

美国　　 22569 314 28707 1908 1994 1938 超过

爱尔兰　 12624 719 20602 1967 超过 1970 超过

西班牙　 12544 212 14752 1963 超过 1968 超过

阿根廷　 8573 419 11933 1945 超过 1965 超过

巴西　　 4862 219 5990 1983 超过 超过 超过

智利　　 7764 712 12236 1976 超过 1989 超过

墨西哥　 5098 217 6199 1977 超过 2002 超过

印度　　 1348 611 2228 超过 超过 超过 超过

印尼　　 2749 417 4041 超过 超过 超过 超过

菲律宾　 2213 312 2921 超过 超过 超过 超过

韩国　　 10010 517 15716 1982 超过 1986 超过

泰国　　 4694 417 6900 1991 超过 2000 超过

中国　　 3098 1013 6290

资料来源 : 各国 1992、1994 年数据来自麦迪森 : 《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 1997 年版。左第一列印度、印尼、

菲律宾、韩国、泰国和中国数据均为 1992 年。根据世界银行数据 , 中国 1993 年为人均 2330 美元 , 2000 年为人

均 3940 美元 , 2002 年按实际增长率计算为 4507 美元。中国 2001 - 2002 两年的复合增长率 ,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

字算出为 1414 %。在上述数据中 , 有些国家数字出现上下波动情况 , 这里选择的是最近的一个年份。各国 90

年代增长率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对各国的计算用了平均增长率 , 未计复合增长率和物价水平的变化、人口增

长率等。按人民币价格计算 , 2001 年上海人均 GDP 为 37382 元 , 为全国 (7543 元) 的 4196 倍 , 用此倍数计算

2002 年上海按美元计算的人均 GDP 为 22357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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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购买力平价国际比较研究的大量工作中 , 盖里 - 凯米斯 ( Geaty - Khamis) 是最为

著名的一个。这一研究方法确定了如何科学地把各国货币计算的产值转换成通用的基准货

币 , 这一基准货币被称为“盖 - 凯美元”。这一方法于 1958 年由 R1S. 盖里首创 , 1970 年由

S. H. 凯米斯加以发展。这是一种在多边而不是在双边基础上进行比较的方法。这一方法

以货币的购买力平价和商品的国际平均价格双重观念为基础。这一方法于 1982 年被联合国

著名的 IPC即国际比较项目所采用。根据这一方法 , A·麦迪森计算了世界 56 个主要国家

1820 至 1994 年的人均 GDP。这样的方法 , 不仅解决了购买力的国际差异问题 , 也解决了美

元币值的历史变动问题。根据上述的研究结果 , 本文采用较简化的方法测算了当前中国及上

海与世界各国的比较。

表 3 表明 , 按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 , 上海 2002 年的人均 GDP 水平达到 22357

美元 , 相当于丹麦和挪威 2000 年的水平 , 澳大利亚 2002 年的水平和美国 1994 年的水平 , 而

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但就中国整体看 , 2002 年人均 4507 美元则

落后于发达国家 60 - 90 年。按盖 - 凯美元的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 , 中国 2002 年 6290 美元落

后于发达国家 40 - 60 年 , 而上海 31190 美元则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与其他比较方法相比 ,

在中国的落后上世行的结果夸大了 , 盖 - 凯的结果比较接近 ; 在上海的先进上 , 盖 - 凯的结

果夸大了 , 而世行的结果比较接近。比较结果出现这些复杂情况其中原因主要还是人均 GDP

国际比较相当复杂 , 方法上的不同必然导致结论差距很大。

41 上海物质财富创造能力的世界排名 : 按购买力平价的横向比较

表 4 上海人均 GDP 在国际比较中的位置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排名 国家组、国家、地区、城市 数值 (美元) 排名 国家组、国家、地区、城市 数值 (美元)

