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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引进、经济增长与工资差距 

——基于不同水平劳动力的分析* 

秦 永 

（南京审计学院） 

 

摘要：基于 Barro 和 Martin 的模型，我们引入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的难度随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而增

大的假设，同时认为是熟练工人而不是资本对研发有决定性作用。研究结果发现，发展中国家最初由于技

术引进成本较低，经济增长较快，但是随着技术引进成本的上升，只有更多的熟练劳动力才能使经济保持

长期、持续、高速的增长，且需要维持的熟练劳动力增长率不断下降；同时，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

的工资差距将先扩大，后收窄，与库兹涅茨曲线形状相同。模拟的结果也较好地契合了真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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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是与中国类似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这种依赖技术

推动的经济增长将服从什么样的规律？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曲

线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又是什么？这两个问题经常困扰着我们，笔者尝试用修改的新增长理论

模型探究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经济增长和工资收入差距的关系。 

浩如烟海的理论和实证文献已经证明技术进步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经典的内生增

长模型把技术进步主要分为两种：中间产品质量升级的技术进步（Barro & Sala-i-Martin，1995, 

1997； Grossman & Elhanan Helpman，1991；钟春平、徐长生，2011）和中间产品种类增加

的技术进步（Barro & Sala-i-Martin，1995, Acemoglu & Fabrizio，2001；钟春平、徐长生，

2011）。而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亦为其维持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林毅夫和任若

恩（2007）指出技术进步是一个国家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中间产品质量升级

和中间产品种类增加的文献都未考虑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进步过程中的特殊规律，因而无法准

确地研究其经济增长规律和不同水平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异。进一步，Acemoglu & Fabrizio

（2001）的中间产品扩张模型区分了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两种工人。他们发现，在均

衡增长路径下，随着技术进步，两种工人的工资比率为定值。但是，由于其仍未考虑发展中

国家在技术引进中的特殊性，因而得出的结论也并不十分适合用来分析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规律。 

本文在已有文献（Barro & Martin，1995, 1997；Acemoglu & Fabrizio，2001）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个中间产品质量升级的内生增长模型。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创新。首先，我们根据

已有的文献（Marchetti, 1988,1996; Ayres, Robert, 1990a, 1990b; Grübler, Arnulf, 1990；郭熙保，

2000；林毅夫，2005）假设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的难度不断加大，表现为引进技

术成本的逐渐上升。其次，与笔者已知的文献不同，我们认为研发部门主要雇佣的是高水平

劳动力，而不是投入资本。 

研究结果表明，熟练劳动力越多经济增长越快，研究成本的上升将压低经济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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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最初由于技术引进成本较低，经济增长较快，但是随着技术引进成本的上升，只

有更多的熟练劳动力才能使经济保持长期、持续、高速的增长，且需要维持的熟练劳动力增

长率不断下降。随着技术进步，熟练劳动力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的增加，两种工人的工资差

距将先上升，后下降，类似库兹涅茨曲线。 

下文结构安排如是：第二部分介绍了经济增长模型。第三部分利用模型的均衡增长路径

探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工资差距。第四部分进行数据模拟。第五部分总结全文，并

提出政策建议。 

二、经济增长模型 

我们设有 N 种中间产品，企业雇佣熟练劳动力进行研发从而提高中间产品的科技水平。

当新中间产品出现时，旧的中间产品被淘汰，即，熊彼得的“毁灭性创新 ”过程，整个经

济通过不断地研发持续、长期增长。 

（一）生产过程 

本模型是建立在 Aghion & Howiit（1992）和 Barro & Martin (1995)的基础之上，考虑了

不同水平的劳动力和不同科技水平的中间产品。其中非熟练劳动力负责最终产品的生产；熟

练劳动力负责研发，以开发出更高水平的中间产品。 

在本模型中，我采用了 Spence (1976), Dixit & Stiglitz(1977), Ethier(1982)和 Romer(1987, 

1990)的对于企业 i 的最终产品方程： 

 1

1

( )
N

i i ij
j

Y AL X 



    (1) 

