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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一直是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本文总结了经济增长

和经济结构变迁的经验事实及典型特征，详细回顾了有关经济增长及结构变迁的各种理论模型，并
分析和评述了各种理论之间的发展脉络及其相互关系。研究表明，缘于要素积累、技术进步和制度

变迁等原因，大部分国家的经济都会存在长期稳定的增长趋势；尽管经济增长在总体增长率上能保

持稳定，但由于各部门的不平衡增长，经济结构变迁将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经济增长主要通过

部门间技术差异产生的价格效应，以及非位似偏好产生的恩格尔效应，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

角度共同驱动经济结构变迁；投入－产出结构的差异和变化、开放经济下比较优势所带来的国际贸

易，以及劳动力市场摩擦和劳动力流动成本等因素也是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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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迁一直是经济学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主题之一。从经验数据来看，虽然

长期经济增长率总体保持稳定，但由于构成总体经济的各个部分不可能以同一速度增长，因而经济

增长将必然导致经济内部的结构变化，即所谓的经济结构变迁或经济结构转型。给定不同生产部门

技术创新的不同，不同产品需求收入弹性的不同，以及对外贸易中比较优势的变化，生产结构的迅速

变化不可避免。更重要的是，增长和结构变化相互作用，增长引起结构变化，而经济结构变化又会反

过来影响总体经济增长。经济学家很早就认识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并强调结构变化对增长的

必要性。Ｋｕｚｎｅｔｓ（１９７１）指出：“一些结构变化，不仅仅在经济中，而且在社会制度和信念中也是必不

可少的。没有这些结构的变化，就不可能有现代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方面一整套相互关

联的变化，这 些 关 联 性 的 变 化 对 于 经 济 持 续 增 长 也 必 不 可 少。或 者 更 严 格 地 说，国 内 生 产 总 值

（ＧＤＰ）的结构变化和增长都不是外生的，两者都是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研究结构变

化也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不过，早期的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把经济结构变

化纳入分析框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早期的增长模型都是基于单一商品假设的加总经济模型，
它无法分析结构变化；二是在很长时间内，经济增长都主要集中在供给和技术进步方面，不关注需求

和消费的变化，而后两者正是理解结构变迁的关键（Ｇａｂａｒｄ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一直到２１世纪初，才出

现很多试图同时解释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的文献。

二、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理论的发展过程

（一）新古典增长理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一般被认为肇始于Ｓｏｌｏｗ（１９５６）。该经典文献证明了市场经济中存在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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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平衡增长路径，但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资本积累无法带来人均水平的长期经济增长，长期

人均增长依赖于外生技术进步。几乎在同一时期，Ｋａｌｄｏｒ（１９６１）通过经验研究提出了现代经济增长

的六个典型经验事实：人均产出持续增长，且增长率没有下降趋势；人均物质资本持续增长；物质资

本回报率几乎保持不变；物质资本产出比保持稳定；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几乎

恒定；劳均产出水平的增长率在各国之间差异很大。这就是文献中所称的经济增长的 Ｋａｌｄｏｒ事实

（Ｈｅｒｒｅｎｄｏｒ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Ｋａｌｄｏｒ事实中的前五个经验规律都同Ｓｏｌｏｗ模型的结论一致，这就从经

验事实方面奠定了Ｓｏｌｏｗ模型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基础地位。之后，Ｓｏｌｏｗ模型被经济学家向

几个方向进行了拓展，其中最重要的是Ｃａｓｓ－Ｋｏｏｐｍａｎｓ－Ｒａｍｓｅｙ模型，该模型为Ｓｏｌｏｗ模型建立了

微观基础，把Ｓｏｌｏｗ模型中外生决定的储蓄率内生化，从而能分析个人优化行为对短期经济行为的影

响，但在解释长期经济增长方面没有增加新的内容和结论。Ｓｏｌｏｗ模型和Ｃａｓｓ－Ｋｏｏｐｍａｎｓ－Ｒａｍｓｅｙ模型

的最大缺陷在于它们无法解释经济增长的两个经验事实：第一，无法解释欧美发达国家乃至整个世

界范围内明显存在的长期经济增长；第二，它们也无法解释各国和各地区之间普遍存在的经济增长

率的巨大差异性。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解释Ｓｏｌｏｗ模型中决定经济增长的外生技术进步，主流

增长理论集中于如何内生化技术进步，并出现了包括“干中学”机制、“公共研究部门”机制、人力资本

积累机制和公共资本机制等理论模型。这些模型虽然能解释Ｓｏｌｏｗ模型中的外生技术进步，但模型

本身仍无法解释内生经济增长。
（二）新经济增长理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的ＡＫ模型开启了内生增长理论。Ｒｏｍｅｒ（１９８６）提出了“干中学”机制的ＡＫ
模型，其中干中学机制及其外溢性是内生经济增长的源泉。Ｌｕｃａｓ（１９８８）建立了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

人力资本积累及其外溢性是这一模型中内生经济增长的动力。Ｂａｒｒｏ（１９９０）则提出了公共资本促进内

生经济增长的模型。第一波内生增长理论本质上都是某种形式的ＡＫ模型，其内生经济增长机制都源

自某种资本的外溢性。在这类模型中，技术进步的来源及其同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微观机制仍不清

楚，在经验研究方面也不能完全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来源（Ｊｏｎｅｓ　＆ Ｍａｎｕｅｌｌｉ，１９９７）。这类模型的另一

特征是完全自由竞争市场和单一产品的假设，这使得模型无法讨论经济结构和技术创新等问题。
真正能解释现代经济增长的理论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的技术创新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这类

理论认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是技术创新（新工艺、新产品或新市场），而创新是经济主体自我选择

的行为结果，并且它具有外溢性，也正是这种外溢性带来了内生经济增长。Ｒｏｍｅｒ（１９９０）首先发展

了产品多样化的横向创新内生增长模型。该模型中的新技术是对创新技术拥有垄断权的研发部门

在垄断利润激励下自主研发创新的结果，但创新的外溢性会使得所有研发部门都受益。虽然从企业

的最终产品生产来看，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但从整体经济来看，创新的外溢性使得要素投入

具有规模报酬 递 增 的 性 质，因 而 能 产 生 内 生 经 济 增 长 机 制。纵 向 创 新 模 型 由 Ａｇｈｉｏｎ　＆ Ｈｏｗｉｔｔ
（１９９２）等在专利竞赛模型基础上发展起来①。这种创新会直接导致原有产品或工艺的淘汰，它也被

称为熊彼特创新或创造性毁灭过程。这种创新同样来自企业在垄断利润激励下进行的研发投入，创
新产生的技术进步及其后续所具有的外溢性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由于其对现代经济增长

的深邃洞见及其完美的模型设计，技术创新内生增长模型在很多方面得到发展和应用。例如，Ａｃｅ－
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等把人力资本纳入技术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Ｍａｔｓｕｙａｍａ（１９９９）等研究了技术

创新的不确定、经济周期和内生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机制，并解释了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相关性的

经验事实。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Ｌａｉ（２００４）等分析了专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并研究了最优专利期

限和最优专利制度等问题。Ｈｏｗｉｔｔ（２０００）等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研究了技术模仿和技术扩散对各国

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据此解释了各国经济发展的俱乐部收敛现象。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２００３）等则研究了偏

向性技术进步及其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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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创新和技术本质上仍是在经济中内生的，技术和创新本身并不能解释世界各国间经济增长

率的巨大差异性。为了进一步研究影响各国经济增长的社会内在机制和原因，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

出现了很多从 技 术 之 外 研 究 增 长 问 题 的 文 献。这 方 面 的 开 拓 性 研 究 包 括：（１）Ｙａｎｇ　＆ Ｂｏｒｌａｎｄ
（１９９１）等基于劳动力专业分工及其同市场容量和人力资本积累相互作用的机制，研究了劳动力专业

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证明分工、市场容量和人力资本会相互作用促进经济增长。（２）Ｖａｎ　Ｚｏｎ
＆ Ｍｕｙｓｋｅｎ（２００１）等研究了健康人力资本和健康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研究认为，对发达国家

而言，健康的“消费”需求效应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会耗尽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对不发达国家来说，

由于其健康人力资本提升的生产效应会大于“消费”需求效应，健康人力资本的提高会有助于它们跳

出贫困性陷阱。（３）Ｂｅｃｋｅｒ　＆Ｂａｒｒｏ（１９８８）等在生育率内生决定的模型中，从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

