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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理论：以马尔萨斯为源头的
人口 －经济关系理论

蔡　窻

摘　要：马尔萨斯以最早探讨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经济学家身份，在相关经

济学演变中具有源头地位。本文揭示，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描述的低水平均衡状

态，直接为发展经济学中贫困陷阱理论奠定了分析基础；马尔萨斯也是最早采用两

部门分析的学者，为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提供了方法论借鉴；流行的人口红利研究则

是关于二元经济发展机制的一种假说及其经验验证；凯恩斯受马尔萨斯启发并影响

后人的研究，揭示了人口停滞对有效需求的制约，成为描述世界经济状态的长期停

滞假说的理论渊源。本文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及其各个阶段，分别与前

述以马尔萨斯为源头的理论具有对应性和相关性。本文还讨论了如何从以往的经济

理论中获得借鉴，同时为经济发展理论做出新的贡献。本文设想，把理论发展脉络

与中国实际问题相结合，完全有望发展出一个需求侧视角的长期增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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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ＪｏｈｎＭａｙｎａｒｄ

Ｋｅｙｎｅｓ）曾经感慨道：“如果是马尔萨斯而不是李嘉图成为１９世纪经济学领头

人，今天将是一个明智得多、富裕得多的世界！” （凯恩斯，１９９７：９７）从凯

恩斯成形的理论以及一些不尽成形的论述，可以看出这个说法并非凯恩斯一

时的心血来潮，甚至也并不是出自学术观点上的个人好恶，而是凯恩斯把自

己的研究结论与经济学说史相关联得出的严肃结论。撇开凯恩斯关于１９世纪

经济学发展情景的另类想象不说，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ｏｂｅｒｔＭａｌｔｈｕｓ）把人口与经济发展相联系起来的分析框架和结论，无论是对

经济发展理论还是对经济发展政策，的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

许多与当今世界发展难题关系密切的理论思潮、分析框架和政策主张，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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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少都打着马尔萨斯的烙印。

鉴于这些受马尔萨斯影响较深的理论流派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是落后国家

的后起赶超，因此，其在很大的程度上也与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过程、经历

和即将来临的发展阶段、曾经面临并予解决以及有待解决的问题等等，有着

十分贴近的联系。以中国的经验与这些理论进行相互印证，既非教条主义或

食洋不化，也非后见之明，而是具有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意义，对于以中

国经验丰富和发展既有理论，以及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都具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策含义。本文尝试从源远流长且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

贫困陷阱理论、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人口红利理论和长期停滞理论等方面，

考察马尔萨斯经济思想、分析方法的历史影响。

一、贫困陷阱理论的直接源头

马尔萨斯 （２００７）在其不朽名著 《人口原理》中，假设人口按照几何级

数增长，而以食物为代表的生活资料只能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结果便是人口

过度增长，经济增长的结果反而是贫困，人们的经济活动并不能满足养家糊

口的最低需要，最终，自然灾难、瘟疫、战争和饥馑对人口增长产生强制性

的抑制。如果从再生产的角度看，即便由于无论何种原因产生一个超过生存

需要的经济增长，由于随之而来的人口出生率提高和 （或）死亡率下降，增

加的人口将再一次摊薄产出的增量，使生活资料降到生存水平之下。换句话

说，正是由于这种人口与经济之间的 “负反馈机制”作用，才导致经济不断

回到并困于低水平均衡状态。

如果说马尔萨斯描述的这种贫困恶性循环是工业革命以前的真实写照，

那么在他写作这本书的时代，工业革命已经在英国蓬勃兴起， “马尔萨斯陷

阱”已经开始被打破。以致在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领域，很多人认为马尔萨

斯的结论已经不适用于他本人所处的那个时代，并且他用以论证结论的来自

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种种事例，具有粗糙、拼凑和随意堆砌的性质 （莫克

尔，２０２０：１—１４；Ｈｏｌｌａｎｄｅｒ，２０１７：２３７）。至于马尔萨斯饱受后人诟病的无

视技术进步的分析方法，更为主流的经济学所摒弃。

固然，《人口原理》一书反复地叙述了来自所谓 “文化落后地区”“近代

欧洲各国”等时间空间都差异性很大的事例，叠床架屋般地论证贫困陷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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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抑制。然而，从经济史角度公允地说，马尔萨斯列举的这些现象，的