其中 Li 为企业 i 雇佣的非熟练劳动力数量，1 1  ， ijX 表示经过科技水平调整后的

企业 i 投入的中间产品 j 的数量，A表示生产率。设产品是按照一定的产品科技水平阶梯进

行升级的。设不同科技水平的中间产品构成一个等比数列，其比值为 1q  ，且它为中间产

品科技水平的度量指标。 

我们设每种中间产品都从 1开始升级，不同中间产品科技水平指标为
2 3, ,q q q …… jq

，

其中 j 代表科技水平。并且我们假设科技水平最高的中间产品会淘汰科技水平较低的中间

产品，那么对于不同的中间产品，市场上就只能存在一种科技水平最高的中间产品。 

则新的最终产品方程为： 

 1

1

( )j

j

N

i i ij
j

Y A L q X 






   (2) 

其中 iL 表示第 i 个企业雇佣的非熟练劳动力数量，设中间产品的价格为
jjP  ，设非熟

练劳动力和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分别为： ,L Hw w 。 

根据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和生产中间产品的企业是垄断企业的假设。我们可以求得 

各种中间产品的价格都相同，为 1/α，且不随时间变化。因此各种中间产品的需求量为： 

 
/(1 )1/(1 ) 2 /(1 ) ( ) j

jjX LA q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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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方程（3）代入方程（2）并对全部企业求和可得总产出方程： 

 
/(1 )2 /(1 ) 1/(1 ) j

j

Y A L q         (4) 

由方程(4)可以看出 Y 的增长由 j 决定。设， 

 
/(1 )j

j

Q q    (5) 

则Q代表科技水平上升速度，我们把 Q 称为总科技水平指数。 

把方程（5）代入方程（4），总产出 Y为， 

 2 /(1 ) 1/(1 )Y A LQ      (6) 

（二）研发过程 

1.垄断利润 

如果在某一种中间产品上企业进行创新，那么这种中间产品的科技水平阶梯就从
1jq 

上升到 jq
。设科技水平为 j 的中间产品在市场上存在的时间为

j
T 。 

我们用
jj 表示研发中间产品 j、科技水平阶梯为 j 的企业的利润流，如果利率 r 是常

数，那么发明科技水平为 j 的中间产品企业利润现值
jjV  为： 

 [1 exp( )] /
j j jj j jV rT r     ， (7) 

2. 垄断时间 

第一，设 jH 表示投入到第 j 种中间产品研发的熟练劳动力数量，这个数量可以是一个

企业投入，也可以是多个企业同时的全部投入。第二，设
jjp  为每单位时间研发成功的概

率。 jH 和
jjp  满足如下方程： 

 ( )
jj j jp H    (8) 

其中 ( )j  为与科技水平相关表示研发困难程度的函数，设一个中间产品的科技水平越

高投入同样的人力研发成功的概率越低，即 ( ) 0j   。从方程（8）可以看出在同等科技

水平下，投入的熟练劳动力越多研发成功的概率越大。 

设 ( )G  为垄断时间
jjT  的分布函数，则 ( )G  必满足以下条件： 

 / [1 ( )]
jjdG d G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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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jjp  在时间

jjT  内是常数。根据 (0) 0G  的初始条件，可以求解常微分方程（9），

得： 

( ) 1 exp( )
jjG p     。则垄断时间

jjT  的概率密度方程为： 

 ( ) ( ) exp( )
j jj jg G p p       (10) 

则发明科技水平为 j 的中间产品 j 的垄断企业的期望收益为： 

 
/(1 )1/(1 ) 2 /(1 )1

( ) ( ) [ ] /( )j

j jj jE V LA q r p   
 

 


 
  ， (11) 

3. 研究投入的决定 

当科技水平为 j 时，科技水平为 1j  的中间产品单位时间研发成功的概率为
jjp  。

对于追求科技水平为 1j  的中间产品研发的单位时间收益为： , 1( )
j jj jp E V   。所以对科

技水平为 1j  的中间产品研发的期望净收益流量为： , 1( )
j jj j j Hp E V H w    。在均衡增

长路径下，各种中间产品研发成功的概率必然相等，即
jjp p  为一定值。新中间产品研发

市场的无套利条件表明： , 1( ) 0
j jj j j Hp E V H w     ，则， 

 
, 1( )

jj

j
H

pE V
H

w

 
  (12) 

