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小涓：用数字技术克服
“鲍莫尔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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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刘鹤副总理在向 2021 世界互联网大会所做的致辞中提出，数

字技术深刻改造生产函数并不断创造新业态，要克服“鲍莫尔病”。这是

一个学理深厚、意义重大的命题，涉及到中国在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后能否

继续保持稳定增长问题，有必要做深入分析和讨论。 

何谓“鲍莫尔病” 

威廉·鲍莫尔是一位美国学者，主要研究经济增长特别是服务业增长问

题。他在上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发表了几篇著名的服务业文献，研究为什么

进入服务业为主体发展阶段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会降低。 

鲍莫尔的研究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划分产业，将经济活动分为两个主要

部门：一个是技术影响强的“进步部门”，在这个部门，“创新、资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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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和规模经济带来人均产出的累积增长”；另一个是技术影响弱的“非进

步部门”，这个部门由于新技术应用甚少，劳动生产率保持在一个不变水

平。所谓技术影响强的“进步部门”是指那些可以应用先进技术设备、能

大规模生产、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的制造业部门。而非进步

部门，则主要指一些服务业。到了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阶段，劳动力不断

从进步部门向非进步部门转移，整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渐变为零，这

就是著名的鲍莫尔成本病与增长病，简称“鲍莫尔病”。 

鲍莫尔后来不断修订他的观点，转而使用更为复杂的解释，但直到

2006 年，他本人依然在按照这个基本思路研究服务业问题，并将现场艺术

表演业扩展到了更广泛的文化产业之中。鲍莫尔的研究对后续服务经济问

题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了服务业研究的一个主流标准模型。  

传统服务业有几个特点：一是“结果无形”，即服务过程不产生有形

结果。二是“生产消费同步”，即服务生产和服务消费同时同地发生，生

产完成时服务已经提供给了消费者。三是“不可储存”，由于必须同步，

服务过程也就是服务结果，过程结束服务结束，无法储存。四是“个性差

异”，每位学生、每位病患的情况都不同，无法使用自动化单一模式重复

提供服务。 

上述性质使这些服务业具有以下经济学意义上的重要特征：一是没有

规模经济，二是技术含量低。由于这两个原因，促使工业革命以来劳动生

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都体现不到服务业上。虽然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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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但劳动收入在部门之间趋向平均的规律却仍然发挥作用。由于公共服

务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单位服务成本长期呈现上升趋势，提供同

样服务需要愈来愈多的财政支出。财政支出尤其受到很大压力。 

“鲍莫尔病”对进入服务业为主阶段的中国产生影响 

2012 年，服务业在中国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超过制造业，2015 年，

服务业在我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首次超过 50%，服务业的比重持续上升，

中国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最近 10 年，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稳定缓慢

下行的通道，虽然影响这个下行趋势的因素很多，但服务业比重上升和服

务业生产效率相对较低，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从国际上看，进入服务

业为主的时期后，增长速度下降也是相对稳定的趋势。笔者曾研究过二战

以后陆续进入服务业为主时期的多个经济体的表现，在服务业比重超过一

半的年份前后，这些经济体的增长速度都呈现下降趋势，这是经济发展史

上较为少见的规律性表现。  

由于中国在信息技术时代进入了服务经济为主的发展阶段，已经有一

些服务业部分改变性质，具有了新的产业特点。例如远程教育可以大大提

高教育的生师比从而提高教育服务供给的劳动生产率，电子安保系统可以

以先进的技术设备替代日益上升的保安人力成本等。不过，由于服务业整

体上仍然是劳动生产率较低的行业，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可以

说，今后如果没有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的持续有力赋能，随着服务业比重

的继续上升，我国经济还将有一段较长的持续下行时期，有可能要达到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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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国家服务业比重和经济增长速度相对均衡的状态才能稳定下来。 

运用数字技术促进中国服务业效率的全面提升 

最近几年，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服务业发生重要改变，在很大程度

上改变着服务业生产效率低这个基本性质。现在，许多服务业高密度地使

用数字技术，从消费、生产和传播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为显著的规模经济。

这源于许多网络服务的初始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很低，特别是可复制的文

化类、信息类服务更是如此。总体看，服务业全行业生产率显著提高，有

些甚至超出了现代制造业的水平，例如网络上的教育节目和文字信息可以

无限次观看，边际成本极低，规模经济极为显著，效益递增几乎没有边界，

任何制造业都无法与之相比。  

以文化产业为例。数字技术以极快速度和极大能量，全面赋能文化产

业创意、生产、传播、交易、消费全链条，从各个环节带来效率的提升。 

第一，突破了时间和空间障碍。手机和平板电脑的便携性和移动性，

更利于随时随处进行各种文化消费，扩大消费规模。 

第二，突破了信息有限的障碍。消费端的搜索技术使消费者能够在网

络海量的文化产品中随意选择他们感兴趣的内容，提升单位消费时间的消

费者获得感。 

第三，突破新创意新作品“面市”的障碍。如中国网络文学注册作者

总数已达 1400 万，如此规模的作者群，在线下难以找到呈现其作品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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