1 卢森堡 　　48560

3 美国 　　34280

5 瑞士 　　30970

上海 (2007) 　　30400 3

7 挪威 　　29340

8 冰岛 　　28850

9 丹麦 　　28490

13 荷兰 　　27390

14 爱尔兰 　　27170

高收入国家 　　26650

15 加拿大 　　26530

19 中国香港 　　25560

20 日本 　　25550

21 德国 　　25240

24 澳大利亚 　　24630

25 意大利 　　24530

26 英国 　　24340

27 法国 24080

欧洲货币联盟 23800

上海 (2002) 22883

32 新加坡 22850

34 中国澳门 21630

35 科威特 21530

36 塞浦路斯 21110

上海 (2001) 21015

39 西班牙 19860

40 以色列 19630

54 韩国 15060

上中等收入国家 8500

世界加权平均 7370

下中等收入国家 4700

127 中国 3950

低收入国家 2190

3 : 各国数值为 2001 年 GNI , 上海的数值为 GDP。根据中国 2001 年 GNI 与 GDP 的比值 , 上海数值应为表中值的 98157 %。

各国数据来源 : 世界银行网站。本表统一使用的是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数据。对上海 2007 年数值的计算方法是 :

按名义人均 GDP 达到 8000 美元计算。购买力平价 GDP 对市场汇率 GDP 的换算系数 (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购买力

平价转换因子的倒数) 约为 318。因为假定从下中等收入到上中等收入的发展过程中购买力平价转换因子呈直线变

化 , 2000 年二类国家的收入分别为 4580 和 9170 美元 , 二换算系数分别为 1199 和 4102 (根据 2000 年世界银行公布的

两种 GNI 算出) , 可算出上海 8000 美元时的换算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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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接近于现实的是按购买力平价进行的横向比较。比较证明 , 与 2001 年世界各国和国

家组的排名比较 , 上海 2001 年处于 36 - 39 位之间 , 2002 年处于 27 - 32 位之间 , 略低于欧洲

货币联盟 2001 年的水平。如果拿上海的 2007 年水平与世界各国 2001 年水平相比 , 那么上海

将介于第 5 - 7 位之间 , 即仅次于 2001 年的美国、瑞士 , 而高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 高于

日本、德国等大部分欧洲国家。如果把这一时期各国的增长考虑在内 , 并按年增长速度

215 %计算 , 那么届时上海将在按国家排名 15 位以前 , 高于届时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三、比较的启示与发展阶段中的“坎”

不同的比较方法具有不同的意义 , 说明了不同的问题 , 但不同比较方法有一个共同点 ,

是世界的发展以不同方式启示了上海今后 5 年在 5000 - 8000 美元发展阶段上的特征和要求、

困难与出路 , 发展的阶段跨越之“坎”与跨越这一坎的方式。以下这些困难 , 无疑是就上海

在一个新的更高阶段和更高目标意义上而言的。

11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落后导致当前发展基础薄弱

这是按市场汇率 GDP 纵向比较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在市场汇率人均 GDP 上上海落后于

发达国家 25 - 30 年 , 处于发达国家上世纪 70 年代初的水平。这一差距反映了国际竞争力的

历史性差距 , 反映了上海产业的国际竞争地位。这是因为 , 市场汇率是一国整体国际竞争力

的集中表现 , 与国内购买力相比 , 国家越不发达 , 汇率水平就越低 , 并会反映在按市场汇率

计算的人均 GDP 水平上。人民币汇率是整个中国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体现。上海虽然

在人均收入上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得多 , 但是却也只能在这一低水平的汇率上维持经济运行 ,

即只是在这个汇率水平上才保持了一定的出口规模及其增长 , 也才能够吸引到一定数量的外

资。如果汇率水平提高到与同水平人均收入国家相近 , 就无法维持目前的增长、出口和外资

流入。这就是按市场汇率 GDP 国际比较在这里的意义。

从时间上看 , 上世纪的 60 - 70 年代 , 正是发达国家发生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时候 , 发达

国家是在开始了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后达到人均 5000 美元水平的。以电子技术、自动化等为

标志的一大批科技成果被运用到生产之中 , 形成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发达国家在这一时

期进入第三次科技革命 , 既是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使然 , 也是人均 GDP 所提供的条件 , 一定

水平的人均 GDP 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必要条件。正是在这一时期 , 中国处于经济发展的最低

潮时期 , 上海的科学技术虽然在国内相对领先 , 但仍然与整个国家一样 , 失去了这一发展机

遇。由此而扩大的差距直到现在还仍然存在。它导致了上海缺乏在科技成果上的积累 , 缺乏

科技的竞争力 , 缺乏产业中的科技含量 , 缺乏建立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基础上的产品创新 , 缺