把（8）式代入无套利条件，有， 

 , 1( ) ( )
jj j HE V w     (13) 

把全部企业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加总，即把（12）式加总。并整理得熟练劳动力的均

衡工资： 

 
, 1( )

jj
j

H

p E V

w
H

 




 (14) 

联立方程（8）、（11）和（14）得： 

 /(1 )( )
jj

P Q

H q      (15) 

在均衡增长路径下，各种中间产品研发成功的概率必然相等，欲使每种中间产品研发

成功的概率相同，必令： 

/(1 )

1
( )

jj

Q

q   
   

其中 为由制度、文化等决定的研发成本，需要说明的是在发展中国家，我们把它看



 5

成是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的成本。 

把 ( )j  的表达式代入方程（14）可得各种中间产品研发成功的概率为： 

 
H

p


  (16) 

    这说明熟练劳动力的人数越多，研发成功的概率越大。研发成本越高，研发成功的概率

越低。 

（三）总科技水平指数 

由 Y、X 表达式可以看出： Y X Q    。即总产出、总中间产品的增长率都等于Q的

增长率。 

因为
/(1 )j

j

Q q   ，在第 j 种中间产品中，如果没有研发
/(1 )jq  

不会变化，如果

有新的中间产品研发成功Q就上升到
( 1) /(1 )jq    

，单位时间研发成功的概率为（15）式。

则每单位时间Q的期望变化率为：  

/(1 ) /(1 )( 1) ( 1)Q

H
p q q   


      

由于 Y X Q    ，总产出、总中间产品的增长率都为
/(1 )( 1)

H
q 


  。nL（四）家户 

   在这个模型中，我们根据拉姆齐模型设家户的效用函数为： 

1

0

1

1
tc

U e dt






 


  

其中 c 代表家户内部的人均消费，  代表时间偏好，为表示偏好平滑消费的程度。 

则家户的人均消费的增长路径为： 

(1/ )( )C r n      

经济中的总资源约束为： 

C Y X   

由于 Y、X 都将以相等的增长率增长，必有C=Y，可以得到均衡增长路径下的利率为： 

 /(1 )( 1) L

H
r q n n  


 

     
 

 (17) 

则均衡增长路径下的增长率为： 

 /(1 )( 1) L

H
q n 


    (18) 

把经济增长率的方程（17）对时间 t求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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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方程（17）和（18），可得命题 1： 

命题 1：经济增长将受熟练劳动力人数（H）和研发成本（）的影响。熟练劳动力人

数（H）越多，经济增长越快；研发成本（）越高，经济增长越慢。如果熟练劳动力（H）

的增长率大于研发成本（）的增长率则经济增长加速，反之，则经济增长放缓。 

这是因为：熟练劳动力越多，则参与研发的工人越多，研发成功的概率越大，技术进

步愈迅速，经济增长越快；研发成本越高，则研发成功的可能性越低，技术进步愈慢，经济

增长越慢。 

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工资差距 

 

（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诸多学者提出新技术的扩散服从先快后慢的特征（Marchetti 1988,1996; Ayres, 

Robert 1990a, 1990b; Grübler, Arnulf ,1990）)。而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也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发展存在后发优势（郭熙保，2000；林毅夫，2005）。 

因为最初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技术鸿沟，发展中国家引进中间产品的成本

较低，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差距的缩小，其模仿发达国家研发中间产品

的成本将不断升高，当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时，如果制度，文化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同，其

研发新中间产品的成本将与发达国家完全相同。根据有关技术扩散的文献（Marchetti 

1988,1996; Ayres, Robert 1990a, 1990b; Grübler, Arnulf ,1990），设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的成本

服从 Logistic 方程，即， 

 
0

( )
(1 )

d t
b

dt

 


   (20) 

其中 0 为发达国家的研发成本，并始终满足 0  ，b 为研发成本外生的变化率，因

此 b>0。（19）式的通解为： 0 1

bt

bt

Be

Be
 


，其中 B为 初始值决定的参数，由于 0  ，

必有 B>0。 

把 0 1

bt

bt

Be

Be
 


，带入方程（17）得到增长率的方程为： 

 
/(1 )