确精准地刻画出了在前工业革命时代以及工业革命初期，世界各地都表现出

的贫困现象及其恶性循环。事实上，在工业革命经历了长期时滞之后，最终

呈现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之前，人类社会几千年都可以被看作是马尔萨斯

时代。而且，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所谓的 “大分流”，其中被遗忘的部分，即

发达国家之外仍然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分化出的落后地

区，仍然适用于以马尔萨斯意义上的贫困恶性循环来刻画。

因此，早期发展经济学中的贫困陷阱理论，就是按照马尔萨斯的分析传

统而形成的，在这些经济发展理论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式微之前，已经发展到很

高级的程度，而且至今不乏对于贫困现象的解释力。例如，一些经济学家从

两个方面尝试解释，为什么以拉格纳·纳克斯 （ＲａｇｎａｒＮｕｒｋｓｅ）为代表的古

典发展经济学至今仍然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早期古典发展经济学萃取了

历史上的发展经验，形成了所谓的高级发展理论，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启发了一些贫穷国家的最好经济赶超实践。另一方面，古典发展经济学被宣

告终结，以及随后 “华盛顿共识”的兴起，并非由于建立模型方法发展的结

果，而是出自对东亚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拉丁美洲发展的失败教训的误解，甚

至可以追溯到对亚当·斯密 （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发展理论的误读 （Ｋａｔｔｅｌ，Ｋｒｅｇｅｌ，

ａｎｄＲｅｉｎｅｒｔ，２００９）。

我们不妨就以纳克斯的经济发展模型为例，考察贫困陷阱理论与马尔萨

斯的理论渊源。这样做并不意味着纳克斯的理论有多么明显的马尔萨斯基因，

而是因为纳克斯可以作为发展经济学在学说史上达到顶峰时的高度。马尔萨

斯的经典逻辑是，由于存在报酬递减现象，随着人口密度的提高，人均资本

被稀释因而工资水平下降，终究导致静态的人口增长。

下面，让我们先借助图１中的内圈所表示的这个经济循环，理解贫困陷阱

理论普遍具有的基本原理。纳克斯的出发点就是马尔萨斯陷阱，即相对于其

他生产要素而言，过多的人口，导致经济处于停滞状态。纳克斯从生产不足

或低水平均衡状态出发，认为欠发达国家的贫困是一个因果循环，其中资本

不足既是这一因果链条的起点，也是其终点。低生产率导致低收入，进而导

致储蓄意愿不强和积累能力不足；资本形成不足反过来维系着这个产出不足

的循环。

纳克斯把这种恶性循环看作是一种稳定均衡状态，称之为 “欠发达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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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两侧两陷阱：供给制约的低水平均衡和需求制约的高水平均衡

（Ｂａｓｓ，２００９）。然而，与马尔萨斯理论根本不同之处在于，或者说看似不具有

马尔萨斯渊源之处在于，纳克斯并没有把自己理论的架构建立在人口过剩的

基础上，更没有从中引出抑制人口的政策涵义。在纳克斯看来，打破恶性循

环需要一个临界最小规模的储蓄水平和全面的大规模投资，或所谓 “平衡增

长”（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ｇｒｏｗｔｈ）和 “大推动”（ｂｉｇｐｕｓｈ）。不过，正是因为存在着人口

