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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题记：本文源于林毅夫教授 2022年 6月 27日在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

究院第九届新结构优秀学子夏令营上的主题讲座，最近由北京日报官网做

精要整理并发布。本次演讲的全文请阅读《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结构

革命》。 

新结构经济学把结构的内生性和异质性引进现有主流理论中，其作用

有如把没有结构的一维理论或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唯一结构的二维理论扩

展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有内生异质结构的三维模型，对新古典经济学将

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新结构经济学将结构的概念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

经济运行的所有子领域，都能产生新的见解。这里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货币是否中性 

主流理论认为货币对经济增长没有作用，货币宽紧只影响物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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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结论只在技术不创新、产业不升级或技术创新是外生给定的经济中

才成立，如果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内生化，则货币就不是中性。新结构经

济学认为利率的高低会影响企业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投资的积极性。降

低利率，有利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因此，货币政

策并非是中性的，较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低利率补贴

创新者，将导致收入向企业家倾斜，会带来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并且，

如果货币政策过度宽松，超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可能速度则会导致通

货膨胀，所以，要有一个最适度的货币增长速度。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可能速度不同，所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的最优货币增长速度不同。 

货币政策与流动性陷阱 

发达国家的产业在世界前沿，当经济下行时，需求减少就会出现产能

过剩，这时利率政策通常是无效的。因为即使利率很低甚至为负，发达国

家产能过剩时仍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即使有少数新产业（如 3D打印、

电动汽车），也不能拉动整个经济改变产能过剩情形。所以，货币政策对刺

激投资基本无效，会导致流动性陷阱。但是，发展中国家则不一样。新结

构经济学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产业可以从现有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升

级，即使在衰退和萧条期现有产业出现产能过剩时，降低利率仍可降低升

级成本，刺激企业向短缺的中高端产业投资，从而避免流动性陷阱。因此，

在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比发达国家的运用空间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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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 

很多人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担心出现“李嘉图等价”（理

性人预期到未来政府通过增税消弭财政赤字，因此为平衡消费，减少现期

需求）。但如果引进结构的概念，会发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运用财政政

策的机会和成效也并不完全一样。经济增长、产业升级需要完善基础设施。

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较完备，改善老旧的基础设施可能就是挖个洞补个洞，

效率增加不多，运用财政政策确实很有可能出现“李嘉图等价”。但发展

中国家普遍是基础设施不足，如果政府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去投资基础设施，

不仅可以增加当下的就业和需求，也能通过消除增长瓶颈，提高经济增长

率，增加政府未来的税收，以未来税收的增加来弥补投资基础设施的财政

赤字而克服“李嘉图等价”。我从 2009 年 2 月开始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

的观点，结合了周期政策和增长理论，提倡以基础设施的投资作为反周期

的积极财政政策。现在这个观点已逐渐成为国际主流。中国的“一带一路”

倡议明确提出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人力资本投资 

不同发展阶段的技术创新速度和风险特性不同，人力资本的需求也会

发生变化，人力资本投资应与发展阶段的产业特性和风险特性相匹配。有

很多研究证明，人力资本的提高会提高一般人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在发

达国家经济发展有赖于自己研发新技术和新产业，需要提高金融资本和人

力资本投入，在发达国家金融资本丰裕，不成为增长的瓶颈限制，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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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决定该国发展的最根本甚至是唯一的因素。

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资本所限，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发展资本、

技术密集产业，大幅提高人力资本的结果很可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没有

合适的就业机会，在国内找不到合适就业机会就会到国外就业，造成人才

外流；留在国内的人找不到好工作，则会产生很多社会、政治问题。另一

方面，孩童阶段的学习机会成本低、收获期长，同时人力资本投资周期长，

若等到产业需要升级时再来投资教育可能会来不及。因此，在经济高速发

展的国家，人力资本投资应先于产业升级。 

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 

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一个农业社会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制造

业会有人口红利。所以，按此模型，当农村剩余劳动力都转移到制造业部

门后，就不再有人口红利。但从本质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制造业转移

的红利来自于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转向劳动生产率高的制造业。

现实中制造业并不是一个部门，而是一个无限细分的谱带，从劳动密集型

到各种不同程度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只要把劳动力从附加值比较

低的制造业，按照要素积累、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转移到附加值比

较高的制造业，就会有人口红利。除非没有产业升级的空间，只要有升级

空间，就有人口红利存在。我们在分析问题时，不能简单运用现成的理论，

而是应该直接面对问题，了解问题的实质。 

投资的潮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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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处于国际技术前沿和产业链的内部，

在资本积累、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很容易形成共识，认为应该进入到资本

更密集的产业，许多人同时看好一个产业，投资就蜂拥而入。这样容易导

致产能过剩。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会发生，在发达国家中也会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发达国家大都看好互联网产业，一窝蜂投资造成互联

网泡沫。在发展中国家，不仅是互联网这种新的产业会造成一窝蜂的投资，

在利用后来者优势升级到许多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时，可能大家都看

好，同时涌入，造成宏观的波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在投资的时候，

预算约束要硬，投资应该有一定自己的资金投入，不能全部都是银行贷款

或股市融资等外源资金；其次政府应该提供一些信息，让投资者知道这个

产业的市场有多大，现在投资的情形怎样，会不会造成过剩的情形，等等。

这对发展中国家宏观政策和政府的作用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经济开放：好还是不好 

很多发展中国家开放后经济发展，并未取得类似二战后 13 个成功经

济体那样的持续高速增长，反而绩效表现更差。这是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

在开放之前存在很多扭曲，而扭曲之所以存在，是由于许多开放前政府优

先发展的产业违反比较优势，其中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如果在开放过程

中，没有采取双轨制，原先违背比较优势产业的政府支持和贸易壁垒被取

消，这些产业就会垮掉，而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又没有得到有效的因

势利导发展不起来，经济表现当然就会更差。中国改革开放 40多年来发展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83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