/(1 )

0

(1 )( 1)
( 1)

bt

bt

H H Be q
q

Be

 
 

 


  

    (21) 

研发成本的增长率 /    为： 

 
1 bt

b

Be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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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式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研发成本的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并最终趋近于 0。 

则根据命题 1 我们立即有： 

命题 2：发展中国家最初由于技术引进成本（）较低，经济增长较快，但是随着技术

引进成本（）的上升，只有更多的熟练劳动力（H）才能使经济保持长期、持续、高速的

增长，且需要维持的熟练劳动力（H）增长率不断下降。 

（二）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差距 

根据总产出方程（6），可以计算出市场对非熟练劳动力的总需求方程。在完全就业的

假设下，工资为： 

 1/(1 ) 2 /(1 )
Lw A Q     (23) 

方程（22）表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将随着技术引进与经济总量同步增长，但不受本

身供给数量的影响。 

把研发收入方程（11）、研发成功概率方程（15）和利率方程（16）代入熟练劳动力工

资方程（14）得： 

 

1/(1 ) 2 /(1 ) /(1 )

/(1 )

1
( ) [ ]

( 1)H

LA q
w Q

H q H

   

 

 


 

  





 
  

 (24) 

因此，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受到经济增长、非熟练劳动力数量、熟练劳动力数量、研发

成本四种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长推动熟练劳动力需求增加，导致工资上涨。对熟练劳动力的

需求随着非熟练劳动力的增加而扩大，其工资必然上升；熟练劳动力的供给增加将拉低此群

体的工资。研发成本的上升导致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工资下降。 

设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为两者之比：G(t)=wH/wL，则两者的工资差距

为： 

 

2 /(1 )

/(1 )

1
( ) [ ]

( 1)

L q
G

H q H

 

 

 


 








  

 (25) 

由此我们立即得命题 3。 

命题 3：研究成本（ζ）上升和熟练劳动力（H）越多，则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

的工资差距越小；非熟练劳动力（L）的增加将拉大两者的工资差距。 

研发成本上升导致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工资下降，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

的工资差距缩小。熟练劳动力人数的增加导致供给增加，拉低工资，而对非熟练工人工资无

影响，两者工资差距缩小。非熟练劳动力的增长导致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也将推高熟

练劳动力工资，由于非熟练工人工资不受其供给数量的影响，两者工资差距扩大。 

必须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谈的工资差异主要着眼于行业内部不同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差

异，而非行业间的工资差异。 

我们可以大致把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看成是受过大学教育和未受过大学教育的

两种工人，两者的收入差距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初期，

其人口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显著增长。但是此时更多的人口都是受教育水平较低的非熟练劳

动力，非熟练劳动力的大幅度扩张拉大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而研发成本

上升较慢，因此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初期工资不平等状况恶化。但是随着人们生活的进一步

改善，家庭更加重视子女的质量，而非数量，因此熟练劳动力迅猛增加，非熟练劳动力增速

放缓，同时研发成本也在不断上升。熟练劳动力增加和研发成本的上涨导致熟练劳动力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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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缩小，因此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后期工资不平等程度下降。由此我们

得到命题 4： 

命题 4：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引进过程中，熟练劳动力（H）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L）

的增加和研发成本（）的上升共同作用，导致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先上

升，后下降，与库兹涅茨曲线形状相同。 

 

四、模拟与历史数据的拟合 

 

为了更加清晰地说明模型结论，并检查模型与现实的拟合程度，下面选取参数的经验

值，对经济增长率、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进行模拟。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与模型的契合，我们把大专以上学历就业的劳动者看作熟练劳动

力 H，把具有大专以下学历就业的劳动者看作非熟练劳动力 L。把两者的工资之比作为熟练

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此外，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

我们把 1979 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即对于 1979 年来说，t=1，其余年份以此类推。 