步和人口增长相互作用的机制研究了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问题，并认为经济增长带来的抚养成本提

高会降低人口增长率。（４）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等研究了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这方面的文献

对于不平等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确定性的结论。（５）还有很多研究从制度方面

寻找各国增长差异的原因，其中包括从产权制度（Ｓｋａｐｅｒｄａｓ，１９９２）、市场完备性（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 Ｎｅｗ－
ｍａｎ，１９９３）、市场组织结构（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Ｚｉｌｉｂｏｔｔｉ，１９９７）、选举制度和税收结构（Ｐｅｒｏｔｔｉ，１９９３）、政
治集权程度（Ｏｓａｆｏ－Ｋｗａａｋｏ　＆Ｒｏｂｉｓｏｎ，２０１３）、地方政府能力（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等视角研究正

式制度对经 济 增 长 的 影 响，也 包 括 从 历 史（Ｖéｌｉｚ，１９９４）、宗 教（Ｌａｎｄｅｓ，１９９８）、文 化（Ｅｄｇｅｒｔｏｎ，

１９９２）、地理位置（Ｂｌｏｏｍ　＆Ｓａｃｈｓ，１９９８）等方面研究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过，由于涉及

因素太多，这些研究没有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且多是实证研究。
（三）大统一增长理论

进入２１世纪之后，随着对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深入，经济学者们已不满足仅仅对后工业时代总

体经济增长的原因和机制进行分析和理解，他们还希望从更长的时间视角和更微观的经济内在结构

视角来探究和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由此，经济增长理论开始转向长期的经济与人口转

型，以及经济内在结构变化这两方面的研究。研究经济与人 口 转 型 的 理 论 被 称 为 大 统 一 增 长 理 论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ｏｒｙ），研究经济结构变化的理论被称为经济结构转型或经济结构变迁理论。

大统一增长理论把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马尔萨斯时期、后马尔萨斯时期和

持续增长时期（Ｇａｌｏｒ，２００５）。马尔萨斯时期的特征是技术水平、人口数量和人均收入几乎都没有增

长，同时有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和低预期寿命；人均收入显著影响人口增长。后马尔萨斯时期的特征

是高劳均产出增长率、高工资增长率和高经济增长率；低人均收入增长率带来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和

高人口增长率；人均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和人均寿命都显著提高。在经济持续增长时期，技术进步

加速，人均收入显著提高；死亡率继续下降但生育率也下降，因而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人均教育和

健康水平以及人均预期寿命都迅速上升。其实，在大统一增长理论之前，对于每一阶段的发展过程，

一些文献都进行过探讨。例如，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主要研究和解释经济持续增长

时期的经济增长机制和特征；Ｌｕｃａｓ（２００２）和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Ｚｉｌｉｂｏｔｔｉ（１９９７）等对马尔萨斯时期，以及

马尔萨斯时期向后马尔萨斯时期转变的经济增长过程进行了分析和解释。另有文献对转型过程的

人口、教育变化过程进行了研究。例如，Ｅｃｋ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等分析了婴儿死亡率下降和生育率下

降的关系及其对人口转型的影响；Ｇａｌｏｒ　＆ Ｗｅｉｌ（１９９６）等分析了小孩抚养成本的提升对生育率和人

口转型的影响；Ｇａｌｏｒ　＆ Ｗｅｉｌ（１９９９）等分析了技术进步提升人力资本需求对人口转型的影响；Ｄｏｅｐ－
ｋｅ（２００５）和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　＆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２０１２）等分析了小孩数量和质量的替代选择对生育率和教

育发展的影响；Ｌａｐｐｅｇａｒｄ　＆Ｒｏｎｓｅｎ（２００５）等分析了教育水平对生育速度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Ｔａｓｉｒａｎ（１９９５）和 Ｍｉｌｌｅｒ（２００９）等则分析了妇女工资和生育时间的相互作用。

Ｇａｌｏｒ　＆ Ｗｅｉｌ（２０００）首次用统一增长理论模型解释了经济从马尔萨斯时期向持续增长时期经

济转型和人口转型的全过程。Ｋｏｇｅｌ　＆Ｐｒｓｋａｗｅｔｚ（２００１）则基于农业技术进步的统一增长理论来解

释经济转型的全过程。Ｔａｍｕｒａ（２００２）等从人力资本积累视角解释了经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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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过程。Ｌａｇｅｒｌｏｆ（２００３）等从包括死亡率、预期寿命等健康因素对生育率和教育投资的影响机制

解释了经济转型和人口转型过程；Ｏｌ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等则从生物演化视角解释经济转型过程；Ｇａｌ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从土地所有制的变迁对人力资本的影响角度来解释经济转型过程。当然，目前大统一增

长理论对整个经济与人口转型过程的解释还不完善，还没有一个模型能够全部解释这一转型过程中

的所有现象。因此，这方面的研究还在继续，其研究仍然集中在经济增长同人口转型、生育率变化和

人力资本投资间的相互影响和互动机制。最新的一些研究包括：Ｃｅｒｖｅｌｌａｔｉ　＆Ｓｕｎｄｅ（２０１５）运用统一

增长理论模型研究了经济发展非线性动态过程的经济特征，解释了在经济转型和人口转型过程中各

国从停滞阶段进入持续发展阶段在起飞时间上的差异性，以及影响死亡率的外在环境在其中的关键

作用。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　＆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２０１７）和Ｓｔｒｕｌｉｋ（２０１７）等基于统一增长理论研究了现代避孕

方法、生育率、教 育 和 长 期 经 济 增 长 间 的 相 互 影 响，并 据 此 解 释 了 生 育 率 转 型 和 经 济 起 飞 规 律；

ＤＡｌｂｉ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利用统一增长理论框架研究了经济增长和人口转型过程中的总生育率下降和妇女

平均生育年龄“Ｕ”型变化的规律；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　＆Ｖｏｇｌ（２０１８）在统一增长模型中研究了生育率波动同经济

增长和经济波动间的关系；Ｆｕｔａｇａｍｉ　＆Ｋｏｎｉｓｈｉ（２０１９）研究了收入水平同生育率、死亡率和研发活动之

间的互动机制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Ｍａｄｓｅｎ　＆Ｓｔｒｕｌｉｋ（２０２０）实证研究了统一增长理论中技术进

步所引起的儿童数量和质量之间的替代关系，以及这一机制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三、非平衡增长路径下的经济结构变迁理论

（一）早期三次产业的划分和经济结构变迁的特征事实

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 来，经 济 结 构 变 迁（也 称 为 结 构 转 型）就 受 到 经 济 学 者 广 泛 关 注。Ｆｉｓｈｅｒ
（１９３９）和Ｃｌａｒｋ（１９４０）等提出了三次产业（第一产业或农业、第二产业或工业、第三产业或服务业）

的划分，并探究了经济活动在三次产业间转移的现象和机制。他们的研究发现，以就业、产值和消费

支出等衡量的经济活动会在三个主要部门间持续转移。早期研究也基于不同的划分标准对经济活

动部门转移的内在机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Ｆｉｓｈｅｒ（１９３９）基于需求层次论来划分三次产业，把满足

基本需求的物品生产归为第一产业，把能运用标准化程序进行生产的物品生产归为第二产业（特别

是制造业），把新出现的产品生产归为第三产业，并认为收入提高所带来的需求变化是经济结构变化

的原因。Ｃｌａｒｋ（１９４０）根据产品的共有特性来划分产业，把农业、林业和渔业划分为第一产业，把所

有的生产和加工行业都划分为第二产业，其他行业（包括建筑、运输、通讯、金融、公共部门、私人服务

等）则都被归为第三产业；并由此把产业结构转移的原因归结为各产业生产力增长率的不同和需求

收入弹性的差异。Ｗｏｌｆｅ（１９５５）根据推动行业增长的主导要素来划分三次产业，把依赖于自然要素

增长的行业划为第一产业，把依靠机械化要素增长的行业归为第二产业，把依赖于人类技艺水平提

高的行业归为第三产 业；并 由 此 认 为 这 些 主 导 要 素 增 长 速 度 的 不 同 是 产 业 结 构 变 化 的 主 导 因 素。

Ｆｏｕｒａｓｔｉｅ（１９４９）把行业技术进步率作为三次产业划分的核心标准，认为具有中等技术进步率的行业

属于第一产业，高技术进步率的行业属于第二产业，低技术进步率的行业则属于第三产业，而产业间

技术进步率的不同是导致经济活动转移的主要原因。早期经济学家对经济结构变化机制的深邃洞

悉和见解为后续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思想源泉。现代经济结构变迁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证明，这些因素