增长周而复始地把经济增长拉回到原来的均衡状态，才有这样的贫困陷阱，

并形成几乎所有贫困陷阱理论的初始点。只不过，与马尔萨斯早期理论乃至

后来的马尔萨斯主义者的主张不同，现代经济学家终究要找到打破这个恶性

循环的出路或外力。

二、二元经济发展模式的思想渊源

塞缪尔·霍兰德 （Ｈｏｌｌａｎｄｅｒ，２０１７：２３８）认为，马尔萨斯是最早严谨地

进行二元经济或两部门分析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区分农业与工商业作为对

应的两个部门，是依据如下这样的逻辑。在农业即谷物生产的部门，投入品

和产出品是同质的，在数量上可以进行比较；而在制造业和商业中，投入品

和产出品之间却不能进行数量比较，只能进行价值的比较 （马尔萨斯，１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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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因此，在使用 “高”和 “低”这种词汇时，用在 （工商业的）利润

上，总是指 “比率”或 “比例”而言；用在 （农业的）工资上，总是指 “数

量”或 “金额”而言 （马尔萨斯，１９６２：２１８）。在这样一个两个部门、两种

机制作用的二元模型中，利润率是在农业内先确定，然后，依据食品和制造

品之间的贸易条件变化应用于工业 （马尔萨斯，１９６２：２３８）。这种部门划分

和分析，固然并不等同于阿瑟·刘易斯 （ＷＡｒｔｈｕｒＬｅｗｉｓ）二元经济模型，但

是同后者的农业部门或不使用资本进行生产的 “维持生计”部门与资本主义

部门相对应的二分法，已经内在地相通了 （Ｌｅｗｉｓ，１９５４）。

作为二元部门划分中的重要一方，农业的特殊性显然在于其作为人口过

度增长而形成的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只需加上若干条件的限制或说明，马

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便可以应用于传统农业部门。虽然人口转变理论，即人口

再生产模式分别经历 “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到 “高出生率 －低

死亡率－高增长率”再到 “低出生率－低死亡率 －低增长率”三个阶段的理

论，在刘易斯写作的时代已经形成，① 对此，刘易斯既有所了解，却也有可能

了解得不够充分和全面。例如，他自称对于死亡率下降的机理了解得比较确

切，对于出生率变化的机理却知之甚少 （Ｌｅｗｉｓ，１９５４）。但是，这种了解已经

足够，因为刘易斯所处的时代或者他所描述的情境，正是死亡率已经下降，

而出生率仍然较高的人口转变第二个阶段，因此，他和马尔萨斯一致同意的

是，经济增长和相应的一定程度工资提高，必然会使农业中累积起过剩人口，

进而增加劳动力供给。②

由于工商业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所以前者并不承受劳动力过剩的后

果。而在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中，剩余劳动力反而成为工商业发展的有

利条件。应该说，写作 《政治经济学原理》时的马尔萨斯以及刘易斯，都把

过剩人口的性质限制在农业部门，从构建二元部门分析框架来看无疑是正确

的。由于有报酬递减这个假设前提，马尔萨斯 （１９６２：３３６）认识到，在劳动

力充裕条件下，为任何数量的资本寻找有利的运用途径都没有什么困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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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领域学说史的一个简述，请参见Ｃａｌｄｗｅｌｌ（１９７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作者认为并曾阐释，各国的一般经济发展在马尔萨斯贫困陷阱

阶段与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之间，存在着一个格尔茨内卷化发展阶段 （蔡窻，

２０１５）。



在理论逻辑上对应着这样一种假设，即劳动力充足可以避免资本报酬递减现

象的发生，这无疑也与刘易斯描述的在工资不变条件下，随着非农部门资本

积累的扩大，可以不断吸收剩余劳动力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相契合。

保罗·克鲁格曼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４）曾经系统讨论过发展经济学的兴衰，

主要解释了在 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到 ７０年代曾经达到巅峰的早期发展经济学

（ｈｉｇ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何以在后来的经济学演进中日益变得籍籍无名，

并导致整个发展经济学被主流经济学圈子所抛弃。他认为，以保罗·罗森斯

坦－罗丹 （ＰａｕｌＲｏｓ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ｏｄａｎ）、阿尔伯特·奥托·赫希曼 （ＡｌｂｅｒｔＯｔｔｏ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贡纳尔·缪尔达尔 （ＫＧｕｎｎａｒＭｙｒｄａｌ）、拉格纳·纳克斯等人为