（一）经济增长 

1.校准 

利用现实的数据，我们对经济增长率方程（20）中的参数 B、b 和 q 进行校准。我们把

发达国家的研发成本标准化为 1，即设0 为 1。有关发展中国家的最新研究认为为 0.333

（Ostry & Reinhart， 1992；Kodama， 2012）。 

考虑到经济增长率方程（20）的隐含假设为完全就业，我们利用实际就业人数而不是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全部人口数量进行校准。但是有关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就业人数的统计数

据最早始于 1996 年，所以我们利用的数据为 1996-2010 年之数据。鉴于需校准参数只有三

个，即 B、b 和 q。我们利用起始、中间、结束三年，即 1996、2003、2010 的数据对模型进

行了校准。利用 MATLAB 程序，得到校准结果： (B，b，q)=( 0.0043，0.2372，4.9128)。 

2. 模拟 

此后我们利用已经校准的参数，把 1996-2010 年大专以上学历就业人数作为 H 代入方

程（20）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模拟。为了与实际增长率比较，我们同时给出了 1996-2010

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模拟和实际数据如图（1）。横轴表示年份，纵轴表示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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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模拟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图（1）表明模拟的结果与实际增长率大致趋势相同。令人惊讶的一点是，虽然我们忽

略了资本、外贸、总人口数量，而只考虑了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就业人数这一因素，但是却

基本模拟出了与实际经济增长相近的结果。这说明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可以用技

术引进来解释，而技术引进的关键即为制造、吸收、使用相关机器的人才，只要具有了一定

受教育水平数量的人才，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有望持续，而不是像一些悲观的学者断言的那样，

中国的经济增长面临是否可以持续的问题。 

考虑到我们假设研发成本将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应当逐步放缓，但是我们发现，模拟的

经济增长率大致维持在 9%左右。这是由于大专以上人数的增长导致技术引进加速，从而推

动了经济增长。 

不可否认，此结论有赖于中国与美国等一流国家在整体技术水平上的差距依然巨大这一

现实，随着两者差距的缩小，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必将放缓。但是自从中国高校扩招以来，中

国受教育人口数量的显著增长将极大延缓中国经济走入低增长的进程。 

由于我们的模型为长期增长模型，没有考虑短期的冲击，所以在存在外部冲击的情况下，

模拟值和实际值的差距就会较大。例如 2007 年的冲击为投资的迅速扩张，并且由此导致中

央有关经济过热的担忧。 

（二）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差距 

由于缺乏不同受教育水平工人工资的数据，我们用大专以上工人占比最高的三个行业的

平均工资表示熟练劳动力的工资，用大专以下工人占比例最高的三个行业的工资作为非熟练

劳动力的工资。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此数据只有 1996-2008 年之数据。为了使实际工资的

数据更加准确，我们根据历年的 CPI 对工资进行了调整。 

1. 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 

为简化校准，我们把 A 设为 1。而其中的经济增长率γ我们用模拟的 1996-2008 年经济

增长率的平均值代替，其值为γ=0.09131。之后，我们利用大专以下工人的工资校准总科技

水平指数 Q= Q0exp（γt）的初始值 Q0=2834.1。把校准结果代入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方程（22）

得到模拟结果，同时我们也添加了实际数据与之对比，其结果如图（2）。 

模拟结果与理论结果相符。图像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大专以下工人的工资逐渐上

升。这是因为由于技术的进步，工人的生产率逐渐上升，而劳动力市场均衡的条件为工资等

于边际产出，由于生产率的上升，大专以下工人的边际产出上升，因此工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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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模拟和真实非熟练劳动力工资 

数据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2. 熟练劳动力工资 

根据已有的文献设定=2、=0.02（肖文、唐兆希，2012）。因为方程（23）的假设为完

全就业，把前文(B，b，q，Q0)的校准结果、A=1、γ=0.09131、实际的大专以上劳动者就业

数量 H 和大专以下劳动者就业数量 L 代入熟练劳动力工资方程（23），得到模拟的结果。为

了与真实值相比较，我们在模拟结果中添加了真实数据。结果见图（3）： 

 

图（3）模拟和实际熟练劳动力工资 

数据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模拟结果显示，自 1996 年开始大专以上工人的工资持续下降，至 2003 年达到谷底，之