和机制确实会驱动或影响经济结构变化。

早期的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并提出了经济活动的结构变化规律，之后的学者则开始从理论和实证

两方面全面深入地探究经济活动结构转移的内在原因和机制。Ｋｕｚｎｅｔｓ（１９７１）首次从实证方面系统

研究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变化特征，其经验研究表明：不但以劳动力占比（也称为劳动力份额）、

生产产值占比和消费支出占比衡量的主要经济活动会在三次产业间持续转移，而且三次产业的内部

结构也在不断变化（这一产业结构变化规律在文献中称为Ｋｕｚｎｅｔｓ事实）；导致产业间和产业内经济

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需求变动、国际贸易和技术变迁等因素。后续大量实证研究继续证实：第一，

经济活动在三次产业间转移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普遍规律；第二，无论是从一国的时间序列数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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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还是从各国发展的面板数据来看，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第一产业的产值占比、增加值占比和消

费支出占比（包括以不变价格衡量的实际值占比和以当期价格计算的名义值占比），以及劳动力占比

（包括就业人口占比和劳动时间占比）都在下降，第二产业的这四个占比则呈驼峰型变化①，第三产

业则一直上升，且没有减弱的趋势（Ｈｅｒｒｅｎｄｏｒ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第三，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对于技术进步

比较快的行业或产业（如工业），其产品价格相对下降；对于技术进步较慢的行业或部门（如服务业），
其产品价格相对上升（Ｂｏｐｐａｒｔ，２０１４）；第四，各产业内部的结构也在变化，如工业部门中制造业份额

上升最快，在服务业内部则教育、科研及政府部门的相对份额上升较快（Ｈｅｒｒｅｎｄｏｒ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Ｎｅ－
ｕｓｓ，２０１９）。

（二）早期基于供给侧因素驱动的非平衡增长结构变迁理论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开 始，就 有 文 献 试 图 建 立 严 格 的 理 论 模 型 来 解 释 经 济 结 构 的 变 化。Ｌｅｗｉｓ
（１９５４）首先提出一个二元经济模型来解释经济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型。它假设经济中有两个部门：生
产力落后的农业部门和更高生产力的工业部门。工业部门的工人和农业部门的土地所有者及农民

都无储蓄，投资完全来自工业部门中资本家的储蓄。假设农业部门能够在维持生存的固定工资水平

下向工业部门无限供给劳动力，而工业部门资本家的储蓄会带来资本的不断增加。持续积累的资本

将会导致劳动力不断地从农业部门流向具有更高生产力的工业部门，由此就会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和经济活动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结构转型。Ｒａｎｉｓ　＆Ｆｅｉ（１９６１）和Ｒａｏ（１９５２）进一步研究表明，即

使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随着劳动力流出而不断提高，只要工业部门存在持续的资本积累，同样也能

带来农业向工业的转型，但经济最终会收敛到Ｓｏｌｏｗ模型中的新古典增长情形。在这三个二元经济

模型中，经济转型的源动力都来自资本积累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另一些模型则从技术进步视角来解

释经济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型。例如，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１９６１）基于新古典二元经济模型中的农业技术进步

解释了经济结构转型。模型假设经济中有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农业产出由劳动和土地决定，工业

产出依赖于劳动和资本。劳动力在两个部门间的分配直接由农业生产状况决定：如果没有农业生产

剩余，所有劳动力将都在农业部门就业；只有当出现农业生 产 剩 余 后，劳 动 力 才 能 从 农 业 转 移 到 工

业，转移率等于农业生产剩余的增长率。这个模型表明，农业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农业生产剩余增长

速度决定了农业向工业转型的速度，而工业技术进步率则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经济最终也会收

敛到新古典增长情形，此时经济增长率将由工业部门决定。Ｂａｕｍｏｌ（１９６７）则提出了一个基于部门间

不平衡技术进步率来解释工业向服务业转型的理论模型。该模型认为，服务业更低的技术进步率使

得其成本和相对价格提高，从而使就业不断向服务业部门转移。服务业部门不断上升的成本和相对

价格最终可能会使得服务业部门的就业份额趋向于１，而整个经济的增长率则趋于０。在这些早期

的两部门模型中，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机制是经济增长过程中部门间不平衡的劳动生产力所导致的

劳动力和产出的部门转移，结构变化主要由部门间不平衡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所推动。这些模型

基本抓住了资本积累和生产技术等供给侧因素对经济结构变化的作用机制，却忽略了需求侧因素的

影响，尤其是未考虑经济行为人自我选择机制对经济的影响，因而没有分析经济主体的选择行为在

经济转型中的作用②。更重要的是，就理解和探讨经济结构变迁的原因和机制来看，由于忽视了经

济行为人的选择和需求侧的影响，早期的两部门模型对于经济结构变化驱动机制的研究是不充分和

不完全的（Ｇａｂａｒｄ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因此，这些模型充其量只能解释阶段性的经济转型过程，如农业向

工业转型或工业向服务业转型，而无法全面解释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活动从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

转移的长期持续的结构变化过程。
（三）基于需求侧因素驱动的非平衡增长结构变迁理论

同以上从资本和技术等供给侧的解释不同，另有很多学者从以偏好为基础的需求侧来解释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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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韩国有些例外，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制造业的实际增加值占比一直上升，而其制造业的消费占比则基本保持

不变（Ｈｅｒｒｅｎｄｏｒ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关于早期从发展经济学角度解释结构变化的文献，Ｓｙｒｑｕｉｎ（１９８８）进行过详细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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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变迁。这些研究把经济活动建立在经济行为人自我优化选择的微观基础上。通过非位似型偏

好假设，他们得到了同恩格尔定律一致的需求收入弹性①，并以此解释结构变化。例如，Ｍａｔｓｕｙａｍａ
（１９９２）建立了非位似型偏好和干中学机制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该模型表明，在非位似型偏好所

产生的恩格尔定律作用下，农业生产率的增长会导致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且随着工业部门干

中学效应的显现，经济会加速增长。Ｐａｒｋ（１９９８）在一个具有Ｓｔｏｎｅ－Ｇｅａｒｙ型非位似偏好和人力资本

积累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分析了农业向工业的转型过程。该模型表明：长期经济增长率主要由人力

资本的规模决定；但Ｓｔｏｎｅ－Ｇｅａｒｙ偏好下的非单位需求收入弹性使得不同产业在转型期间和平衡增

长路径上的增长率都不同，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不同，且随时间不断变化；转型期间产出和要

素会向制造业集中。Ｌａｉｔｎｅｒ（２０００）也在非位似偏好假设下分析了农业向工业的经济转型，以及结

构变化对总储蓄率的影响。其分析表明，当收入水平提高时，非位似偏好所产生的恩格尔定律使得

需求从农产品转向工业品，劳动力也从专门从事农产品生产不断转向工业品生产。在极端情况下，

工业的份额收敛到１，经济也收敛到新古典增长模型。Ｃａｓｅｌｌｉ　＆Ｃｏｌｅｍａｎ（２００１）运用Ｓｔｏｎｅ－Ｇｅａｒｙ
型非位似偏好假设下所得到的跨部门间不同需求收入弹性来解释结构变化，并据此分析了美国经济

从农业向非农 业 经 济 转 型 的 结 构 变 化 过 程 和 不 同 地 区 平 均 工 资 的 收 敛 性。Ｇｏｌ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用具有Ｓｔｏｎｅ－Ｇｅａｒｙ型偏好的结构转型模型解释了各国工业化过程中经济起飞时间的差别和

经济增长率的差异。该模型假设经济中存在两种产品：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由于食物衣服等是维持

人们生存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因此在效用函数中，人们对农产品比工业产品有一种优先消费的偏好；

只有当农产品消费达到一定的数量产生饱和感之后，人们才开始偏好于对工业产品的消费需求。在这

一Ｓｔｏｎｅ－Ｇｅａｒｙ偏好下，工业部门的发展及其经济结构的转型主要取决于农业部门生产能力的状态。

只有当农业部门的生产技术能提供足够多的农产品时，劳动力才可能转移到工业部门生产，从而开始

工业革命和经济转型。他们的研究最后认为，各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及其增长率的差异所导致的结构变

