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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陕西经济为考察对象 ,通过对其经济绩效的低下和其资源和科技水平的优势的现状

分析 ,对经济学中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 ,指出人力资本、制度和

资源条件对技术进步发挥作用的重要性 , 进而为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源优势和发挥技术进步的作用提出

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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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陕西现象: 富饶中的贫困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有效高速和持续的增

长 , 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政策所要求的主要目

标。回顾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 ,从最

早系统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

当斯密的 《国富论》 , 到二战以后以凯恩斯主义为

基础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 ,它们无不在向

我们说明这样一个道理: “资本、 劳动和技术进步

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这里的资本指的是物质资本和

人力资本 ; 劳动指的是劳动力的增加 ,包括数量和

质量的增长 ; 技术进步主要包括资源配置的改善、

规模经济和知识的进展。 前两者属于要素的投

入 ) [1 ]( pp. 327-329)”。许多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事实

也证明了这些理论的正确性。但是 , 也有这样的国

家或地区 , 它们相比较其他国家或地区拥有资本、

劳动和技术上的明显优势 ,但经济却并没有出现经

济增长理论预期的结果 ,中国的陕西省就是这样的

一个典型例子。

陕西拥有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旅游资源和人

力资源 , 其中煤炭、天然气和矿产资源的储量在全

国均名列前茅 ,比如煤炭和天然气的储量仅次于山

西和内蒙古 , 居全国陆地储量第 3位 ; 有色金属、

贵金属和非金属矿储量在全国居前 11位 ; 每千人

中大学毕业生人数 ,陕西为 6人 ,全国平均为 5人 ;

每千人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人数 , 陕西为 116人 ,

全国平均为 75。另外 ,陕西的科技实力较其他省份

也有明显的优势。陕西省拥有高等院校 40多所 ,各

类科研机构 1000余家 ,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80万余

人。在高新技术的 7个领域中 ,陕西至少在 5个领

域中都取得了为数众多的科研成果。西安高新开发

区的实力在国家级高新开发区中名列第四位
[2 ] [3 ]

。

然而 ,无论是从绝对贫困的定义还是从相对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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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的概念上讲 ,陕西均可算作是贫困大省。1998年

陕西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及全国的 65% , 城镇居民

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民人民均纯收入落后于全国

4- 6年 , 与东部沿海地区差距 10年以上。 1998年

陕西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 51. 3% ,居全国 29个省

市自治区的第 26位 ; 劳动生产率为 8 525元 /人 ,

居全国倒数第一位。[ 3]

如果选择以美国经济学家索洛为代表的经济

学家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 [1 ]: G= α
ΔK

K

+ β
Δ L

L
+
ΔA

A
(其中 G表示按可比价格计算的 GDP

增长率 ,
ΔK

K
表示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投入资本增长

率 ,Δ L
L
表示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劳动者报酬增长率 ,

Δ A
A
表示技术进步贡献率 ) , 以陕西省 1984- 1994

年间的宏观经济指标作为样本
[2 ]

, 利用 SPSS统计

软件就各因素对陕西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分析 ,其

结果如下表:

　　　　　　　回归分析　　　　　单位: %

GD P平均
增长速度

全要素投入
增长贡献

其　　中

投资 K
增长贡献

劳动 L
增长贡献

技术进步
平均贡献

9. 76
6. 55

( 67. 12)
5. 34

( 54. 72)
1. 21

( 12. 40)
2. 21

( 32. 88)

　　从以上可以看出 ,陕西雄厚的科技实力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仅为 32. 88% ,远低于生产要素投入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

这种奇怪的经济现象—— 资源与科技优势下

的经济贫困 , 我们把它称之为 “陕西现象”。

二、 求解 “陕西现象”: 理论与实

证分析

(一 ) 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看 “陕西现象”

早期的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增长时不考虑技术

进步。在经济学史上第一个系统地以数学模型来研

究经济增长并考虑技术进步作用的 ,是以索洛为首

的经济学家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他们认

为: 古典生产函数 Q= F (k, L) = AK
α

L
β
中的 A

不是常量 , 而是一个含有技术因子的变量 , 即 F=

A ( t ) · F ( k, L) = A ( t ) K
α

L
β
。新古典经济增

长模型为: G= α
ΔK

K + β
Δ L

L +
ΔA

A , 其中
ΔK

K 、
Δ L

L、

ΔA
A
分别代表资本增长率、 劳动增长率与技术进步

率 , 他们的结论是经济为资本、劳动与技术进步共

同作用的结果 ,且资本与劳动以外的一切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皆归于的技术进步
[5 ]
。