后转为上升。模拟结果与真实值在 2003 年以前差距较大，同时趋势相反，这可能是因为当

时雇佣大专以上学历工人的雇主大都为国有企业、政府部门，他们压低了雇员的工资，因此

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者工资较低。而后来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为了适应市场经济，逐步调整

大专以上工人的工资，使之与市场接轨。最终自 2003 年开始模拟的结果与实际结果趋势相

同。 

3. 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差距 

由于没有更多需要校准的变量，我们直接利用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

方程（24），把(B，b，q)的校准结果、大专以上学历就业的劳动者数量作为 H、大专以下学

历就业人数作为 L 代入，得到对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差距的模拟结果，并列出

两者工资差距的实际值，结果如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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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差距 

数据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图（4）表明，2003-2008 年的模拟和实际值几近相同，而 1996-2003 年两者之间的差距

较大。模拟结果显示两种劳动力的工资差距不断收窄，这与我们的理论结果相符，但与事实

相悖。其原因为雇佣绝大多数大专以上学历劳动者的政府和国有企业压低了这些劳动者的工

资，只是后来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才有所改善。大专以上劳动者的工资由四个因素决定：经济

增长、大专以下就业人数、大专以上就业人数和研发成本，前两者推动工资上升，后两者导

致工资下降。研发成本的上升，大专以上工人数量的增加和大专以下工人数量的减少都导致

熟练劳动力工资上涨速度有所下降。而大专以下劳动者的工资与经济增长同步，因此两者的

工资差距将逐步收窄。但是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最终，两种劳动者的工资之差将为接受高等

教育的成本。滕瑜和朱晶（2011）也发现从 2004 年开始工业部门中，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

劳动力工资的差距在逐渐缩小。模拟结果也与马颖和秦永（2008）的理论模型得出的结论一

致。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不同于以往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我们提出，首先，随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水

平差距的缩小，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的障碍将日益增加。其次，研发的主体为熟

练劳动力，而不是简单的资本投入。研究结果表明，熟练劳动力和研发成本对技术进步有截

然相反的作用，所以经济增长速度将取决于二者哪一个占主导。前者主导经济增长加速，后

者占优经济增长放缓。发展中国家最初由于技术引进成本较低，经济增长较快，但是随着技

术引进成本的上升，只有更多的熟练劳动力才能使经济保持长期、持续、高速的增长，且需

要维持的熟练劳动力增长率不断下降。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过程中，

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将呈现倒 U 型变化——类似库兹涅茨曲线。 

研究结果的政策建议显而易见。 

（1）做好经济增长可能放缓的准备工作。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

技术，中国已经高速发展了近 30 年。但是现在，中国可以引进的技术越来越少，同时，引

进技术的非市场壁垒越来越多，在此情况下，经济放缓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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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挥中国当前的人才优势，推动创新，尽力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充分利用中国高

校扩招以来高素质人才急剧增加的机遇，利用这些高素质人才引进、研发新技术、新产品。

利用更多的创新推动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速增长。 

（3）彻底改革现有的科研人员管理体系和方法，充分调动个人积极性，促进技术进步

推动经济增长。鼓励科研人员参与技术转化成生产的过程，并明确和加大个人在新技术产业

化中收益分成的比例。使户口、档案等逐步与人才流动脱钩，促进人才在不同地区的流动。 

（4）消减从行业内部工资差距着手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经济政策。模型结论表明行业

内部工资差距将随着经济增长逐步缩小，所以我们可以消减从工资着手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的经济政策，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资产收益和行业差距上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这对

于解决当前的收入差距问题会更加有效。 

笔者的这篇论文还有很多缺陷。本文主要研究技术引进推动的经济增长过程，这并非否

定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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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it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Wage Gap：Based on the Skilled Labor and Unskilled Labor 

Yong Qing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the model of Barro &Martin, we classify the labor to unskilled labor and 

skilled labor to analyze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wage gap. Because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satisfies the Logistic function, the growth rat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must be declining unless 

there are more skilled labor. Meanwhile, the wage gap between skilled and unskilled labor will be 

decr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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