化进程的差异，可能是各国工业化起飞时间差异和进展速度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以上模型中，尽管同

早期的二元经济模型一样，农业和非农业在生产技术方面也存在差异，但非位似偏好假设下不同产品

需求收入弹性的差异，以及各种因素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效应才是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动因。另

外，这些文献也主要解释了农业向工业的转型，没有解释从农业和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型。
（四）基于偏好和技术的非平衡增长结构变迁理论

从偏好视角来解释经济结构变化的文献同样只考虑了经济的一个面———需求侧。现实经济其

实是供给和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也只有借助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因素，才能更合理地解释

经济活 动 从 农 业 向 工 业 再 向 服 务 业 转 型 的 全 过 程（Ｂｕｅｒａ　＆ Ｋａｂｏｓｋｉ，２００９；Ｈｅｒｒｅｎｄｏｒｆ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Ｅｃｈｅｖａｒｒｉａ（１９９７）首先在一个同时考虑生产和需求两方面因素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解释

了经济从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转移的全过程。模型假设消费者对三种商品的需求是一种非位似

型偏好。在各部门不同外生技术进步率的作用下，经济增长通过恩格尔定律的作用使得需求结构和

产业结构发生变化，这反过来又影响到总体经济的增长。该模型不但解释了各产业间就业占比和产

值占比的结构变化规律，而且还解释了不同国家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性。Ｄｅｎｎｉｓ　＆Ｉｓｃａｎ（２００９）也

构造了一个非位似偏好和部门间存在偏向型技术进步的结构转型模型，据此分析了来自非位似偏好

的收入效应和来自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价格效应对美国长期经济增长中劳动力转移的影响。Ｄｕａｒｔｅ
＆Ｒｅｓｔｕｃｃｉａ（２０１０）则在一个具有非位似偏好和部门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分析

了各部门生产率差异所导致的劳动力转移对经济结构变化和跨国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其研究表

明，劳动力在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产业间转移的差异性能够解释各国总体生产率差异的５０％。Ｇｕｉｌｌ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利用一个具有偏向型技术进步和非位似偏好的模型分析了美国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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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恩格尔定律认为，当家庭的收入增加时，食物支出份额会持续下降。其后的研究发现，恩格尔定律几乎对所有

消费品都成立。Ｈｏｕｔｈａｋｋｅｒ（１９８４）认为，恩格尔定律是经济学中最稳健的经验发现。



结构转型的主要动因，该模型能解释美国经济活动从农业流出的转型过程，而且还能解释生产部门

转移的方式。Ａｌｖａｒｅｚ－Ｃｕａｄｒａｄ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在Ｓｔｏｎｅ－Ｇｅａｒｙ型偏好、部门间具有不同技术进步率和

不同资本－劳动替代率的模型中，分析了结构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解释了产业结构变化

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的现象。这一模型分析认为，部门间技术进步率的差异和资本－劳动

替代弹性的不同是导致经济结构转型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导致

收入份额向资本倾斜，非位似型偏好则推动着经济向服务业转型。

以上文献从技术供给侧和偏好需求侧探讨了经济结构变化的驱动力，但这些模型中一般都没有

平衡增长路径，很多结论依赖于数值模拟，结论缺乏理论一般性。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献只是解释了

结构变化的Ｋｕｚｎｅｔｓ事实，无法解释经济增长的Ｋａｌｄｏｒ事实，更无法把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和结构

变化的特征事实统一起来。

四、平衡增长路径下的经济结构变迁理论

２０００年之后兴起的新一波增长模型开始同时关注总体经济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迁。现有文

献已经发展出一类更好的理论模型，能把结构变化的 Ｋｕｚｎｅｔｓ事实同经济增长的 Ｋａｌｄｏｒ事实结合

起来，这类研究也被称之为平衡增长路径下的结构变迁理论。这类文献综合了以上经济增长理论和

非平衡经济结构变迁理论的机制，能同时解释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迁的两类特征事实，使得增长

理论和经济结构转型理论实现完美的统一。
（一）偏好驱动的收入效应机制

第一种导致结构变迁的经济机制是由非位似型偏好驱动的收入效应。该理论机制主要从需求

侧因素来解释经济结构变化的内在机理，它把驱动经济结构变化的动力归结为非位似型偏好下所产

生的恩格尔收入效应。由此，这一机制也被称为“基于效用”的解释。这种理论认为，当收入水平提

高时，由于消费者对不同部门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不同，那些满足高层次需求的产品，其需求的收入

弹性会大于１，因此对这类产品的需求会提高得更快，从而导致要素投入和消费支出向生产这类产品

的部门流动。Ｋｏｎｇｓａｍｕ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首次运用理论模型从偏好视角同时解释了结构变化的Ｋｕｚｎｅｔｓ
事实和经济增长的Ｋａｌｄｏｒ事实。在Ｓｔｏｎｅ－Ｇｅａｒｙ型非位似偏好假设下，该模型能够产生符合恩格尔

定律的需求曲线，其中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小于１，制造业产品等于１，服务业则大于１。模型还表

明，当初始状态满足某种条件时，经济中存在一种广义平衡增长路径（简称ＧＢＧＰ路径）；在这一路径

上，真实利率、资本产出比和加总经济增长率均保持不变，因而Ｋａｌｄｏｒ事实成立。同时，外生技术进

步带来的收入增长导致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农业产值占比持续下降，服务业产值占比不断上升，制造

业则保持不变。Ｍｅｃｋｅｌ（２００２）在这一模型基础上，通过引入研发创新机制建立了内生增长的结构变

化模型，得到了同样的结论。不过，这两个模型有几个缺陷：第一，在这类模型中，广义平衡增长路径

要求描述偏好和技术的参数满足某种非常严格的“刀锋”式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第二，模型

能预测农业占比的递减变化和服务业占比的递增变化，这同现实经济转型一致，但无法解释现实中

制造业占比的驼峰型变化。第三，Ｓｔｏｎｅ－Ｇｅａｒｙ效用函数假设使得经济转型只是一种暂时性的过程。

当经济总量相对于效用函数中最低需求量显得很大时，这一效用函数就接近于一个科布－道格拉斯

函数，因而经济中也就不存在结构转型。最后，由于模型预测在广义平衡增长路径上各产业的相对

价格保持不变，因而结构转型中的名义产出结构份额和实际产出结构份额将同步变化，这就无法解

释现实经济中名义产值结构同实际产值结构不同步变化的经验事实。此外，模型结论意味着最穷国

家的服务业消费占比和就业占比都趋近于０，这也同实际经济中“无论国家多穷，其服务业的消费和

就业占比都 有 一 个 非０的 最 低 下 限”（Ｈｅｒｒｅｎｄｏｒ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这 一 特 征 事 实 不 一 致。Ｆｏｅｌｌｍｉ　＆
Ｚｗｅｉｍｕｅｌｌｅｒ（２００８）也发展了一个能同 Ｋａｌｄｏｒ事实和 Ｋｕｚｎｅｔｓ事实相一致的结构转型模型。他们

提出了另一种非位似偏好———等级式偏好（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在这一偏好下，当 收 入 水 平 提

高时，主要消费支出会不断从低层次必需品向高层次奢侈品转变，因而新产品会不断出现；而且每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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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开始都是高收入弹性的奢侈品，但随着收入的提高会逐渐转变为低收入弹性的必需品。在等

级式偏好假设下，这一模型表明，经济中存在类似于广义平衡增长路径的加总平衡增长路径（即总产

出、总消费和总资本增长率都保持不变的平衡增长路径，简称ＡＢＧＰ路径）。在该路径上，劳动力会

不断从低层次需求的农产品生产流向高层次需求的服务业产品生产，而中间层次需求的制造业产品

生产的劳动力占比则呈驼峰型变化。同Ｋｏｎｇｓａｍｕ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模型相比，这一模型能够解释制造业

占比的驼峰型变化，而且其平衡增长路径的存在性条件只需要“不同产品的偏好呈指数权重形式”和

“劳动扩张型技术进步”这两个假设，因此，其平衡增长路径的存在性在现实中更有说服力。Ｆｏｅｌｌｍｉ　＆
Ｚｗｅｉｍｕｅｌｌｅｒ（２００８）的模型同样只依靠收入效应就解释了经济结构变化的全过程，但在这一模型中，广
义平衡增长路径的存在仍然依赖于“指数偏好权重”这一特殊效用函数的假设。另外，从解释现实经济

