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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悟空启航：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与对
策研究——以山西大同为视角

张珂婧 杨诗奕 杨炆桀 李子恒

湖北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摘要：本文聚焦于山西大同地区依托《黑神话：悟空》推动产业转型这一案例，深入剖析背后的

经济发展逻辑与机遇，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与对策。通过对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的

阐述，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现状，从产业转型、科技创新、区域协调发展等多维度进行分析，旨在

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同时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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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自 2006 年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

概念以来，众多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轨迹渐渐

验证了这一概念的现实性。中国在经济高速发

展的进程中，已经成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现如今正处于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

入高收入国家的关键节点。从国际经验来看，

拉美等地区的部分国家长期深陷中等收入陷

阱，经济增长停滞、社会矛盾丛生，其中如巴

西、阿根廷这两个拉美国家，他们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其人均 GDP 长期停滞在 1 万美

元左右；而日本、韩国等则成功跨越，他们自

20 世纪末期到 21 世纪初期，其人均 GDP 已从

1.2 万美元增长至 2.3 万美元，实现了经济的

持续增长与产业的高端化转型。

在此背景下，山西大同因游戏《黑神话：

悟空》意外走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

究样本。大同作为传统的资源型城市，长期依

赖煤炭产业，经济结构单一，面临着资源枯竭、

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而《黑神话：悟空》的

爆火，使得大同丰富的古建筑文化资源得以展

现，引发了文旅产业的热潮，为城市经济转型

和发展带来了新契机。深入研究大同如何借助

这一机遇实现经济的新突破，不仅对大同自身

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能为中国其他

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

和启示，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跨越中等

收入陷阱的路径。

1.2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和

数据分析法等多种方法。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

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文献，明确研究的理论基

础；深入剖析山西大同借助《黑神话：悟空》

发展文旅产业的具体实践，总结经验与教训；

运用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影响大同经

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

有效路径
[1]
。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将宏观的国家发展战

略与微观的地方经济发展相结合，以一个具体

的有代表性的城市为切入点，为中国跨越中等

收入陷阱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2]
。

2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概述

2.1 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与内涵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达

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难以

实现向高收入水平的跨越，长期徘徊在中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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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水平区间。其内涵不仅包括经济增长的停滞，

还涉及产业结构升级困难、收入分配不均、社

会矛盾激化等多方面问题。在中等收入阶段，

传统的增长模式逐渐失效，而新的增长动力尚

未形成，导致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3]
。

2.2 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特征

1.经济增长放缓。经济增速明显下降，难

以维持之前的高速增长态势，投资回报率降低，

资本形成速度减缓。

2.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低端化，过

度依赖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产业链

中处于劣势地位，缺乏核心竞争力，服务业发

展滞后，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3.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基尼系

数较高，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不足，导致内需

不振，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性。同时，收入分

配不均也会引发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

4.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研发投入不足，科

技创新人才短缺，技术创新能力薄弱，难以实

现产业的升级换代，对国外技术依赖程度较高。

2.3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1.发展模式转型失败。在中等收入阶段，

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逐渐枯

竭，过度依赖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

不断下降，而产业升级又面临技术、资金、人

才等多方面的制约，难以实现向技术密集型和

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型。

2.技术创新瓶颈。缺乏有效的科技创新激

励机制，企业创新意愿不强，科研成果转化率

较低。同时，教育和培训体系不能满足科技创

新对高质量人才的需求，导致技术创新能力受

限。

3.社会矛盾激化。收入分配不均、就业困

难、社会保障不完善等问题频频引发社会矛盾，

影响投资者信心和经济发展大环境。政府在应

对社会矛盾时，如果政策制定不当，可能会进

一步加剧经济困境。

4.国际经济环境不利。在经济全球化背景

下，中等收入国家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封

锁和贸易壁垒，以及来自低收入国家的低成本

竞争，国际市场空间受到挤压。

3 《黑神话：悟空》文旅热潮概述

3.1 《黑神话：悟空》游戏概述

《黑神话：悟空》是一款由游戏科学公司

历经多年精心打造的国产 3A 游戏，于 2024 年

8 月 20 日正式上线，一经上线便迅速在全球

范围内引发轰动。该游戏以中国经典神话故事

《西游记》为背景，凭借其精美的画面、丰富

的剧情、创新的玩法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吸

引了大量玩家。游戏对中式古建筑的精细还原

堪称一绝，通过先进的 3D 建模、虚拟现实等

技术，将中国古代建筑的独特风格和韵味展现

得淋漓尽致，为玩家带来了沉浸式的游戏体验，

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

热爱
[4-6]

