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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刘易斯模型面临着挑战并具有扩展、创新的内在要求 ,把刘易斯模型应用于珠三角地区二元经济演化和

工业化路径分析时 ,该地区表现出刘易斯模型未能覆盖和未曾分析的特殊模式 ,而其特殊性主要是在一个开放条件

下的演化增长 ,从而拓展了传统刘易斯模型的封闭系统分析框架 ,构建了由资本、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口贸易、技术

转移等这四个要素组成的开放型二元经济演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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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是发展经济学的经典理论

之一 ,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意味着传统农业部门比

重的相对缩减和现代工业部门比重的相对增加 ,即

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过程是一个工业化的过程。刘

易斯模型随着发展经济学的不断发展 ,面临着挑战

并具有扩展、创新的内在要求。

1 　刘易斯模型的理论框架 (即二元经
济现代工业化模型)

　　刘易斯在 1954 年发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

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 ,把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二元性

明确地刻画出来 ,以“资本主义”部门 (即现代部门)

和“维持生计”部门 (即传统农业部门)这两部门劳动

力的转移为核心构建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经济增

长模型。

在图 1 中 ,横轴表示劳动数量 ,纵轴表示边际生

产率和工资的数量 , MPL 曲线表示边际劳动生产

率 ,OS 为传统部门的平均收入 ,OW 是现代部门的

工资 ,为了诱导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

转移 ,必须保证 OW > OS ,也就是说 ,工业部门只要

提供略高于农业部门的工资便可得到源源不断的劳

动力供给。

　　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 ,现代部门对劳动力的

需求 ,直到它向劳动力支付的工资等于劳动力的边

际生产率 MPL 的那一点为止。因此 , P0 初始均衡

点 ,在这一点 ,现代部门劳动力就业数量为 OL 0 ,总

图 1 　二元经济模型

产出水平为 OL 0 P0 M0 ,其中 WM0 P0 为资本家的利

润。由于工业部门追求利润最大化 ,注重积累 ,可以

通过利润再投资的积累来扩张规模 ,从而增强吸收

农业剩余劳动力 ,那么 MPL 曲线将移动到下一阶

段的 M1 P1 。在这个阶段 ,现代部门的就业水平为

OL 1 ,利润的规模上升为 WM1 P1 ,也就是说 ,如果资

本家不断地将利润用于再投资 ,利润以不变的工资

率吸收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那么“剩余越来

越多 ,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 ,而且这个过程一直继续

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 1 ] 。

在模型中 ,剩余劳动力消失的那点是 P2 ,劳动

就业的数量为 OL 2 ,过了这一点 ,劳动力变为稀缺的

生产要素 ,工资水平开始上升 ,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供

给不再具有完全的弹性。这意味着 ,现代部门为了

使用更多的劳动力 ,就必须与传统部门展开竞争。

此时 ,刘易斯模型就解释了二元经济结构发展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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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也就是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的描述。

总之 ,根据刘易斯模型得出 ,一国要加速现代工

业化进程 ,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实现二元经济结构向

现代经济结构转换 ,而要使二元结构转换得以实现 ,

必须是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持续转移到现代工业

部门 ,而现代工业部门的利润作为资本也要持续扩

张和吸收剩余劳动力 ,所以 ,在刘易斯模型中资本与

剩余劳动力是影响二元经济转换的要素 ,即 Y =

f ( K , L) 。

2 　珠三角工业化的特殊模式以及对刘
易斯模型的扩展

　　20 世纪 50 年代刘易斯模型提出至今 ,有关二

元经济和工业化演进路径的研究经历了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发展 ,不论是刘易斯

模型 ,还是修正后的费景汉 - 拉尼斯模型、乔根森模

型等 ,都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分析中发挥了不

可或缺的作用。但把二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应用

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二元经济演化和工业化路径分析

时 ,珠三角地区表现出刘易斯模型未能覆盖和未曾

分析的特殊模式 ,其模式扩展了刘易斯模型 ,这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211 　珠三角的外来资本扩展了刘易斯模型的资本

要素 K → K 3

刘易斯模型中的资本来源于传统部门的积累、

转移和工业部门利润的再投入 ,也就是说资本来源

于本身的封闭系统之内 ,但在珠三角地区二元经济

和工业化发展中资本不仅有来自本地区的资本 K1 ,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来源于外来资本的投入 K2 ,即资