代表的那个巅峰时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其理论框架中都有 “规模经济”或

“报酬递增”的假设，而这个假设在当时，从经济学的分析技术上来说尚无法

建立起标准的理论模型。因此，随着经济学日益走向精准模型化，受困于此

而不能与时俱进的发展经济学便式微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赫希曼是克

鲁格曼评论的主要对象，并且被称为 “悲剧性英雄”。无独有偶，曾经最著名

的对于这个时期发展经济学的批评者迪帕克·拉尔 （ＤｅｅｐａｋＬａｌ），也把赫希

曼作为批评对象，反对其结构主义方法及结论，拉尔自己则倡导亲近市场机

制的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①

但是，作为这个巅峰时期发展经济学的一位杰出代表，刘易斯把立论的

基础建立在劳动力无限供给假设之上，即由于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农业中

已经积累起大量边际生产力为零或负数的剩余劳动力，② 工业不断吸收劳动力

而无须把工资实质性地提高到农业报酬的水平之上，并且可以获得收益从而

持续增长的循环动力，因而，对他来说，无须做出规模经济的假设，便足以

搭建起二元经济理论框架 （Ｌｅｗｉｓ，１９５４；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４）。刘易斯在其 《劳

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开篇伊始便指出：本文是按照古

典经济学的传统写作的，做出了古典的假设，提出了古典的问题 （Ｌｅｗｉｓ，

１９５４）。而在霍兰德 （Ｈｏｌｌａｎｄｅｒ，２０１７：２３７）看来，正是由于马尔萨斯基于

报酬递减原则得出了实际工资下降的结论，为正统的古典增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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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拉尔 （１９９２）。
正因为如此，本文作者把 “格尔茨内卷化发展”作为 “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与 “刘易

斯二元经济发展”之间的一个发展阶段 （蔡窻，２０１５）。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ｍｏｄｅｌ）奠定了基础。

在这方面，马尔萨斯不仅指出在土地有限的条件下，工资与利润同时下

降的现象，而且特别强调了相对于资本，劳动力无限供给导致工资独自下降

的现象。不过，在他的假设中，工资也是可以有所增长的，以此作为人口增

长从而劳动力供给充足的必要条件，同时又不能让工资增长过快，以免造成

对劳动力需求的降低 （马尔萨斯，１９６２：１９３）。所有这些，都成为刘易斯二

元经济理论模型的重要起点和内含假设。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兴起并逐渐流行的人口红利理论认为，人口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既不是来自于人口增长率，也不是由于人口总量变化，而是特定的人口

年龄结构 （从而丰富的劳动力），可以被转化为经济增长的额外源泉，从而创

造出人口红利 （Ｂｌｏｏｍ，Ｃ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ｅｖｉｌｌａ，２００２）。严格地说，关于人口红

利的研究算不上是一个独立的人口 －经济关系理论，也不能说以此为基点已

经形成了某种成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不过，一批学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

特别是使用增长核算方法对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贡献做出定量估计，可以在

现代增长理论的意义上加深和拓展对刘易斯模型的认识；或者从更宽泛一些

的角度来看，一些经济学家从事国民收入转移核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ＮＴＡ）的研究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０１３），

对于宏观经济学理解人口与储蓄、消费、养老等行为的关系，具有技术和方

法意义上的重要贡献。

三、长期停滞理论的历史逻辑

凯恩斯 （１９９７：１０２）在评论马尔萨斯时讲过这样的话：虽然我们永远也

无法抛弃使我们升高的这一阶梯，但这绝不说明我们不能借助于它更进一步。

很显然，对待马尔萨斯的思想遗产，凯恩斯所持的就是这样的态度。从马尔

萨斯那里，凯恩斯无疑可以获得诸多的启发，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储蓄与投

资的平衡，以及消费与生产的平衡。特别是马尔萨斯提出的有效需求概念，

成为了后来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然而，值得提出的一个经济学说史的

假设情景是，按照马尔萨斯的内在逻辑，作为超级崇拜者并且自身成就无比

巨大的凯恩斯，原本可以构造起一个需求视角的 （长期）增长理论。

如果我们从后人的角度，对凯恩斯这方面散见的论述及感想做一个远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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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鸟瞰的话，或可不揣冒昧地做出一个猜想，凯恩斯与一个本该以他本人命