来看，在这类偏好模型中，作为高层次需求的服务业产品在低收入阶段同样不会进入消费，这同现实数

据相违背；模型中对单个产品的假设没有具体的经济学特征指向，因而无法同现实经济中三次产业的

划分相对应，这也使得模型无法为现实经济的模拟提供更多的理论指导（Ｈｅｒｒｅｎｄｏｒ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除以上两种非位似偏好外，还有其他一些用于解释收入效应的偏好。Ｂｏｐｐａｒｔ（２０１４）提出一种

以间接效用函数给出的价格独立的广义线性偏好（简称ＰＩＧＬ偏好），这是一种比Ｇｏｒｍａｎ形式的偏

好更一般化、能产生非线性恩格尔曲线、具有长期收入效应的偏好形式，这种偏好也能产生具有平衡

增长路径的长期经济结构变迁的动态特征。Ｃｏｍ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提出了一种非位似固定替代弹性偏好

（简称非位似ＣＥＳ偏好）。这种偏好假设不同产品间的价格替代弹性相同而单个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

不同，尽管这些弹性都固定不变。因此，该偏好既能产生单个产品固定不变的需求收入弹性和不同产

品间固定不变的替代弹性，又能产生一种非线性的恩格尔曲线，即不同产品非位似型的需求曲线。在

该偏好下，经济中也存在一种长期经济增长率和利率水平都保持不变的渐进平衡增长路径，因而能同

时解释Ｋａｌｄｏｒ事实和Ｋｕｚｎｅｔｓ事实。Ａｌｄ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则提出一种跨期可集聚型偏好（简称ＩＡ偏好），

这种偏好把广义非位似偏好和ＰＩＧＬ偏好都嵌套在其中。因此，在这种偏好下，不仅能够产生非单调性

支出份额的恩格尔曲线，因而可以解释经济结构变化的Ｋｕｚｎｅｔｓ事实，而且能产生加总经济的平衡增长

路径，因而也可以解释Ｋａｌｄｏｒ事实。更重要的是，由于参数选择的灵活性，这一偏好假设下理论模型预

测的经济结构变化特征能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长期结构变迁的历史数据相吻合。
（二）技术驱动的价格效应机制

解释经济结构变化的第二种机制是技术驱动的 相 对 价 格 变 化 效 应，这 类 机 制 在 文 献 中 被 称 为

“技术驱动型”结构变迁理论。只要不同产品间的需求替代弹性不等于１，则相对价格变化就会导致

消费支出结构的变化，并由此引起产业结构变化。导致价格变化的部门技术差异可以有三种类型：

生产力增长（技术进步）率的不同（文献中也称为偏向型技术进步）、要素密集度（资本－劳动比）的不

同和要素替代弹性的不同。沿着Ｂａｕｍｏｌ（１９６７）的思路，Ｎｇａｉ　＆Ｐｉｓｓａｒｉｄｓ（２００７）首先基于偏向型技

术进步假设，从生产方面解释了Ｋａｌｄｏｒ事实和Ｋｕｚｎｅｔｓ事实。当各产业技术进步率不同时，不同产

品的生产成本会以不同的速度下降，从而导致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技术进步快的部门价格相对下降。

如果不同产品的需求替代弹性不等于１，则相对价格变化就会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化。具体来说，这一

模型表明，在一定条件下经济中存在ＡＢＧＰ路径：在这一路径上，如果最终产品的需求替代弹性小于

１，则技术进步快的产业其消费支出占比和就业占比会下降；如果产品的需求替代弹性大于１，则技术

进步慢的产业其消费支出占比和就业占比会下降。在需求替代弹性小于１且农业技术进步率大于

工业、工业技术进步率大于服务业的假设下，他们得到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过程同经验数据一致，并
证实了Ｂａｕｍｏｌ（１９６７）关于“技术停滞部门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无限上升，劳动力直接流向技术停

滞部门”的结论。Ｈｅｒｒｅｎｄｏｒ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也 发 现，在１９７０—２００７年 间，日 本、韩 国、澳 大 利 亚、加 拿

大、欧盟１０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增长率确实存在显著的

差异，其中农业ＴＦＰ增长率最大，其次是制造业，服务业的ＴＦＰ增长率最小。因此，Ｎｇａｉ　＆Ｐｉｓｓａｒ－
ｉｄｓ（２００７）关于经济结构转型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在１９７０—２００７年间的现实而言是成立的，而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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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模型得到的理论结论同这些国家现实经济中就业从农业流向工业再流向服务业的转型 过程一

致。不过，Ａｌｖａｒｅｚ－Ｃｕａｄｒａｄｏ　＆Ｐｏｓｃｈｋｅ（２０１１）利用１１个发达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在过去两

个世纪中，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同非农业产品价格的变化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农产品价格二战前相对

于非农产品上升，二战后则相对于非农产品下降。如果按照Ｎｇａｉ　＆Ｐｉｓｓａｒｉｄｓ（２００７）的模型，这就

意味着二战前农业部门具有更低的技术进步率。因此，该模型只能解释二战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现

象，不能解释二战前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的长期转移过程。此外，无论是以产出份额还是以消费

份额来衡量，Ｎｇａｉ　＆Ｐｉｓｓａｒｉｄｓ（２００７）的模型都只能解释三次产业名义份额的变化特征，无法解释实

际份额的变化特征事实，尤其无法解释农业和制造业的实际产出相对于服务业递减的特征事实。因

为在该模型中，ＣＥＳ生产函数意味着名义和实际份额必然会以相反的方向变化。由此，如果模型的

参数取值能够得到农业和制造业名义份额相对下降的结论，那么它就一定无法解释现实中这两者的

实际份额也下降的经验事实（Ｈｅｒｒｅｎｄｏｒ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Ｇｕｅｒｒｉｅｒｉ（２００８）提出了另一种导致经济结构变化的技术因素———不同产品资本密

集度（资本－劳动比）不同，分析了不同部门要素密集度差异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并在部门间具

有偏向型技术 进 步 和 差 异 性 资 本 产 出 弹 性 的 动 态 一 般 均 衡 模 型 中，同 时 解 释 了 Ｋａｌｄｏｒ事 实 和

Ｋｕｚｎｅｔｓ事实。该模型表明，在不同部门的产品具有不同资本产出弹性的经济中，不同产品的资本密

集度也不同。当资本供给相对于劳动供给增加，使得资本价格（利率）相对于 劳 动 价 格（工 资）下 降

时，即使各部门的技术进步率相同，这时也会导致资本密集型产品（即资本产出弹性大的产品）的价

格会相对于其他产品下降。同Ｎｇａｉ　＆Ｐｉｓｓａｒｉｄｓ（２００７）模型一样，如果产品需求替代弹性小于１，这
时相对价格的变化就会引起经济结构变化。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 Ｇｕｅｒｒｉｅｒｉ（２００８）证明，这一模型中存在稳

定增长路径（简称ＣＧＰ路径，特征同ＡＢＧＰ路径一样），从而也能解释经济增长的Ｋａｌｄｏｒ事实。不

过，如果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Ｇｕｅｒｒｉｅｒｉ（２００８）要得到Ｋｕｚｎｅｔｓ事实，需要假设农业资本密集度大于制造业

再大于服务业。但 Ｈｅｒｒｅｎｄｏｒ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研究表明，１９４７—２０１０年间美国农业的资本密集度大于

服务业，但服务业的资本密集度大于制造业。由此，Ｈｅｒｒｅｎｄｏｒ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认为，资本要素密集度的

差异可能不是推动战后美国产业结构变化技术方面的原因。Ｄｅｎｎｉｓ　＆Ｉｓｃａｎ（２００９）的研究也表明，

尽管部门间资本密集度的不同能够扩大相对价格效应，但这一机制在１８００—２０００年间美国劳动力

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过程中的作用不大。最近，Ａｌｖａｒｅｚ－Ｃｕａｄｒａｄ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２０１８）提出第三种可

能导致经济结构变化的技术机制———不同产品间的要素替代弹性不同。这一模型表明，当整个经济中

的资本和劳动比例变化时，产品间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的不同不仅会影响产品的相对价格，而且还会

引起一种“要素再平衡”效应，即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的产品生产会更多地使用价格便宜的要素，从而

使得其资本－劳动比变化更大，生产成本和相对价格变化也更大。由此，当经济中要素比例变化时，要
素替代弹性的不同一方面会引起相对价格的变化，并导致消费支出和产出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又会