本 K2 源于外在系统 ,从而这一特殊模式扩展了刘

易斯模型的资本要素 ,也即 K →K 3 (其中 K 3 = K1

+ K2 ) 。

在珠三角地区改革开放的初期 ,其经济的增长

和发展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其中 ,资本缺口是主要

的制约因素 ,如果按传统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涵

义将无法步入工业化的进程 ,因为其系统内部的资

本不足以解决吸纳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问题 ,但

是 ,珠三角工业化模式却解决了系统内部资本不足 ,

即是引进了外来资本 ,从理论上是对刘易斯传统模

型的扩展 ,增加了外来资本这一要素。来自外部系

统有效的资本 K2 将产生双重的经济效应 :一方面 ,

它提高了投资率 ,引进了发展中国家自己无法生产

的资本品 ,增加了国民收入 ;另一方面 ,它又提高了

国内储蓄水平 ,改善了国内投资状况 ,增强了资本形

成能力。

据统计 ,从 1979 年至 2003 年底 ,珠江三角洲地

区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达 2 530 亿美元 ,占广东全省

的 8816 % ,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 35119 % ,世

界 500 强中的 254 家已经在珠江三角洲投资或设立

办事处 ,注册了 404 家公司 ;2003 年 ,跨国公司在广

东投资超过 5 000 万美元的项目达到 33 个 ,其中大

部分集中在珠三角。外资大量涌入 ,使珠江三角洲

地区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 1990 年至 2003

年 ,农业在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由 5814 % 降为

2018 % ,而同期第二产业的比重由 2417 %上升为

6117 % ,第三产业比重由 619 %上升为 1615 %[2 ] 。

由此可见 ,外来资本是珠三角工业化的主要动

力之一 ,也就是说 ,外来系统的资本 K2 在特殊模式

中是工业化和二元经济转化过程中的要素之一 ,刘

易斯模型应该扩展资本这一要素的涵义。

212 　珠三角外来的剩余劳动力扩展了刘易斯模型

转移的劳动力要素 L →L 3

刘易斯模型中剩余劳动力来源于传统部门向工

业部门的转移 ,也就是说剩余劳动力在一个经济体

的封闭系统之内转移 ,但在珠三角地区工业化路径

中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仅仅是珠三角地区传统部门

的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 ,而且还包括了来自该

地区以外的剩余劳动力向该地区的现代部门转移 ,

即珠三角地区现代部门承担着不只是本经济体内部

剩余劳动力 L 1 的转移 ,而且还吸收了该地区以外的

剩余劳动力 L 2 ,所以 ,其被现代部门吸收的剩余劳

动力在口径上大于传统二元经济理论中所描述的剩

余劳动力 ,从而珠三角工业化这一特殊模式扩展了

刘易斯模型的剩余劳动力要素 ,也即 L →L 3 (其中

L 3 = L 1 + L 2 ) 。

在珠三角投资的外资企业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

为主 ,其不仅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结构和类型 ,而且也

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除了解决珠三角农村劳动

力的就业以外 ,还解决了区外、省外等全国各地大量

剩余劳动力的就业 ,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人口自发性

跨区迁移。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3 ] ,广东省

总人口为 8 642 万人 ,其中流动人口为 3 104 万人 ,

而珠江三角洲地区流动人口为 2 152 万人 ,占全省

流动人口的 82 % ,是全国吸引外来劳动力最多的地

区之一 ,这些数量巨大的外来人口的增加同时也促

进了珠三角运输、餐饮 ,娱乐等第三产业的蓬勃发

展 ,优化了珠三角的产业结构。

珠三角地区以外的剩余劳动力 L 2 转移到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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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现代工业部门 ,使该地区的低劳动成本优势得