乏进行这种创新的技术条件。虽然不能说上海的科技水平仍然处于发达国家 30 多年以前的

水平 , 也不能说上海必须要 30 多年后才能赶上发达国家 , 但是一方面差距是历史的结果 ,

另一方面现在上海又处于可以实现科技大发展的收入水平。加上目前世界又出现了新一轮技

术与产品创新 , 上海面临着补上前一次革命的差距和赶上这一次革命的课题的双重任务。同

时完成发达国家两次技术革命的任务 , 发展之艰难就可以想见了。

21 传统经济生产力的涌流与有效需求的不足 , 从需求拉动到供给拉动转型的困难

这是按市场汇率 GDP 纵向比较得出的第二个结论。上世纪 70 年代是发达国家经济进入

“滞胀”的时代 , 经济停滞不前与通货膨胀并存。从经济增长的长过程看 , 是战后一个时期

高速增长以后有效需求不足与政府长期扩张性刺激政策的结果 , 也与石油涨价导致生产成本

上升相关。这里体现的一个规律性现象是 , 在传统的工业化经济实现大发展以后 , 缺乏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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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拉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虽然当前中国经济在整体发展上还没达到当时发达国家

的水平 , 但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也已经形成 , 特别是在像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 , 收入水平与需

求不足上碰到的问题与发达国家当年就比较接近。在发达国家 , 走出 70 年代滞胀困境的先

是 80 年代的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 , 然后更重要的是美国 90 年代的新经济。货币主义是维持

货币供应量以控制通货膨胀 , 供应学派是以供给创造需求 , 使长达 10 年的滞胀得以走出。

这种以供给创造需求的政策在 90 年代得到了更显著的成效 , 甚至可以说是巨大的胜利。新

经济给美国带来的连续 10 年的经济增长 , 本质上是新经济的新产品特别是信息产品的新供

给所创造出来的新需求 , 包括大量硬件、软件的需求和网络服务的需求。对发达国家这一阶

段的研究既使我们看到了需求不足在长期增长某一阶段形成的原因 , 也使我们看到了科技进

步在创造新供给从而新需求中的重大作用。对于不掌握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工具的地方政府来

说 , 供给拉动的经济增长更具有直接的意义 , 而新经济给我们的启示则是科技在创新产品和

创造需求中的首要作用。

31 发展进入高级阶段而高知识含量产业发展的综合条件没有形成

这是按市场汇率 GDP 横向比较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根据世界银行 2002 年的分类 , 人均

GDP从 2976 美元到 9205 美元的国家 , 为上中等收入国家。按照这一标准 , 上海从 5000 -

8000 美元的发展即从上中等收入的低端偏中走向高端偏上 (由于世界银行每年调整划分标

准 , 届时还会提高各国家组的收入划分线 , 这样上海将在高端偏中) 。与全国整体水平近

1000 美元属于下中等收入低端偏下相比 , 上海领先达一个等级以上。在这样两个不同的收

入阶段上 , 各地的劳动力成本有较大的差距 , 引进外资的产业类型也有很大的不同。一方

面 , 在引进低等级传统产业外资上 , 上海既在结构上不适合发展 , 又在成本条件上处于劣

势 ; 另一方面 , 在引进高等级新兴产业外资上 , 上海的综合投资环境还没有完全形成 , 包括

市场准入、人才供给、金融服务、供应链、研发配套等等。外资对中国整体投资环境的基本

认知与上海局部相对优越的投资环境之间存在着差距。对外资来说 , 到中国就是为了寻求更

低的生产成本和一般产品的巨大市场 , 上海高收入从而高成本适合于高层次产业投资的环境

与外资对中国的整体需求不同 , 适合于在上海这样环境中发展的外资还刚刚开始进入 , 而一

般的特别是制造业的外资则更看重劳动力与土地成本而不是商业环境。当前上海正处于外资

发展的一个阶段性跨越之中 : 中国经济发展巨大地区差异中潜在的不同机遇被外资发现有个

过程 , 上海更适合知识与技术含量更高产业发展的环境被外资用好有个过程 , 入世后中国现

代服务业的开放形成各国服务业涌入也有个过程。在完成这个过程之前 , 上海引进外资从而

整体发展处于困难阶段。事实上这些所影响的不只是外资 , 也包括内资的各种所有制经济。

上海城市的多功能性也导致了发展的特殊困难。建设以“四中心”为内容的现代国际大都市

目标不可避免地使多方面的商务成本上升 , 而同时作为制造业大都市的历史基础和发展潜能

又决定了持续扩展的现实需求。二者之间既相互提供着发展的机遇 , 又存在着现实发展的矛

盾。

值得庆幸的是 , 转变过程已经开始并将加速推进。技术含量高的外资项目、跨国公司的

研发中心等已经开始入驻上海 , 外资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也正在上海加速发展。上海外资正

