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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1. 中巴经济增长情况的异同比较 

 2. 中巴经济增长取得的历史成就 

 3. 中巴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分析 

 4. 结论：出路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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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增长的异同比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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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差异 
 资源禀赋不同，在全球产业链所处位置不同 
 进口替代战略 V 出口导向战略 
 但归根结底都是政府主导发展模式 

2.经济发展诉求的一致性 
 都是重要的新兴发展中大国 
 都旨在建立多样化产业体系 
 都存在不可忽视的贫富不均问题 
 都面临着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1. 经济增长的异同比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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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巴经济增长取得的历史成就 

巴西奇迹：20 世纪60 年代末至70 年代末的经济增
长是巴西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期 
 1969-1973 年：GDP取得了11.4%的惊人速度 
 此后一直到70 年代末，虽然经济增长以不稳定和增速放缓为特点，

但GDP的年均增长率仍一直保持在6%以上 

中国奇迹：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增长强劲，成为第二
大经济体 

过去的10 年，巴西和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为强劲的
、幅度最为可观的时期，共同成为金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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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化（人均GDP增长率） 

3. 中巴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分析（1） 
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中巴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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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分化（五年移动人均GDP增长率） 

3. 中巴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分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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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 

要素积累（劳动和资本） 全要素生产率 

资源配置效率 研发和创新能力 

3. 中巴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分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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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效率上存在差距（案例1） 

国家 程序数量 耗时（天数） 费用（人均收入
的百分比） 

巴西 13 119 4.8 

中国 13 33 2.1 

韩国 5 7 14.6 

美国 6 6 1.4 

企业创建成本比较（2013） 

3. 中巴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分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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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效率上存在差距（案例2） 

劳动力市场弹性比较（2004） 

国家 雇佣弹性指
数 

就业条件指
数 

解雇弹性指
数 

就业法律指
数 

巴西 78 89 68 78 

中国 17 67 57 47 

韩国 33 88 32 51 

美国 33 29 5 22 

说明：数值越大，则弹性越小，刚性越大 

3. 中巴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分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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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研发支出缺口比较（%） 

3. 中巴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分析（6） 
研发和创新能力上存在差距（案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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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国家都不应该着眼于短期的经济增长，应该重视改革和经
济转型，增强经济增长的后续潜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对于巴西来说： 
 首先，重在提升储蓄率和改善基础设施，实现资本存量的增加大大快于

劳动供给的增加，那么就会发生资本深化，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其次，快速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因为15+平均受教育年数巴西在1960-

2000年由3-4.6年，增加了50%；美国由8.5-12年，增加了41%；韩国平
均受教育年数从4.2年提高到10.8年，增加了157% 

 其三，实现人才和研发投入向企业倾斜，因为1995年巴西在企业部门的
科研人员只有17%，在高等院校为74.6%；美国分别占76.2%和17.5%；
韩国在员分别占66.9%和19.3% 

 4. 结论：出路何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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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而言： 
 深化市场化改革，破除垄断和寻租的制度基础，消除生产要素的价格

扭曲，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引入社会力量办学，提高教育质量，并满足社会的多样化人才需求，

为经济转型提供人力资本保障 
 完善社会保障建设，加强对低收入和社会脆弱群体的保护力度，启动

国内消费需求，但不能福利超前 
 加快立法建设，继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其实在金砖国家中，中国

2005 年以来改善最多的经济体。例如，中国在 2005 年颁布了新的公
司法，2006 年建立了一项新的信用登记体系，2007 年实施了首部破
产法和新的物权法，2008 年实施了新的民事诉讼法和企业所得税法 

 

 4. 结论：出路何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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