到充分发挥 ,推动了珠三角工业化的进程。也正是

由于有 K2 和 L 2 这两个要素的加入 ,使珠三角的工

业化进程较之刘易斯模型中描述的要快 ,也就是说 ,

这种特殊化模式扩展了刘易斯模型。但是 ,外来剩

余劳动力 L2 转移到该地区 ,除了加快其工业化发展

之外 ,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增加该地区现代工业部门

吸纳剩余劳动力的压力 ,因为工业部门吸纳剩余劳

动力除了与资本数量有关之外 ,还与剩余劳动力的

总量大小有关 ,所以 ,L 2 加入到扩展后的刘易斯模

型中会有正负两方面的相关性。

213 　珠三角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扩展了刘易斯模

型即增加了因素 E

传统刘易斯模型中主要涉及的是剩余劳动力和

资本这两个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 ,而在珠三角地区

工业化路径中 ,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有利于现代工

业部门扩大生产从而增加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 ,这

就扩展了传统刘易斯模型中的因素分析 ,即增加了

因素 E。

随着欠发达国家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根据

“过剩释放”原理欠发达国家将可以把以劳动力形式

存在的过剩资源转换成可出口的资源 ,从而使本国

在生产可能性曲线内部良好地运行。所以 ,在劳动

力过剩的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中结果自然是出现

一个出口替代阶段———在世界市场销售劳动密集型

的制成品。这种类型的经济受到了鼓励出口的政府

政策所推动。在出口导向的对外经济中大力发展劳

动密集型的工业部门 ,不但有利于扩大工业的生产

规模和利润 ,而且剩余劳动力也可以为出口的工业

部门所吸纳 ,从而既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又有利于

充分就业与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珠三角地区的外资来源主要是通过香港地区建

立的出口导向型企业 ,他们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低廉

的劳动力和资源获得迅速反馈的利益为目的 ,属于

“出口贸易创造型”,也就是生产适合于香港地区和

其他发达国家市场的出口导向型产品的投资。这些

出口贸易创造型投资促进了珠三角出口的极大增

长 ,该地区出口额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由 1990 年的

816 %上升到 2003 年的 6416 % ,出口产品的结构也

由农产品为主转向工业 (尤其是轻工业)为主[4 ] 。

由此可见 ,外资企业的建立使珠三角经济发展

摆脱了内需不足的限制 ,使其由封闭的经济转向出

口导向型经济 ,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扩展了刘易斯

模型中的因素分析 ,也就是说 ,在一个开放型经济

中 ,出口 E 可以成为影响一个经济体发展和工业化

的因素。

214 　珠三角的技术转移模式扩展了刘易斯模型即

增加了因素 T

在珠三角地区工业化路径中 ,外商直接投资带

来的技术也作为生产函数加入到该地区工业化的路

径中来 ,从而扩展了传统刘易斯模型中的因素分析 ,

即增加了因素 T。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中描述了在剩余劳动力

无限供给经济中 ,工业部门是如何通过资本积累而

发展 ,并逐渐吸收农业的剩余劳动力 ,直至该经济体

转化为一元经济工业化。由此可见 ,工业部门资本

积累是实现二元经济结构成功转型的关键。这一模

型虽然抓住了二元经济转型需要剩余劳动力转移和

资本积累这一事实 ,然而 ,决定资本形成的根本原因

还是技术创新。如果只有积累 ,没有技术创新 ,照样

不能形成现实投资 ,比如工业革命大规模资本的形

成与当时的技术变革是息息相关的。

在一个劳动力过剩的二元经济中 ,技术变迁是

体现在对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技术进行改造、实施和

创新。改革开放后 ,随着经济特区的开辟和沿海开

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带的由点到面的开放格局的

形成 ,珠三角以建立“三来一补”企业为开端 ,引进国

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广泛利用外资发展地区经

济 ,同时利用香港作为国际自由港的优势 ,利用其发

达的信息资源、港口资源和人才资源 ,大大推动了珠

三角地区改革初期经济的发展 ,并初步形成了工业

化发展的基础。在此基础上 ,通过“干中学”的方式

提高了管理人员的管理技能 ,形成了技术创新的机

制。产业的发展和持续不断的新技术创新带来了对

相关行业的大量需求 (比如初期形成的加工行业形

成了对机械制造业、化工业、电气业等行业的需求) ,

如果没有这种持续不断的技术引进、改造与创新 ,就

不会有这么大的需求拉动 ,就不会有珠三角如此发

达的加工制造业。没有发达的加工制造业 ,珠三角

也就不可能成功实现二元结构工业化的成功转型。

综上所述 ,珠江三角洲地区二元经济工业化路

径的特殊性主要是在一个开放条件下的演化增长 ,

从而拓展了传统刘易斯模型的封闭系统分析框架 ,

构建了由资本 (包含外来资本) 、剩余劳动力转移 (包

含外来的剩余劳动力转移) 、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

技术转移等这四个要素组成的开放型二元经济演化

路径 (如图 2) ,即 Y = f ( K3 , L 3 , E , T) 。而珠三角

(下转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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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理论扩展后的二元经济模型

工业化模式对刘易斯模型的扩展将给发展经济学的
理论探讨提供一个新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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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 A. Lewis’ Model faces wit h challenge and at t he same time it has it s potential of extension and creation. When making use of W.

A Lewis’ Model in t he binary economic and indust rialization , t his area present s a special model which W. A. Lewis’ Model can not cover and an2
alyses. And such specialization is an growing evolutionary period. Therefore analyses f rom t he extension of t he closed W. A Lewis’ Model con2
sist s element s of capital , t he t ransfer surplus labor , export t rading and t he t ransfer of technology which make up t he open binary evolutionary

economic development .

Key words :pearl river delta ;W1 A1Lewis’Model ;dual st ructure ;indust ria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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