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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集群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
增长的一个鲜明特色。作为经济学家的
张晓波，一直十分推崇产业集群的发展
模式，认为单从技术角度来看，产业集
群就会给集群内的所有企业带来三大
优势：临近市场、共享劳动力资源、促进
技术传播。
“我在国外工作了那么多年，很多人

问我，中国怎么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工厂？
我 !""#年去美国的时候，到沃尔玛，能
够看到来自中国的产品非常少，那时回
国常买电子表送朋友，大家觉得这是最
好的礼物。现在你去美国沃尔玛，$%!的
产品都是中国制造的。中国一下子怎么
成为孕育企业家的土壤？一个很重要的
观点就是，产业集群是孕育企业家很好
的摇篮。”张晓波认为，产业集群到处都
是，广东的集群做得非常大，几乎所有集
群都是世界的采购中心和生产中心。国
内的模式是一种产业集聚的模式，它肯
定有内在的规律和活力。第一是靠近市
场，广东有上千家专业市场，每个集群都
有专业市场。如果做生意，单独在偏僻的
地方做，你需要采购和销售，无形当中增
加了很大的成本。如果在产业集群中，你
就把销售成本、采购成本等全部弱化了，
打一个电话别人就给你送原材料，解决
了你上门采购的成本，也降低了销售成
本。第二，在集群中看到别人做什么，你
很容易模仿，这就降低了技术成本。第
三，生产的东西可以分得很细，做一件衬
衣可以分到千家万户，从裁到缝等都可
以到各家各户去订购，这就把成本降低
了，也使得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有了成为
企业家的渴望，因为集群降低了投资、技
术和市场的门槛。所以说，集群最重要的
一个功能就是非常详细地分工，降低了每道供需
的门槛，人群中的资金按这个线来排，这是钱最多
的，这是钱最少的，你可以选择自己进入门槛，有
钱的可以办物流公司或一体化的工厂，没钱的买
一个三轮车或者买一整套作坊，大家都可以找到
自己的切入点，成为企业家，在大的实战中去锻炼
自己。等到钱积累起来了再逐渐往上走，进入门槛
更高的行业。
张晓波说，以集群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有助于

中国的创业者克服在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中经营
企业的各种障碍。而且，集群模式启动的成本较
低，因为每个企业都可以只专门从事一个很窄的
领域。在生产被很多企业分工进行的情况下，每个
企业都可以有给客户赊账的机会，而它们也可以
从供应商处赊账，这就缓解了融资的负担。同样，
买家也喜欢集群，因为它们可以在一个地方找到
所有需要的东西。

“千人计划”学者张晓波提出，经济学不应有国界之分

我国“增量改革”是对世界特殊贡献

! ! ! !上周!在华东师范大学现身的张晓波!身份是

第 !"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长" 对于这个中国经

济学界规模最大# 最具影响力的年度学术盛会!现

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的张晓波!虽然只

在年会上为各位经济学界大腕们的演讲当主持人!

但串场间的妙语连珠及对当今国际国内经济领域

的风云变幻的拿捏!还是在不经意间显露出深厚的

学术功底和敏锐洞察力"

有着美国康奈尔大学应用经济学与管理学博

士学位的张晓波!!#$$年出生于河北省!本科就读

于南开大学数学系! 从 %&&&年开始在联合国国际

食物政策研究所工作!直至担任高级研究员" %&!%

年作为国家$千人计划%人才!他被引进到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经济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范围包括发展经济学#农业

经济学#中国经济问题等"

! ! ! !人口的性别比例竟然与储蓄率有关？
这是张晓波和同事们发表的又一个最新报
告，研究的是中国持续增长的性别比例与
竞争性储蓄动机。

张晓波说，中国家庭储蓄率高企，很难
完全由诸如生命周期理论、预警储蓄动机、金
融发展欠缺或文化习惯等传统方式来解释，
似乎存在一个全新的竞争性储蓄动机：随着
性别比例的增大，为了孩子今后在婚姻市场
上更具吸引力，男孩的父母们竞相增加储蓄，
而这种储蓄压力也蔓延到了其他家庭中。
“跨地区的证据和家庭层面的证据，也

都支持了上述猜想。自 &%%'年起，虽然中
国的养老金和公费医疗体系不断完善，但
作为可支配收入一部分的家庭储蓄，在此
期间高速增长。对此，金融体系发展欠缺也
不能给出很好的解释。中国如今的金融体
系的完善程度远胜于多年之前，但是储蓄
率却不断攀升。此外，文化习惯等因素的持
续性较强，在短时间内难有大的变化，因此
同样不能解释中国储蓄率在过去 &% 年中
如此明显的激增。”张晓波说，这里面就应