名，或者与马尔萨斯共同命名的增长理论数次擦肩而过。凯恩斯太过聪明、

热衷于辩论，以致终究没有严肃地追寻这个线索，只是忍不住逞口舌之利，

甚至在面对争辩对手批评他没有考虑长期问题时，竟然自鸣得意却语焉不详

地宣称，长期来看我们都将死去。从学说史的角度看，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

讽刺，也是一个无比的遗憾。至此，让我们再回到图１，观察其外圈表达的这

个经济循环过程，看一看凯恩斯没有为后人建立起来的增长理论大略是个什

么样子。

这个循环不同于马尔萨斯陷阱的关键点，在于做出了劳动力短缺和资本

报酬递减的假设，因此，一方面，收入差距的存在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另一

方面，投资意愿低导致过度储蓄。这就造成一个因有效需求不足而形成的非

良性循环，或者说高水平均衡状态。当年的发展经济学流传着一句名言：“一

个国家贫困是因为其贫困”（Ａ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ｓｐｏｏｒ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ｔｉｓｐｏｏｒ），被称为纳克

斯招牌式的表述 （ＫｕｋｋａｎｄＫｕｋｋ，２００９）。我们借用这个语式，考虑到 “贫

穷的”（ｐｏｏｒ）这个词汇在英文中的多重细微含义，对图１的里圈和外圈所描

述的两个不同的循环特征做出以下概括：其一，对里圈所表示的循环，可以

说一个国家贫困，是由于人口增长过度造成供给侧能力捉襟见肘；其二，对

外圈表示的循环，可以说一个国家停滞，是由于人口增长不足造成需求侧能

力羸弱无力。

在 《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卷第一章第二节中，马尔萨斯 （１９６２：２５８—

２６０）不仅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提供了学说史的源流，更是把自己的人口理论

与经济发展理论做了衔接，闪烁出从需求侧构造长期经济发展理论的熹微曙

光。我们用供求曲线设想一个需求制约和解除制约后的增长路径。图２中假设

需求曲线Ｄ仅表达人口增长所决定的有效需求，则Ｄ１是没有弹性的，即过度

人口不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即便供给侧潜在增长能力能够提高，譬如供给

曲线从Ｓ１提高到Ｓ２，这个无弹性的需求也不予支持。这时，实际产出只能是

Ｑ０。设想Ｄ２是能够实现就业并有工资增长从而收入增长的人口需求，则 Ｄ２
便有了必要的弹性，可以保障供给侧潜在增长率提高的有效需求条件，当供

给曲线从Ｓ１提高到Ｓ２时，实际产出可以增长到Ｑ１的水平上。

这里，我们也可以把Ｄ１看作是纯粹马尔萨斯意义上的人口因素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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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需求制约和解除制约后的经济增长路径

需求曲线，而把Ｄ２看作是打破马尔萨斯陷阱之后，考虑到就业、工资增长、

收入分配等因素之后的人口因素所决定的需求曲线。由此，便产生了凯恩斯

所谓的两个 “马尔萨斯魔鬼”，一个就是马尔萨斯强调的人口过度增长导致的

生活水平降低，另一个则是马尔萨斯所不知道的，即人口增长停滞带来的失

业 （包括劳动和资本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凯恩斯从需求方面提出问题，即人

口增长停滞会减少消费因而造成产出过剩，认为人们在锁住人口 “魔鬼”的

同时，如果应对不当则会放出失业这个 “魔鬼”，这将给经济增长带来灾难性

后果 （Ｋｅｙｎｅｓ，１９７８）。对应图２所示，第一个 “魔鬼”是人口过度增长造成

的Ｄ１和Ｑ０的情景，第二个 “魔鬼”则是由于人口增长停滞，导致不同于图２

中所示Ｄ２支撑Ｓ２的另类情景。

遵循类似的思路，继凯恩斯 １９３７年的著名演讲之后，阿尔文·汉森

（ＡｌｖｉｎＨａｎｓｅｎ）于次年在大西洋彼岸也做了一个演讲，可谓凯恩斯演讲的下

编 （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０４）。他的整体逻辑是，停滞的人口增长产生对总需求的不利

