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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去年北京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903
元，占人均GDP约40%。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王
建铆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慢
于人均 GDP 的增长，这绝对
是不可持续的。

应进一步减免中小
企业税收

新京报：为什么北京和上
海的人均 GDP 会率先达到

“富裕国家水平”？
王建铆：这其中有历史因

素。上述地区原先就有经济
文化比较发达的基础，比如上
海以前是老工业基地，此外还
有长江出海口的地理位置优
势，随着产业不断升级，人均
GDP 就自然上去了。当然还
有政治因素，比如北京是全国
政治中心，中央政府机关和很
多公司总部、名牌大学都设在
北京，所以人均 GDP 领先于
其他地区是很自然的。

此外，也有“水涨船高”的
因素。2010年，中国经济整体
上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经济
体”的行列，去年中国经济整
体实际增长比较快，通胀水平
比较高，人民币升值也比较
快。此外，12276 美元的高收
入经济体“及格线”是世界银
行 2010 年的标准，2011 年的
标准还没有出台，可能会在
2010 年的基础上再向上调整
约 100 美元。但即使如此，北

京和上海的人均 GDP 还是肯
定在 2011 年进入了高收入经
济体的行列。

新京报：中小企业的税收
体系是否还有改革空间？

王建铆：小企业创造就业
能力最强，占用各种资源却最
少，因而它们是最有效率的企
业。国家应该进一步减免它
们的税收，同时要求这些小企
业为员工缴纳社保，实现社保
全覆盖。这样全社会才会有
足够的“安全感”，而“安全感”
是“幸福感”中非常重要的一
部分。

中国正接近“刘易
斯拐点”

新京报：我国人均 GDP
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是
否同步？

王建铆：从长期来看，应
该大体上同步。但中国的实
际情况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增 长 多 年 来 一 直 慢 于 人 均
GDP 的增长。这绝对是不可
持续的。这和我们国家的发
展战略和发展方式有关，因为
以前的五年计划中都明确设
定目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的增速慢于人均 GDP 的增
速。“十二五”规划中第一次提
出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
别年均增长 7%以上”这一快
于人均 GDP 增长的目标，但
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

新京报：你认为何时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才会快于
人均GDP的增长？

王建铆：中国正在接近
“刘易斯拐点”，今后必然要出
现一段时间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增长快于人均 GDP 的增
长，只有这样，人均可支配收
入和人均 GDP 的比率才能提
高到一个合理的水平。

同时，中国还需要提高社
会保障水平。这就要求高效
率的投资和高效率的政府。

如果投资效率低，固定资
产对 GDP 的比例会提高，固
定资产折旧在国民收入初次
分配中的比重会相应提高，营
业盈余中投资的比重也会提
高，这样就不可能提高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比重和提高社会
保障水平。如果政府效率低，
生产税净额在国民收入初次
分配中比重会提高，营业盈余
中政府税收的比重也会提高，
这样也就不可能提高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比重和提高社会
保障水平。

韩国的经验表明，如果
在“刘易斯拐点”前后一段时
间 进 行 大 量 低 效 率 投 资 的
话，人均 GDP 的增长明显快
于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会 引 爆

“粗放发展危机”，导致人均
可支配收入相对值甚至绝对
值的下降。因此，转变发展
方式是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快于人均 GDP 增长的
先决条件。

本报记者 沈玮青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王建铆：

人均可支配收入低速增长不可持续

数据显示，中国人均GDP
的增长付出了巨大的能耗代
价。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
部发展战略处处长高辉清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
人均 GDP 的含金量不是很
高，人均 GDP 里有很多牺牲
的成分。所谓牺牲的成分就
是没有把环境污染、劳动力价
格低估等成分算进来，本来应
该扣除更多的成本和中间投
入但没有扣。

地区之间人均GDP
不平衡

新京报：去年北京人均
GDP 达 80394 元，接近富裕国
家水平，与国际大都市相比差
距在哪里？

高辉清：北京跟纽约、伦
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最大的
差别可能是在金融产业方面，
这些国际大都市的金融产业
所占比重非常大，都是国际金
融中心。我们第三产业中高
附加值的行业占比不如国际
大都市。

新京报：2010 年北京人
均 GDP 为 7.59 万元人民币，
而 西 藏 人 均 GDP 仅 1.37 万

元，中国人均 GDP 不平衡原
因是什么？

高辉清：历史上地区之间
就存在比较大的差距。相对
来说，北京、上海以前经济就
较为发达。改革开放后，一些
地理位置占优势的地区率先
进行改革开放，就获得了先行
发展的机会，这就加大了地域
间差距。

近年来由于国家实施西
部大开发，中西部地区发展速
度较快，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地区差距不断加大的趋势，但
事实上差距依然很明显。

人均 GDP 里有牺
牲的成分

新京报：数据上北京人均
GDP接近富裕国家水平，但这
与 老 百 姓 的 实 际 感 受 有 差
异。原因在哪里？

高辉清：首先，北京的经
济发展水平确实落后于国际
大城市，在绝对水平上有差
距。同时，人均 GDP 统计的
是平均水平，中国的贫富差距
还是比较大的，这使得一般老
百姓的感受与平均统计数据
不是很一致。对于生活水平

较低的居民，他们肯定不会感
觉到接近富裕国家水平。

新京报：城镇居民人均收
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为40%，
这个比重意味着什么？

高辉清：这个水平还是比
较低的。GDP 理论上讲可以
分为居民收入、政府收入和企
业收入，但是 GDP 的统计方
法不是从收入方面统计的，所
以不能简单看比值。

目前国家收入比企业收
入的增速快，企业收入增速又
高于居民收入，所以人均收入
占人均 GDP 比重较低，人均
GDP在较高的水平上，老百姓
的收入增长却没那么快。

新京报：数据显示，中国
人均 GDP 的增长付出了巨大
的能耗代价。

高 辉 清 ：这 个 是 肯 定
的。中国人均 GDP 的含金
量不是很高，人均 GDP 里有
很多牺牲的成分。所谓牺牲
的 成 分 就 是 没 有 把 环 境 污
染，劳动力价格低估等成分
算进来，本来应该扣除更多
的成本和中间投入，但是没
有扣，所以中国人均 GDP 的
质量不高。

本报记者 李蕾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发展战略处处长高辉清：

中国人均GDP含金量不是很高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王建铆。

中 国 人 均
GDP 的 含 金 量
不是很高，人均
GDP 里 有 很 多
牺 牲 的 成 分 。
所 谓 牺 牲 的 成
分 就 是 没 有 把
环境污染、劳动
力 价 格 低 估 等
成分算进来，本
来 应 该 扣 除 更
多 的 成 本 和 中
间投入，但是没
有扣，所以中国
人均 GDP 的质
量不高。

中 国 正 在
接近“刘易斯拐
点”，今后必然
要 出 现 一 段 时
间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的 增 长 快
于人均 GDP 的
增 长 ，只 有 这
样，人均可支配
收 入 和 人 均
GDP 的 比 率 才
能 提 高 到 一 个
合理的水平。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发展战略处处长高辉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