通过要素再平衡效应导致部门间要素比的变化率不同，并引起不同部门要素结构的变化。该文研究证

明，在一定条件下，这一模型中存在ＣＧＰ路径；不过在平衡路径上，经济结构转移已经结束，结构变化只

发生在向ＣＧＰ路径过渡的过程中。同前面两个模型不同，Ａｌｖａｒｅｚ－Ｃｕａｄｒａｄ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允许任何部门

的资本和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方向不同，这一结论同经验事实更吻合（Ｎｅｕｓｓ，２０１９）。
（三）技术和偏好共同驱动的经济结构转型

技术驱动和偏好驱动这两种机制在现实中可能并不是相互排斥而是互补的。因为无论是收入

效应还是价格 效 应，都 无 法 单 独 解 释 经 济 结 构 变 化 中 的 全 部 经 验 事 实。例 如，Ｈｅｒｒｅｎｄｏｒｆ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发现，在１９４７—２０１０年间美国经济结构变化的过程中，来自非位似偏好驱动的收入效应更能

解释以最终消费支出占比数据衡量的经济结构转型过程，而来自偏向型技术进步驱动的价格效应则

对以增加值占比数据衡量的经济结构变化过程更具有解释力。Ｈｅｒｒｅｎｄｏｒ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２０１８）指出，

偏好驱动型的收入效应理论无法解释各种结构会长期持续性变化的特征事实，而技术驱动型的价格

变化效应理论认为各产业名义消费支出份额的变化趋势和实际消费支出份额的变化趋势应该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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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同经验数据不吻合。Ｃｏｍ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进一步指出，如果结构变化由供给方的价格效应驱动，

则控制相对价格变化之后，各部门的支出份额应该同收入（或总消费）没有相关性；如果结构变化由

需求方的收入效应驱动，则控制价格变化之后，各产业的恩格尔曲线应该不是水平的，农产品的恩格

尔曲线应该向下倾斜，服务业的恩格尔曲线应该向上倾斜。此外，正如前文所说，如果假设偏好是非

位似的，由于该偏好只在消费水平很低时才成立，恩格尔曲线应该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消失，它最终应

该逐渐变成水平直线。但根据美国和ＯＥＣＤ国家的数据：首先，对于农产品和服务业产品来说，控制价

格变化后的支出份额残值和消费残值之间都存在显著相关性；对于农产品来说两者之间存在显著负相

关，对服务业则存在显著正相关。其次，恩格尔曲线都是倾斜的，没有出现趋向于水平直线的趋势。这

就表明，尽管欧美发达国家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但恩格尔曲线并没有像非位似偏好所预测的那样趋

向于水平直线，经济结构转型过程并不像非位似偏好预言的那样是一个短期现象，而是一个长期现象。

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结构转型中的特征事实，后续研究同时把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纳入模型分

析，并探讨这类模型中平衡增长路径 存 在 的 可 能 性 及 其 经 济 特 征。Ｈｅｒｒｅｎｄｏｒ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用 一 个

Ｓｔｏｎｅ－Ｇｅａｒｙ偏好和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动态模型证明了ＧＧＢＰ路径的存在性条件，讨论了各种偏好

型驱动和差异型技术驱动的结构转型过程的异同点，分析了不同机制在解释结构变化中的作用，并

讨论了同时具有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的模型中平衡增长路径的存在性问题。Ｂｏｐａｒｔ（２０１４）也建立

了一个具有非Ｇｏｒｍａｎ形式的ＰＩＧＬ偏好和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动态模型。该模型被证明同样存在

ＣＧＥ路径，ＣＧＥ路径上的经济结构变化特征符合Ｋｕｚｎｅｔｓ事实。该文还分析了收入变化对加总经

济需求结构的影响，并据此构造了一种结构分解法把结构变化效应分解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这

种分解的结果表明，两种效应对美国结构变化的影响几乎同等重要。Ｈｅｒｒｅｎｄｏｒ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进一步

考虑了投资内部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假设消费品和投资品都是需要利用中间产品来生产，

他们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证明，即使是在非位似偏好假设下，而且同时存在三种技术差异（包括

投资偏向型技术进步、不同部门差异性ＴＦＰ增长以及不同部门资本产出弹性不同），模型中仍存在

平衡增长路径。Ｈｅｒｒｅｎｄｏｒ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还发现，利用这一模型进行数值模拟所得到的经济结构转型

特征同美国实际经济数据吻合得很好。Ｃｏｍ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则在一个具有非位似ＣＥＳ偏好、部门间存

在偏向型技术进步和差异性资本产出弹性的模型中解释了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变化。该文证明，这一

模型在一定条件下会存在一条ＣＧＰ路径；在这一路径上，农业占比逐渐下降，制造业呈驼峰型变化，

服务业逐渐上升。该文还分析了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现实经济中

７０％的结构转型都能够被收入效应解释。
（四）国际贸易和投入－产出结构等其他机制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

除了基本的Ｋａｌｄｏｒ事实和Ｋｕｚｎｅｔｓ事实外，即使把偏好驱动机制和技术驱动机制都纳入模型

假设中，模型仍无法完全解释现实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其他一些重要特征事实，模型的结论同现有数

据给出的经济结构变化特征仍存在很大差异。例如，Ｂｕｅｒａ　＆Ｋａｂｏｓｋｉ（２００９）研究表明，即使同时把

偏向型技术进步和非位似型偏好都考虑进去，基本模型在解释实际数据时仍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模
型无法解释最近数据显示出的制造业急剧下降和服务业急剧上升的现象；第二，为了同消费和产出

的数据相吻合，模型需要不同产品之间有一个极低的不合理的需求替代弹性；第三，模型无法解释消

费支出份额变化和产出份额变化显著不同于就业份额变化的现象。为了更好地解释和理解现实经

济结构变化的深层次特征，以及评估不同驱动机制在经济结构变化不同阶段中的作用，除了以上两

种机制外，更新的一些文献还提出另外一些影响经济结构变化的重要机制，如开放经济中部门间比

较优势差异及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部门间投入－产出结构的差异和变化、劳动力市场摩擦导致的

劳动力流动成本等因素。不过，除了Ａｌｏｎｓｏ－Ｃａｒｒｅｒａ　＆ Ｒａｕｒｉｃｈ（２０１８）证明了具有劳动力流动成本

的非位似偏好驱动的结构转型模型中存在鞍点稳定的平衡增长路径外，其他机制中是否存在平衡增

长路径还不是很确定，目前在理论上还没有完全被证明。

一些研究强调了开放经济条件下比较优势变化驱动的国际贸易效应对一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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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比较优势理论表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会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

的产品。因此，当一国由封闭走向开放时，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会扩张，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会收

缩，由此就会导致经济结构变化。要素禀赋理论也表明，在一国要素逐步积累和技术不断进步的过

程中，密集使用要素积累快的部门或技术进步快的部门，其产品生产增长会更快，由此就会导致资源

向这些部门转移从而出现结构变化。Ｍａｔｓｕｙａｍａ（２００９）最早在一个Ｓｔｏｎｅ－Ｇｅａｒｙ型偏好的两国两

部门模型中研究了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其研究表明：在开放经济中，由

于不同国家间可以通过比较优势进行贸易，一个国家中技术进步快的部门可以通过出口扩大其产品

需求并阻止其产品价格下降，从而带来该部门生产的持续扩张；而技术进步慢的部门可以通过进口

来缓解其产品价格上涨和劳动需求增加的压力，同时减少本国对该种商品的生产。因此，如果两个

国家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存在差异，那么在技术进步快的国家，制造业的劳动力份额最初会以一个比

封闭经济更快的速度增长，直到两国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都达到饱和之后才会开始下降，因而长期

来看，该国制造业仍呈现驼峰型变化。在技术进步慢的国家，由于进口的影响，其制造业生产和劳动

力份额则会一直下降。因此，对于技术进步快的国家来说，这种国际贸易机制能够缓解封闭经济中

不平衡技术进步所带来的Ｂａｕｍｏｌ（１９６７）成本病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阻碍作用，并加速其向技

术进步快的产业转型的过程。同时，这种机制还会使得消费支出占比衡量的结构变化进程同产出占

比或劳动力占比衡量结构变化进程出现差异，因此对于解释一些出口导向型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结构