影响，生产性资源长期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特别是资本需求羸弱，导致储蓄

不能转化为投资需求。而由于存在着收入差距，再分配缺失使得社会福利支

出不能得到必要的增加，因此，消费需求扩大也不足以抵消投资需求下降的

效果。由于他认为技术创新、新领域的发现和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

因，因此，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人口因素便足以从需求侧制约经济增

长。他把这种现象称为 “长期停滞”（ｓｅｃｕｌａｒ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这样就与马尔萨斯

的逻辑产生了血脉相承的关系。

根据霍兰德 （Ｈｏｌｌａｎｄｅｒ，２０１７：２４２）所言，马尔萨斯也是最早分析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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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停滞问题的学者，即在存在很大的 （供给侧）增长潜力的条件下，总需求

不足便会产生阻碍产出持续增长的效应，并由于消费的减少从而储蓄的增加

压低投资回报率。用马尔萨斯 （１９６２：２９８）自己的话说，生产能力无论多么

大，都不能单独保障自身潜力得到发挥，而是需要以对全部产品的有效需求

得到充分释放为前提。并且，他还指出了产品分配方式及其与消费者的适应

性，是保持有效需求的重要条件。最后这一点，在１９３７年凯恩斯和１９３８年汉

森的演讲中也都予以涉及。

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历史总是重复自己。劳伦斯·萨默斯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ＨＳｕｍｍｅｒｓ）指出，至少从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由美国乃至西

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就陷入长期停滞，表现为低长期利率、低通货膨胀率

和低经济增长率 （Ｓｕｍｍｅｒｓ，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如果做出完整理解的话，这个长

期停滞既是供给侧现象也是需求侧现象。虽然萨默斯把长期停滞归咎为宏观

经济政策中的需求不足问题 （Ｓｕｍｍｅｒｓ，２０１８），但是，他和合作者概括的人

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同时也指出了长期停滞问题的供给侧根源

（Ｅｇｇｅｒｔｓｓｏｎ，Ｌａｎｃａｓｔｒｅ，ａｎｄＳｕｍｍｅｒｓ，２０１９）。即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一

方面，经济活动人口比例降低会导致经济增长减速；另一方面，通过资本深

化提高劳均资本，或者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可以抵消老龄化

的负面效果。然而，一旦名义利率下限制约利率的调整，① 这种供给侧的抵消

因素则不能发挥作用。也就是说，老龄化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改善，

最终是从需求侧表现出来的。

四、中国发展实践的理论对应性

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并不能无条件地证明任何现有的理论假说，同时

却可以在几乎所有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中，因时因地找到对应性和相关性。②

首先，改革开放之前，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和政策失误，特别是 “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中国经济濒临崩溃，可以说一度处于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之中。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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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的数据，１９７８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仅为１５８美元，

相当于南部撒哈拉贫穷国家平均水平的３１６％。由于这主要是体制弊端导致

的结果，因此，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一招是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在农

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一举打破贫困恶性循环，解决了普遍贫困的问题。

与此同时，农业剩余劳动力也从隐蔽状态显现化。不无巧合的是，几乎在同

时，国家也开始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率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大幅度

下降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降到２１的更替水平之下。

其次，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在非农产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随着阻

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障碍不断得到拆除，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经过从种粮到