在走一条高科技与知识含量的新路。上海将通过自身的努力使国际商界认识这个城市的在中

国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及特殊功能。

41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中的关键因素有待解决

这是按市场汇率 GDP 横向比较得出的第二个结论。发展经济学对世界大量国家发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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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实证研究表明 , 随着人均 GDP 的提高 , 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会逐步发生变化。在

上海正在跨越的从 5000 - 8000 美元的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 , 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

即所有要素的综合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原因 , 即增长主要因素的不再是前

一个发展阶段上资本与劳动要素投入的数量性扩张。决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原因 , 则包括

要素组合的效率 , 即企业内部的管理和市场对要素配置的优化 , 更重要的是各种要素的技术

含量的提高 , 包括资本品的技术含量更高 , 劳动力所含的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等等。因此 , 科

学技术的进步 , 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 是这一个阶段发展的最根本因素 , 已成为上海发展现阶

段的关键。这一阶段上海要完成的是从一个资本拉动型增长向技术拉动型增长的转变。

从国家间的收入差距与发展目标差别上说 , 低收入国家发展的目标首先是提高人均

GDP , 这既是发展的首要任务 , 也是发展的基本标志 , 是超越其他社会经济目标的优先事

项。对于高收入国家来说 , 虽然发展总是会表现为 GDP 的提高。但是优先事项已经转到了

人与自然的和谐 , 转到了能够真正提高生活质量的新的衡量标准上 , 如“绿色 GDP”。然而

上海的特殊性却在于既需要继续完成一般发展意义上的人均 GDP 提高任务 , 又已经面临了

高收入国家的质量型增长任务 , 双重的任务带来了矛盾与困难。

A·麦迪森对近 200 年世界经济增长的研究证明 ,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最基本的因素 , 尽

管它难以精确地计量。在技术进步中 , 最重要的则是运输和通讯。更快更低成本的运输增强

了经济的分工 , 通讯技术的发展不仅传递的信息而且创造了新闻和娱乐需求。美国 20 世纪

对其他先进国家的领导能力比 19 世纪的英国更大 , 是因为全要素生产率更高 ; 世界经济 20

世纪比 19 世纪增长更快 , 是因为技术前沿推进得更快。在技术进步进程上 , 主导国家和追

随国家的特点不一样。追随国家只要能够建立起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 , 开放其经济使之

便于进行贸易和拥有培养吸收能力的制度 , 来吸引主导国家的技术资金 , 就可能比主导国家

发展得更快。作为成功的追随国家 , 日本和西欧小国大都在上世纪 50 年代后通过追赶型技

术进步的加速实现了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巨大增长。1820 - 1992 年 , 以受教育年数

测量的美国和日本的人力资本都增长了近 10 倍 , 其间 1950 年后增长了 60 %。

毫无疑问 , 通讯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 在当代以网络为标志的信息革命中得到了更

彻底的表现 , 网络不仅使通讯在时间上几乎达到零距离和零时差 , 而且创造了新的经济活动

与消费需求。同时 ,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也已经使教育观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 终身教育才是

适应时代需求的教育年限。

51 薄弱的财富历史存量不能适应现实高速发展的需要

这是按购买力平价纵向比较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不仅体

现了各国物质财富实际生产能力的大小 , 而且体现了各国实际物质消费水平和财富积累水平

的大小。对于人均 GDP , 人们往往更多关注的是目前各国的数字差距 , 较少关注各个国家达

到这一数字的时间差距。事实上 , 以购买力平价体现的一国达到某一人均 GDP 水平的时间 ,

不仅体现了该国国民的生活何时进入某一富裕程度 , 而且体现了其财富积累过程的时间长

度。年产值是流量 , 而已经持续的时间长度是存量。一个刚达到某一收入水平的国家与几十

年前就达到该收入水平的国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 因为二者拥有不同的财富积累 , 尤其是当