转型现象具有重要作用。Ｔｅｉｇｎｉｅｒ（２０１８）利用两国两部门的开放经济模型研究了国际贸易在经济从

农业向工业结构转型中作用，发现农业进口在１９世纪英国和２０世纪韩国的经济结构转型中都具有

关键性的作用；其研究还表明，把收入效应同国际贸易机制结合起来，能更好地解释现实经济中农业

份额的快速下降。Ｕ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把这一模型扩展到三部门开放经济中证实，即使制造业是三部门

中技术进步最快的产业，其劳动力占比也会呈驼峰型变化；其研究还表明，工业部门技术进步所产生

的Ｂａｕｍｏｌ效应同比较优势产生的国际贸易效应结合起来，能够更好地解释韩国工业占比变化特征

的经验事实。Ｓｗｉｅｃｋｉ（２０１７）和Ｓｐｏｓｉ（２０１９）也证实，开放经济条件下通过比较优势进行的国际贸易

机制能够加快一国的经济结构转型。
另一些研究强调的是投入－产出结构差异和变化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前面三种机制都假

设经济中各产业的投入要素和该产业生产的产品是完全确定分开的，生产过程是确定性的投入要素

转化为最终产品的过程，而消费者的需求只是对最终产品的消费。但在现实经济中，各部门生产的

产品很多时候既作为中间产品成为后续生产中的投入要素，同时又作为最终产品成为消费品。当企

业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或服务又作为中间产品被其他企业“消费”，而不同产业或部门的投入－产出

系数存在差异时，随着作为中间投入要素的产品占产业总产出的份额不断增大①，投入－产出结构

的差异及其变化就会通过投入－产出链而引起劳动力在产业间的 重 新 配 置 以 及 产 业 结 构 的 变 化。

Ｈｅｒｒｅｎｄｏｒ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最早强调了投入－产出结构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认为投入－产出结构是

导致现实经济中由最终消费支出占比衡量的经济结构变化同消费品增加值占比衡量的经济结构变

化在数据上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因此还揭示了投入－产出结构影响这两种经济结构相互关系的内在

机制。Ｂｅｒｌｉｎｇｉｅｒｉ（２０１４）首先在一个局部均衡模型中，利用中间要素需求结构的变化解释了美国服

务业部门就业占比的上升，其研究结果表明，投入－产出结构的差异和变化对于经济结构转型过程

的后期阶段影响非常重要。Ｓｐｏｓｉ（２０１９）在一个开放经济中运用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用投入－产

出结构的差异解释了各国经济结构及其变化路径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由于各国的投入－产出结构

会随着经济发展出现系统性变化，投入－产出链至少会通 过 两 种 渠 道 影 响 到 产 业 结 构 的 变 化。首

先，投入－产出链是最终需求结构变化引起部门增加值结构变化的中介传导机制，因此，各国之间投

入－产出结构的差异会直接导致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工业增加值份额驼峰型变化路径的差异。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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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产出链也是偏向型技术进步引起部门产品相对价格变化的主要传导机制，因此，各国投入－
产出结构的差异会直接放大偏向型技术进步所引起的部门相对价格变化的幅度。由于穷国农业比

富国农业更密集使用价值增加型要素，而富国的服务业比穷国的服务业更密集使用服务类产品作为

中间投入要素，而且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农业技术进步最快而服务业技术进步最慢，由此就导致穷国

农产品相对价格比富国下降得更快，而富国服务业产品相对价格比穷国上升得更快。因此，通过投

入－产出结构差异的影响机制，价格效应使得穷国的农业占比比富国下降得更快，从而导致穷国的

工业 增 加 值 占 比 相 对 于 富 国 而 言 具 有 一 个 上 升 速 度 更 快 的 驼 峰 型。此 外，Ｄｕａｒｔｅ　＆ Ｒｅｓｔｕｃｃｉａ
（２０２０）的研究也表明，如果不同部门的投入－产出结构存在差异性，即使不存在技术进步差异，需求

驱动的结构变化机制也会通过这一机制导致不同产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并由此导致服务业部门

的产品价格相对于制造业上涨。

还有一些研究认识到劳动力市场摩擦和要素市场扭曲对经济结构变化路径的重要影响，因为经

济结构转型中还存在一些以上机制都无法解释的现象，需要通过这一机制才能得到解释。例如，在

经济结构转型初期，农业部门的就业占比总是远高于其产值或增加值占比，尽管在转型后期两者差

距在不断缩小；而以产值和增加值占比衡量的结构转型速度要比以就业占比衡量的结构转型速度快

得多。或者，转型初期农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和工资水平总是低于其他部门。经验数据显示，各

部门间，特别是农业和非农业部门间的工资存在显著差异（Ｇｕｉｌｌó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Ｈｅｒｒｅｎｄｏｒｆ　＆Ｓｃｈｏｅ－
ｌｌｍａｎ，２０１８）。为了解释结构转型中部门产值和增加值占比结构变化与就业占比结构变化的不同步

性以及其他一些经验事实，劳动力市场摩擦和要素市场的扭曲被认为是一种必须被考虑的重要机制

（Ｂｕｅｒａ　＆Ｋａｂｏｓｋｉ，２００９）。劳动力市场摩擦和要素市场扭曲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机制很容易被

理解。由于劳动力市场摩擦和扭曲，劳动力无法在部门之间无成本地流动，从而会阻碍或者至少会

延缓劳动力从低技术部门向高技术部门转移的进程，这种劳动力市场的摩擦由此就会导致部门之间

出现工资差距，进而产生部门间劳动收入占比同增加值占比之间的差异及其变化的不同步性。Ｃａ－
ｓｅｌｌｉ　＆Ｃｏｌｅｍａｎ（２００１）和Ｄｅｎｎｉｓ　＆Ｉｓｃａｎ（２００７）等通过分析劳动力转移成本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

响发现，这一机制能够显著延迟就业占比结构的变化速度，并 会 导 致 部 门 间 存 在 持 续 的 工 资 差 距。

Ｓｗｉｅｃｋｉ（２０１３）和Ａｌｏｎｓｏ－Ｃａｒｒｅｒａ　＆Ｒａｕｒｉｃｈ（２０１８）也都发现，劳动力市场扭曲和劳动力流动成本对

部门间就业结构变化路径和部门增加值结构变化路径都有重要影响。不过，尽管劳动力市场摩擦和

要素市场扭曲对经济结构转型的速度以及服务业就业占比的影响非常重要，但它并不影响经济结构

长期变化的形状和趋势（Ｈｅｒｒｅｎｄｏｒ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五、不同机制影响经济结构转型效应的大小

一旦认识到经济结构变迁是众多因素和机制共同驱动和影响的结果，经济学界就开始探讨和分

析不同国家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以及在经济结构转型的不同阶段中，究竟哪些因素和机制在起主

导作用？不同因素和机制对经济结构变化的不同特征事实的解释能力有何差异？因此，这些成为近

期文献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在运用理论模型模拟实际经济结构变化过程时，由于现实经济中每个

产业的产品都部分成为其他产业的中间投入要素，这使得实际数据中各产业的增加值和消费支出的

数据同模型中产出和消费支出的数值在匹配上存在很大困难（Ｈｅｒｒｅｎｄｏｒ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因此，在实

际研究中，大多数文献都用劳动力份额的数据来衡量经济结构变迁过程。

非位似型偏好驱动的收入效应和偏向型技术进步驱动的价格效应始终被认为是经济增长过程

中引起结构变化的两种最主要的机制，这两种效应对结构转型过程的解释能力及其各自作用大小最

为学者所关注。Ｄｅｎｎｉｓ　＆Ｉｓｃａｎ（２００９）首先利用１８００—２０００年间长达两个世纪的数据，分析了收

入效应和价格效应在这一期间美国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其研究结果表明：（１）

以模型预测的非农部门劳动力份额年平均增长率占现实经济中这一份额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的比

例来衡量，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的解释力之和在１８２０—１９００年间和１９００—１９５０年间分别为８４％和

—６３１—



８７％，但１９５０—２０００年间模型预测的非农部门劳动力份额增长率比实际高出１３％。（２）在这三个时

期中，收入效应的解释力度都超过８０％；价格效应在前两个时期几乎没有解释力，在１９５０—２０００年

间的解释力为２６％，其中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间为１２％，１９６０—２０００年间上升至３８％。（３）无论是从非