农林牧副渔、从农业到乡镇企业、从村庄到小城镇、从农村到城市、从中西

部到沿海地区等阶段，得到大规模的重新配置。这个过程在宏观层面创造了

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在微观层面扩大了

劳动参与率，增加了城乡居民收入。在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非农产业

发展得益于充分供给的劳动力以及低廉的工资成本，赢得了制造业比较优势

和国际竞争力。随着剩余劳动力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吸纳，劳动力无限供给特

征便逐渐消失，在２００４年前后，中国经济迎来其刘易斯转折点。这个剩余劳

动力转移促进工业化、城市化及至经济发展的过程，诠释了一个既是经典的、

同时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发展全过程。

再次，人口红利也恰好产生于改革开放的这个时期，并在上述经济发展

过程中体现出来并得到兑现。１９８０—２０１０年期间，中国１５—５９岁劳动年龄人

口以年均１８％的速度增长，而非劳动年龄人口 （青少年和老年人）同期增长

率则为－０２％，使人口抚养比 （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不

断下降。这个人口特征因素，通过保障劳动力数量的充分供给、劳动者素质

的迅速改善、储蓄率和投资回报率双双居高、劳动力转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等机制，形成了这一时期很高的潜在增长能力，从而推动实现了高达１０１％

的ＧＤＰ实际增长率。由于这些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都与人口结构的变化

相关，因此可以说，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大大得益于人口红利。

最后，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是特定人口转变阶段的结果，

因此只是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也就是说，人口红利不是永恒的经济增长源泉。

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两个转折点，也就是随着人口红利消失，

经济增长减速乃至产生长期停滞倾向的两个重要步骤。在２０１０年，中国的劳

３１

万物理论：以马尔萨斯为源头的人口－经济关系理论 ◎



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

慢、资本回报率下降、资源重新配置空间缩小，都导致潜在增长率降低，使

中国的实际增长进入减速时代。据预测，中国总人口的峰值预计在２０２５年左

右到达，随后中国便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根据理论预期和国际经验，这个

转折点的到来，不可避免会产生削弱需求，特别是抑制消费需求的效应，使

中国经济增长受到需求侧制约。一旦社会总需求不能支撑供给侧潜在增长率，

则经济增长就会经常性出现负增长缺口。①

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无疑为诸多经济发展理论提供了检验自身的丰富

素材，也确实使一些分析框架得到了用武之地。这也是在意料之中的。毕竟，

各种理论都旨在帮助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分析特定发展阶段遇到的特定问

题，进而从特定的角度认识事物变化趋势。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是永恒存在的，更是发展中国家在实现赶超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可以说

由之产生的挑战贯穿了整个经济史，相关的命题则成为经济学说史的一条重

要脉络。从这个意义上，作为第一位公认的人口学家和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

的马尔萨斯，因其理论的源远流长，确实具有 “万物理论”的特质。

然而，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归根结底在于实行改革开放，在于改革开

放在方向选择和推进方式上的正确性。离开这一根本，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

其他发展中国家，任何经济理论和先验的模式都不可能变为现实。从另一个

角度来看，即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演进逻辑以及面临的挑战来看，完全应该也

可以根据自身的实践，形成一个需求侧视角的长期增长理论。迄今为止，经

济增长理论都是着眼于供给侧增长能力和条件的分析，然而，中国在新的经

济发展阶段和人口转变阶段上，既遇到供给侧冲击，也即将面临需求侧冲击，

应对挑战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探索，带来丰富和发展现代经济学的机遇。

五、如何活用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

凯恩斯有句名言：实干家总是以为自己不受任何成见的左右，其实他们

往往已被某个已故的经济学家所俘获。这句话可以有两个延伸的含义。其一，

政策制定者有意识地制定的政策，归根结底是有其经济学思想渊源的。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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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上含义确有其事并且不可避免的话，为了提高这种受启发过程的效率，

并使其具有更精准的取向，政策制定者和经济研究者应该主动从学说史中汲

取营养。或许正是出于这个想法，凯恩斯认为，追溯学说史是在从事研究的

过程中打开脑洞的必要开端。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文以 “万物理论”为主标题，既非为了从一部描写