该有一种新的储蓄动机，比如，人们储蓄是
为了提高在婚恋市场的相对地位。当性别
比例（适婚男性数量与适婚女性数量之比）
提高，有儿子的家庭相互竞争，提高各自的
储蓄率，来应对来自婚恋市场的不断增加
的压力。另外，因为如下两个相互抵消的因
素，有女儿的家庭可能不会降低储蓄率：一
方面，有女儿的家庭倾向于减少储蓄，将来
利用女婿家庭的储蓄；另一方面，考虑到婚
后家庭生活中夫妻双方的话语权很大程度
上受到夫妻双方财力的影响，有女儿的家
庭不希望减少储蓄，从而避免女儿为人妻
后受到委屈。这样两个因素对女方家庭储
蓄决策的影响是相反的。再从另外一个角
度来说，由于有儿子的家庭储蓄竞争可能
推高房价，没有儿子的家庭受到房价的压
力，也可能被迫储蓄。

张晓波认为，来自中国婚恋市场的压
力持续增加，源于中国不断增加的性别比
例失衡，适婚男性越来越难结婚娶妻。他
说：“据我们所知，这或许是第一篇从婚恋
市场解释中国储蓄率高企的文章。首先，我

们检验了覆盖全国 (%个城市、)&& 个县的
家庭层面的数据。尽管有儿子的家庭普遍
比有女儿的家庭储蓄更多，我们并没有把
这个结论本身作为支持我们假设的证据，
因为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也会造成如上差
异。我们发现的有力证据如下：在性别比例
较高的地区有儿子的家庭，比在性别比例
较低的地区相同的有儿子的家庭储蓄率更
高。这一现象是我们猜想的自然推论，同时
不能被其他针对高储蓄率的理论直接解
释。我们还发现，在性别比例较高的地区有
女儿的家庭和在性别比例较低地区相同的
有女儿的家庭，他们的储蓄行为没有明显
差别。这也印证了上面所说的女方家庭两
个相互抵消的储蓄动机。”

在张晓波看来，性别失衡导致了很多
不容忽视的一般均衡问题。具体来说，当性
别比例提高，男性增加储蓄的时候，女性是
否会相应的减少储蓄，预期在未来消费丈
夫的储蓄？男性（或其父母）是否会竞相增
加外在消费，作为展示个人魅力的信号？如
果上述情况成立，储蓄率将会降低。

中国式储蓄 生儿子家庭更爱存钱

! ! ! !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排名世界第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几十年高
速增长的真正动力究竟在哪里？张晓波说：
“最根本的，我觉得是人的动力，就是创造
财富需要人。你看中国大街小巷到晚上 *&

点商店门还开着，早上五六点钟到处都是
卖菜的，这种工作精神是创造财富最重要
的源泉。现在可以用两个 (+,的原则总结
中国经济增长：过去 '+年里 (+,新增财富
是由私有部门创造，新增的就业机会有
(+,由新增企业创造。有人拼命工作当企业
家制造就业会，这是中国这些年快速起飞
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为什么别的国家发展没有这么快，企

业家的源泉又在哪里？”张晓波说：“经济学
上一般强调三个因素。第一，是教育，可是
这个也很难解释，如果到各个地方看平均

教育程度和一般人群教育程度，我做了一
个分析，调查了四百个企业家，平均教育程
度几乎是一模一样，做企业家的人并不是
受教育更多的人，所以这个也很难解释。第
二，一般做企业家必须有钱，没有钱怎么办
企业，主流的经济学家都强调发展金融业，
中国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小型贷款。改革开
放之初，国有企业从来不给中小企业贷款，
不给农民贷款。第三，是文化，中国人勤奋，
勤劳吃苦，就想做企业家。”

在谈及“人的因素”和“劳动力状况”
时，张晓波提出，对于刚刚步入中等收入的
中国而言，其未来发展能否使其成功步入
高收入国家，还是像拉美等经济体一样就
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当下我们的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以
及相应的区域产业政策。他说：“我们知道，

在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同时，我国经济也
达到了刘易斯转折点，近年来沿海地区以
及全国普遍发生的‘用工荒’现象，说明我
国的劳动力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劳动力供
求态势发生了重要转变。在这样的特殊时
期，如何处理好劳动就业与产业经济协调
发展的关系，是决定我国能否成功度过中
等收入阶段步入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所在。应
该认识到，虽然我国劳动力的供给不再是无
限的，但是这仅仅体现在新增劳动力在逐渐
放缓，而作为人口大国，其劳动供给的绝对
数量依然庞大。特别是由于历史原因，我国
还拥有大量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较低端劳
动力，而保证这部分人的稳定就业，无论是
从缩小收入差距、降低贫困人口，还是对于
保障社会稳定，从而保持经济社会健康发
展的角度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式动力 勤劳是致富重要原因

!

!

!

!中
国
式
产
业

集
群
化
降
低
创
业
门
槛

首席记者 王蔚

张晓波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发
展，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为研究经济学问题
提供了一个富矿，并且也是对国际经济学经

典论述在中国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实验室和验
证场所。特别是中国始终坚持的“增量改革”，
就是对世界经济学的一个特殊和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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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届中国经济学年会
期间，张晓波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多次表示，不太认同“中国
经济学”这个概念。他说，经济
学作为一种学术成果，应该具
有普适性，就如同物理、化学，
没有听说有“某某国家物理
学”、“某某国家化学”。同理，
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经济学家
提供的理论应该是规律性的
东西，是可以对全世界有参考
与启示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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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波教授 本报记者 胡晓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