农部门劳动力份额的预测值同实际值之比来看，还是从预测路径同实际路径的吻合程度来看，收入

效应在１９５０年之前的就业结构转型中都起着主导作用，而价格效应在１９５０年之后的就业结构转型

中起主导作用。Ｉｓｃａｎ（２０１０）分析了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在１９００—２０００年间美国劳动力从工业向服

务业转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若以模拟数据同实际数据的均方根误差衡量，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能

解释这一期间美国服务 业 劳 动 力 份 额 上 升 的２／３。Ｂｏｐｐａｒｔ（２０１４）分 析 了 收 入 效 应 和 价 格 效 应 对

１９４６—２０１１年间美国商品和服务消费支出占比结构变化的解释力度，根据模型构造的经济结构效

应分解公式的估计结果：（１）如果把美国经济结构变化机制都归因为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那么１９４６
年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的贡献率大约分别为５６％和４４％，２０１１年则分别变为４７％和５３％；（２）收入

效应和价格效应对战后美国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同等重要，但随着收入增加所带来商品支出份额的

下降，收入效应的作用在不断下降，价格效应的作用在逐渐上升。Ｓｗｉｅｃｋｉ（２０１７）详细考察了收入效

应、价格效应、国际贸易效应和劳动力流动成本效应对１９７０—２００５年间４４个国家经济结构变化的

影响，其数值模拟结果表明：（１）偏向型技术进步是驱动经济结构变化机制中最重要的力量，这一种机

制能解释这４４个国家中三个部门间劳动力份额变化的４３％，它也是解释结构变化后期劳动力从制造

业向服务业流动的唯一不可或缺的机制。（２）非位似偏好能解释４４个国家中三个部门间劳动力份额变

化的２７％，它在经济结构早期变化阶段具有重要作用，是解释早期农业劳动力流出的主要机制，忽视非

位似偏好的作用可能会高估农业发展对总体生产力的影响。综上所述，收入效应在经济结构变化早期

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型中作用比较大，而价格效应则在后期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中作用比较大。

正如前文所指出，任何单一机制的结构变化模型都无法合理解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变化全

过程。Ｉｓｃａｎ（２０１０）研究发现，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仅能解释１９００—２０００年间美国服务业劳动力份

额上升的２／３，其余的１／３需要由其他因素来解释。Ｂｕｅｒａ　＆ Ｋａｂｏｓｋｉ（２００９）也认为，仅凭收入效应

和价格效应无法解释经济结构变化的全部过程。一些研究估测了劳动力流动成本和投入－产出结

构这两种因素在经济结构转型的作用。Ｂｅｒｌｉｎｇｉｅｒｉ（２０１４）基于理论模型模拟的结果则表明，投入－
产出结构的变化能够解释美国１９４８—２００２年间服务业就业增长的３６％和制造业就业下降的２５％。

Ｋｅｈｏ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基于一个两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数值模拟表明，投入－产出结构的引入能使

得模型对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间美国商品生产部门劳动力份额下降的解释力度从６６．２％提高到８６．１％
（各部门产值增加之比相同）和９９．２％（各部门的投入－产出结构完全不同）。Ｓｐｏｓｉ（２０１９）基于一般

均衡分析框架的模拟结果表明，引入投入－产出结构的差异能够解释１９９５—２０１１年间全球４１个国

家间制造业占比驼峰形状曲率差异的７４％。由此可见，为了更好地解释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投

入－产出结构效应必不可少。Ａｌｏｎｓｏ－Ｃａｒｒｅｒａ　＆Ｒａｕｒｉｃｈ（２０１８）构建了一个具有非位似偏好和劳动

力流动成本的结构转型模型，其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同没有劳动力流动成本相比，加入劳动力流动成

本后，模 型 对１８８０—２０００年 间 美 国 农 业 部 门 劳 动 力 份 额 变 化 路 径 的 解 释 力 从９４．９％提 高 到

９６．８％，对农业增加值份额变化路径的解释力从６．４％提 高 到８８．９％。Ｓｗｉｅｃｋｉ（２０１７）的 研 究 则 认

为，虽然劳动力流动成本变化本身不能引起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但是，它能同收入效应机制和国际贸

易机制等相互作用而影响结构变化路径。其模拟结果表明，如果去掉劳动力流动成本的影响，模型

对１９７０—２００５年间４４个国家三部门间劳动力份额变化路径的解释能力下降了３５％。因此，就解释

各国经济结构变化路径的差异性而言，劳动力市场摩擦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机制。

比较优势带来的国际贸易效应对小国经济结构变化路径的作用必不可少。Ｕ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研究

发现，开放经济下的国际贸易效应对解释１９７１—２００５年间韩国劳动力结构变化非常重要，加入开放

经济假设能使得模型 模 拟 的 三 个 部 门 劳 动 力 份 额 数 据 同 实 际 数 据 的 均 方 根 误 差 从０．０８３下 降 到

０．０５３，而农业、制造业和 服 务 业 劳 动 力 份 额 的 均 方 根 误 差 则 分 别 从０．１０、０．０７９和０．０６２下 降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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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９、０．０３７和０．０６０。当然，非位似偏好驱动的收入效应对于解释韩国的经济结构变化也非常重

要，它能够使得模型模拟的均方根误差在封闭经济假设下从０．１７５下降到０．０８３，在开放经济假设下

从０．１２２下降到０．０５３，且收入效应对于农业和服务业劳动力份额结构的变化更为重要，对制造业的

影响不大。Ｓｗｉｅｃｋｉ（２０１７）的数值模拟结果发现，国际贸易效应能解释１９７０—２００５年间４４个国家三

部门劳动力份额变化路径的２１％，且国际贸易机制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异很大，
它对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小国特别重要；国际贸易机制还会同劳动力市场摩擦机制相互作用，且一

旦存在国际贸易时，劳动力流动成本变化对于解释劳动力的配置具有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开放经济

和国际贸易机制对于解释小国的经济结构转型特别重要，特别是对其制造业的变化特征就更为重要。

六、总结和评述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和评述可以看出：首先，有关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机制研究已经非常全面和成

熟，增长理论目前的重点已经转变到长期增长过程中人口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变迁等方面。其次，
在理论研究方面，现有文献对推动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主要因素已有非常充分和全面的研究，对

于经济增长如何影响经济结构变化的机制也有透彻研究。文献中所阐述的理论同经济增长的Ｋａｌ－
ｄｏｒ事实和经济结构变迁的Ｋｕｚｎｅｔｓ事实也很吻合。在实证研究方面，现有文献已经研究了不同机

制在各国经济从农业向工业转型以及工业向服务转型中的贡献，并探究了哪些因素对经济结构变化

的不同阶段起其主要作用。但是，关于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还存在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这些问题也正是这一领域的研究前沿，它对指导各国经济发展以及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

题都具有重要意义。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尽管现有文献已经对不同机制在影响经济结构变化的不同阶段中的作用有一些研究，但

结论并不是很明确。尤其是，还很少有文献能在同一个模型中对三次产业在消费支出份额、产出或

增加值份额以及劳动力份额这三种结构变化路径做出统一的解释，而能够在同一个模型具体地分解

出不同机制对这三种结构变化路径的影响效应的研究文献就更少；不同文献就不同机制对结构变化

影响效应相对大小的结论更缺乏一致性。另外，关于产业内部不同行业间的结构变化特征，尽管已

有不少文献关注过，但还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结论，仍是一个有待于研究的问题。
第二，关于经济结构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献还很少，更未有能被普遍认可的结论。尽管

经验研究已经注意到 第 三 产 业 占 比 同 经 济 增 长 率 之 间 存 在 负 相 关 关 系（Ｅｃｈｅｖａｒｒｉａ，１９９７；Ｍｏｒｏ，

２０１５），也有最新的文献正在讨论这一问题（Ｌｅｎ－Ｌｅｄｅｓｍａ　＆ Ｍｏｒｏ，２０２０），但对于结构变化如何影响

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文献还不多，结构变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还没有定论，其影响机制更

是未知。Ｂａｕｍｏｌ（１９６７）曾认为服务业占比的提高会降低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对于第三产业的技术进步

为什么更低，产业结构变化是否会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三次产业的技术进步及其方向，现有文献基本没

有研究。更一般地说，关于第一、二、三产业实际增长率和技术进步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机制如何，
目前还很少有文献研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也是理解经济结构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

以上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理解和预测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关系，以及我国长期经

济增长的速度和趋势，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指导我国的长期发展战略和产业支持政

策，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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