斯蒂芬·威廉·霍金 （Ｓｔｅｐｈｅ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ａｗｋｉｎｇ）的同名电影那里蹭热度，也

并不仅仅是以夸张的方式表示对马尔萨斯历史贡献的折服。在经济学文献的

阅读中，一个经常让人惊叹不已的现象是，许多看似十分不同，甚至彼此尖

锐对立的争论双方的理论，其实内在里有着极多的共同点，无论是就其逻辑、

结论还是政策涵义而言。作为一个经济学说史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即如果

我们自己不是专门从事经济学说史的研究，而只是为了从中找到对于我们思

考的现实问题有所启发的东西的话，务必要秉持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换句

话说，需要以脑洞大开的态度对待学说史，非此则不能取得打开脑洞的结果。

经济学发展中异彩纷呈的思想流派，甚至经济学的学科分支、门类等划

分，各自都只是经济发展和运行的某个侧面的反映。无论分类依据是时间还

是空间、内在还是外表、抽象还是具象，乃至人为划定的如 “楚河汉界”般

的各个组成部门，如产业或部门、不同收入组、发达与不发达、二元结构、

两部门等等，皆是如此。特别是当经济学本身越来越强调抽象，越来越痴迷

于建立 “简化，再简化”的模型时 （克鲁格曼，２０２０），便更是如此。不仅如

此，每一种被认为自成一家的学说，自身也不乏内在的矛盾，业已成形的体

系与面对新问题进行的不成熟探索，甚至可能以对立的方式交织在一起。越

来越精细、简单、数学化的理论模型固然可以减少这些自相矛盾甚至不能自

洽的现象，同时便也失去了思想发展过程的丰富与鲜活的特性。

在面对这种种分门别类做法的情况下，从事经济研究的群体和个体，为

了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或学术归属感，通常要选择加入一个分类的行列，如

自称人口经济学家、工业经济学家或其他，或者在学术观点上主动地选边站，

如自称凯恩斯主义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或其他。有些人根据自己的需要，

在不同的场合会捡起某某学派的工具为我所用；另一些人则更注重保持分析

方法和观点的一以贯之，或者具有某种程度的 “忠诚度”，因此会比较稳定地

运用特定学派的分析工具，或引述其学术观点。这种山头林立、壁垒森严、

各为其主的画地为牢，使得经济学各种理论流派陷入旷日持久的有益或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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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端，或者 “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循环往复之中，非黑即白、非此即彼，要

么被奉为主流，要么被主流摒弃，这对人类智慧的历史积淀委实造成极大的

浪费。

培养兼收并蓄的情怀和工作习惯，一个有益的方法便是把客观世界中的

现实问题及其演变路径，与特定的理论流派对应起来，借鉴后者有益于分析

特定问题的优长之处，暂且丢开其不相干的方面。本文作者曾经对经济史上

的发展阶段进行过一个划分 （蔡窻，２０１５），即一般会经历：（１）马尔萨斯贫

困陷阱 （Ｍ类型增长）；（２）格尔茨内卷化发展 （Ｇ类型增长）；（３）刘易斯二

元经济发展 （Ｌ类型增长）；（４）刘易斯转折点 （Ｔ类型增长）；以及 （５）索

洛新古典增长 （Ｓ类型增长）。这些发展阶段或增长类型，分别对应着某些相

对有针对性的理论解释，我们自然应该借来使用。

在上述分类中，前四个阶段及其对应的理论，都与本文讨论的马尔萨斯

理论传统相关，并且已经在中国经验中找到了用武之地。而随着人口红利的

消失，中国经济增长不再能够从投入型增长模式获得持续驱动力，资源重新

配置的空间也在缩减，因而越来越需要倚仗罗伯特·索洛 （ＲｏｂｅｒｔＭＳｏｌｏｗ）

强调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就这个意义而言，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挑战，

经济学家更加关注与索洛相关的、旨在探讨生产率源泉的经济理论，既可以

秉持历史逻辑上的传承性，也符合问题导向的与时俱进品质要求，从而形成

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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