收入已经进入了较小比重用于消费更多比重用于积累的阶段以后。先进国家在达到高收入水

平以后 , 对科学研究完成了大量投资 , 有充分的软硬件积累 , 可以为新的发展提供更为坚实

的条件 , 如更多的实验室 , 更好的科研设施 , 更多的专利权及其收益。这些条件为更高水平

的科技发展提供了可能 , 也为吸收更多的高级人才提供了条件。这一切是一个新兴的国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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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的。因此 , 上海要加快赶上发达国家 , 必须比发达国家有更高的科学技术投入 , 以尽快

缩小历史积累起来的差距。然而国际比较的一般规律却显示 , 越是后进的国家投在科教中的

GDP 比重却越低 , 绝对值就更低。这就不但不能缩小发展的基础性差距 , 还会扩大这种差

距。因此 , 如果不能打破常规 , 加大科研投入 , 那么上海与发达国家之间在财富创造能力上

的时间差距就将不但不能缩小 , 而且还会拉大。

61 知识经济发展缺乏人才汇聚的历史条件支撑

这是按购买力平价纵向比较得出的第二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 , 财富的历史积累也是人

才的历史积累。各国投入在教育上的费用随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增长 , 更早达到某一收入水平

的国家不仅代表着更长期的财富积累 , 而且代表着更长期的教育与人才积累。更长期的财富

积累可能为社会提供更雄厚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 有利于吸引和稳定各种高层次人才。因

此 , 达到某一水平人均收入的时间差距的背后 , 是人才积累的差距。这种差距一方面是本地

培养水平上的差距 , 另一方面是人才流动吸引力上的差距。人均 GDP 水平越低的发展中国

家 , 越是存在着严重的人才流失现象。发展初期的人才流失加重了发展的困难 , 也导致了发

展的结构只能偏重于简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到一定阶段 , 又会普遍出现

人才回流现象。人才回流和其他国家人才的流入既取决于国内实际生活质量与发达国家的差

距相对缩小 , 也取决于人才可能获得成就的更大发展空间。上海的人均 GDP 虽然达到了目

前的水平 , 但由于发展的历史较短 , 作为城市和社会吸引人才回流的历史阶段毕竟还刚刚开

始 , 而且其中不少还是就个案的特殊政策安排 , 而不是社会经济环境整体上形成了人才回流

的综合条件。新阶段上的经济发展仍然缺乏高层次人才充分供给的支撑 , 优秀人才的生存与

发展所需要的良好环境还刚开始形成 , 这已成为上海在这一发展阶段上的一个突出矛盾。吸

引人才的特殊政策能有一定的效果 , 但我们仍然需要在更大范围、更普遍地创造吸引人才集

聚的综合条件 , 以各种努力弥补历史积累的不足 , 创造与知识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人才汇聚的

条件。

71 高收入下高增长的困难与低层次结构提升困难的并存

这是按购买力平价横向比较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按购买力平价的横向比较似乎给人一个

十分兴奋的结论 : 上海离开发达国家的距离不远 , 5 年内上海将能赶上除美国外的几乎所有

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平。这确实是一个基于数字的有依据的结论 , 但却也是一个被数字蒙骗了

的假象。首先 , 按购买力平价的同等水平的人均 GDP 并不意味着同等规模的财富 , 并不意

味着同样意义上的投入产出。在产业结构上 , 上海存在着更高比重的传统产业 , 而发达国家

却拥有更多的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在产值形成上 , 上海更多依靠着大规模的资本和

劳动投入 ,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资源消耗型的工业化经济时代 , 不论是资源供给还是产品

市场都处于一种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中 , 而发达国家则已经形成了现代的知识型经济 , 产业