。

3.2 大同古建筑成为游戏取景地的背景

与原因

大同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拥有悠久的

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古建筑资源丰富多样，具

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文化价值。其独特的地

理位置和历史变迁，使其成为多种文化交融的

汇聚地，留下了众多风格各异的古建筑。云冈

石窟、悬空寺、善化寺、华严寺、永安寺和觉

山寺这些古建筑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历史价值，

成为《黑神话：悟空》游戏取景的理想之地
[7]
。

3.3 文旅热潮的具体表现与数据支撑

《黑神话：悟空》上线后，大同文旅热度

急剧攀升。携程发布的《2025 春节旅游市场

预测报告》显示，春节期间，大同热度飙升，

预订订单同比增长约 4 倍 ，主要客源地涵盖

上海、北京、成都、广州等全国各地。从 2024

年 1-11 月的数据来看，大同市平城区三家 A

级景区华严寺、善化寺、大同古城墙共接待游

客 397.6 万人次，同比 2023 年增长 62.33%，

实现门票收入 7785.37 万元，同比 2023 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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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184.28%。大同的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也

迎来了新发展机遇，酒店入住率大幅提高，特

色美食受到游客青睐。此外，同博文创、佛小

伴、冰箱贴等 300 余种文创产品成为文旅消费

新宠，进一步推动了大同文旅经济的繁荣。

4 山西大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

启示

4.1 产业转型与升级

长期以来，大同经济高度依赖煤炭产业，

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面临较大难题。随着

文旅产业的兴起，大同的产业结构逐渐得到优

化。文旅产业作为综合性产业，涉及旅游、餐

饮、住宿、交通、文创等多个领域，其发展带

动了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促进了服务业比重

的提升。

4.2 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

中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各地都有

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特色。大同借助《黑神话：

悟空》对古建筑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为其

他地区提供了范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

程中，各地应充分认识到文化资源的价值，深

入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民俗文化、自然文化

等特色文化资源，将文化元素融入到产业发展

中，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品牌。大同

“游戏+文旅”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展示了

产业融合对经济发展的强大促进作用。积极推

动产业融合发展，打破传统产业之间的界限与

距离，促进不同产业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协同创

新。

4.3 创新驱动发展

《黑神话：悟空》的爆火为大同文旅产业

带来了创新发展的契机。一方面，游戏与文旅

的跨界融合，开创了“游戏+文旅”的全新发

展模式。通过将游戏中的虚拟场景与大同的现

实景点相结合，推出游戏同款旅游线路和互动

体验项目，为游客提供了新颖独特的旅游体验，

吸引了大量年轻游客。另一方面，文旅产业的

发展也促进了文化创新和技术创新。

4.4 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

平和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大同文旅产业的发展

也需要与周边地区进行协同合作，实现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

努力加强区域协同发展，推动区域之间的产业

转移与承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

建共享等。通过区域协同发展，可以实现区域

经济的均衡发展，提高整体经济实力，共同跨

越中等收入陷阱
[8]
。

5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与对

策建议

5.1 宏观政策层面

在财政政策方面，加大对科技创新、文化

产业、教育等领域的投入占比，通过财政补贴、

税收优惠等政策手段，鼓励企业创新和产业升

级。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率，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改善，为经济发

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产业政策方面，制定和实施有利于产业

升级和创新发展的产业政策，引导资源向战略

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

集聚。加强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推动产业

结构的优化调整，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
[9]
。

5.2 文化产业发展层面

制定国家层面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明确

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加大对文

化产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培育一批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企业和文化品牌，推动文化

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

加强文化市场体系建设，完善文化市场法

律法规，规范文化市场秩序，促进文化产品和

要素的自由流动。推动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

深度融合，拓展文化产业发展空间，提高文化

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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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科技创新层面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

入力度。加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建立一支高

素质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鼓励企业开展自主

研发，掌握核心技术，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

市场竞争力。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法律法

规建设，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

提高企业和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鼓励企

业开展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
[10]

。

5.4 区域协调发展层面

加强区域规划和政策引导，根据不同地区

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定位，制定差异

化的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区域之间的产业分工

与协作，推动产业转移与承接，实现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

建立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加强区域之

间的沟通与协调，解决区域发展中的矛盾和问

题。完善区域利益共享和补偿机制，促进区域

之间的公平发展，实现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和

共同繁荣。

6 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

径与对策研究，以山西大同为视角得出以下结

论：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进程中面临着

诸多挑战，但也具备诸多优势和机遇。产业转

型与升级、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科技创新驱

动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是山西大同跨越中等收

入陷阱的有效路径。从国家层面来看，需要在

宏观政策、文化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和区域协

调发展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实现经济的

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6.2 研究展望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化对中等收入

陷阱的理论探讨，丰富研究方法和视角。在实

践方面，需要持续跟踪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的进程，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为政策制定提供

更加科学的依据。同时，加强对不同地区的案

例研究，探索适合不同地区的发展路径，促进

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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