拥有更高的增加价值 , 更低的要素投入 , 在需求上更大的持续增长空间。其次 , 同值的人均

GDP 并不等于同样的消费水平和财富积累。在产值构成上 , 发达国家一般既有外资在本地的

投资生产 , 也有本国在国外的投资收益。国民生产总值 (包括海外产值但减去外资在本地产

值) 与国内生产总值 (包括外资在本地产值) 相差不大 , 因而国内生产总值基本上反映了属

于自身的财富生产与积累。但是上海目前还是外资净流入 , 20 多年巨额的外资流入形成了

一个巨大的存量 , 是 GDP 创造的一个重要来源 , 除了政府税收 (相应也要服务) 外和创造

劳动力就业外 , 既不是中国国民的收入 , 也不成为中国的财富积累。当然 , 在正确的外资政

策下 , 即使是外资的积累也能够为未来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例如再投资) 。第三 , 同样的人

51

社会科学　2003 年第 8 期　　　　　　　　　　　　　　　　　　　　　　张幼文 : 人均GDP国际比较的方法与分析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均 GDP 水平并不等于同样的发展需求和发展道路。由于产业结构的差别 , 上海需要完成的

发展任务与发达国家不同 , 发达国家正在实现经济的信息化和服务化 , 而上海却仍然需要完

成工业化的任务 , 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现象是 , 在按购买力平价的人均 GDP 接近发达国家的情况下 , 上

海需要同时承担高收入增长和结构进步的双重困难。一方面 , 上海的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

达到了高水平 , 上海在今后 5 年要超越的这些高收入国家普遍没有高增长率 , 这意味着在高

收入阶段上高增长率的困难。另一方面 , 上海又必须完成这些国家早就完成的结构进步 , 这

种结构进步是在一个相对低的收入水平下实现的。发达国家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后普遍 2 -

3 %的低增长 , 在过去 1/ 4 个世纪中 6 - 10 %的高增长大都发生在制造业为主的新兴市场经济

体中。最显著的例外发生在美国 , 上世纪 90 年代实现了平均 314 %的年增长率 , 其原因是一

大批现代高科技产业组成的新经济。这一分析既说明制造业仍然是能使上海实现高增长的重

要基础 , 也说明发展高科技产业是在高收入条件下实现较高增长的关键。

81 高级增长阶段缺乏高级生产要素

这是由按购买力平价比较得出的第二个结论。由于上海在 5000 - 8000 美元的阶段是当

代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收入阶段 , 因而现代意义上的高级增长阶段的要求也就提出来了 , 这就

是以高科技与信息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这种新经济的发展需要与之相应的核心生产

要素 , 这里指的是广义的生产要素 , 其中包括一个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体制 , 一大批科学技术

人才 , 灵活高效的风险投资机制 , 等等。收入是投入生产要素的回报 , 个人是这样 , 国家也

是这样。该种生产要素越是稀缺 , 其收入的回报率就越高。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 , 科技不

仅是核心生产要素 , 而且是稀缺的高级生产要素。发达国家的高收入靠的不是更多的自然资

源和劳动力投入 , 而是更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从更高水平的教育投入造就更高更多科技人

才 , 到更多的研发投入。因此 , 上海在一个相当于发达国家收入水平上实现发展 , 必须实现

收入来源的根本性转变 , 即从依靠资本与劳动力的数量向依靠稀缺的高级生产要素的转变。

根据《国家竞争优势》作者波特的观点 , 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高级生产要素的积累和利

用 , 主要依靠的还是企业 , 而不是政府。在研究开发上 , 政府的角色更多是创造环境优化政

策 , 企业才是主体。即使是教育 , 政府也只是一部分投入和基础通用人才教育的投入 , 专业

人才的造就也需要靠企业。

不同的比较方法使我们看到了上海在不同意义与不同程度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 也

相应地看到了这种差距的性质和原因。在诸多原因中 , 科学技术的发展的教育水平的提高是

关键中的关键。市场汇率 GDP 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显示了国际竞争力的差距 , 而购买力

平价 GDP 的较小差距又掩盖了实际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构差距。年产值流量的接近令人鼓舞 ,

而财富历史积累的薄弱又使发展的底气不足。高收入阶段决定了持续高增长的困难 , 而低结

构水平又提出了高速增长的强烈需求。等等这些矛盾形成了发展之坎 , 而跨越发展之坎的根

本出路在于科技和教育。无论是从收入进入上中等水平讲 , 从弥补发展的历史缺口上讲 , 还

是从增长阶段的历史性进步讲 , 科技进步型的增长都将成为新阶段上经济增长的主导。

(责任编辑 : 吴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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