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对技术与技术进步的

分析可以看出 ,它们是建立在这样一些假设的基础

上的: ( 1)、 技术进步总是给定的 , 技术进步的供

给是无成本的 ,技术的作用是无任何障碍的。这显

然是脱离了现实 , 技术进步本身也是经济活动 ,也

有自身的成本与收益。 ( 2)、 企业家的技术获得与

投入运用是自然的 ,无任何约束或障碍 , 在技术进

步引起的超额利润刺激下 ,企业家利用事先给定的

技术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是必然的 , 这也与事实不

符 , 事实上 ,企业家的技术获得与运用要受到许多

方面的影响与制约 ,如体制、政府行为和市场环境

等。 ( 3)、 其它生产要素可以无限制地与技术进步

的要求相匹配。在技术进步作用的过程中 ,其它的

生产要素不再是稀缺的 ,而且可以自动为技术要求

而调节。这些都与事实大相径庭。比如说陕西的技

术进步与资本要素不匹配 ,陕西由于企业经济效益

差和农业产出率低而使积累不够 ,也由于地理环境

限制而对外地资本吸引力不够 ,而技术与技术进步

的需求与实现是需以雄厚的资本作为基础 ,因此就

表现为企业对技术进步的需求的动力不足。另一方

面 , 也缺少与技术进步相配合的劳动力。陕西省具

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82万人 , 但他们的数量与质

量和实际情况都不相对称。首先是 82万专业技术

人员中有相当数量已 “名存实流” , 而且能流出的 ,

往往质量也不差 ;其次是人员老化 ,缺少技术工人。

陕西的科技优势形成于五、六十年代 ,当时的科技

工作者目前已进暮年 , 知识结构已经部分老化 ,需

要更新 ,而且企业很难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合适的

技术工人 ,如果对低素质的劳动力进行培训 , 其结

果往往是培训完了 , 人也 “跳槽” 了。
[ 6]

正是因为经济学家将经济增长模型建立在这

样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上 ,才使他们没有能力去回

答像陕西这些拥有相当先进技术的地区 ,却没有发

生经济增长的奇迹。

(二 )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 “陕西现象”

新制度学派以前的增长模型中 ,制度因素是排

除在外的 , 即将制度视为已知的、 既定的 , 或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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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外生变量” , 经济增长被认为主要是通过各

种物质生产要素的生产率的提高。 60年代以后逐

渐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则视制度为经济的变量之

一。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 ,西蒙库兹涅夫较早地

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 他在 1971年接受诺贝尔奖

时发表的题为 “现代的经济增长: 发现与思考” 一

文中指出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可以在一个长时

期内提高为其居民提供种类越来越多的经济产品

的能力。这种日益提高的能力基于不断进步的技术

以及它所要求的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 [7 ] ,

可见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 ,不仅仅是规模经济、技

术进步 , 制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 《西方世界的

兴起》一书中 ,诺思等通过考察历史得出有效率的

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制度正是通过安排和

确定产权 ,产出有效率的组织 , 对个人的经济活动

造成一种激励效应。而无效的制度刚好相反 ,导致

大量 “搭便车” 行为的出现 , 从而扼杀了经济成长

的因素 [8 ]。

新制度经济学将 r看成包含了这样一系列制

度结构在内的制度的集合 , 即 r= { r|r= 产权、 社

会道德、意识形态、社会法律和法规 } , r还是政府

行为的函数 ,即 r= r ( G)。将社会的制度结构纳入

生产函数中 , 则生产函数应改写为 Q= A ( t ) · r

· F ( k, L)。从 Q= A ( t ) · r· F ( k, L )来看 ,

我国 70年代末 80年代初开始的农业经济体制改

革在劳动力、农业技术和农业资本都没有明星的改

变的情况下 , 农业生产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

其原因很显然在于农业生产制度的改革。而陕西雄

厚的科技实力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很大程度上

与落后的体制不无关系。
[ 9]

从陕西的社会经济环境角度 ,我们也可以明显

地发现制约技术进步的体制环境。陕西的科技综合

实力主要是传统计划体制下的产物 , 是 “一五”、

“二五” 和 “三线” 建设时期国家重点建设形成的 ,

其形成主体是国家 , 其方式是计划体制的配置方

式 ,科研机构不是作为盈利机构而是非盈利性的事

业单位 ,受预算的约束 , “研究什么、怎么研究、为

谁研究”都是由国家计划安排。而且这些在传统体

制下的诸多的非市场特性在当前的市场化改革仍

继续存在 ,而这些非市场特性是和传统体制相适应

的 , 因此 , 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下 , 这些科技部门

在迈向市场化的过程中 , 受传统体制的约束 ,步履

维艰 , 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 ) 从经济结构理论看 “陕西现象”

刘易斯 1954年在《劳动无限供给下的发展》一

文中提出了二元经济模型 ,用来描述发展中国家工

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的农业部

门发展的不对称现象: 一方面是发达的工业城市 ,

另一方面则是相对落后的农村。[10 ]( p. 98)

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陕西经济结构 ,具有明

显的二元特征 ,主要表现为城乡二元化结构和工农

业二元化结构 ,即大中城市具有现代特征的经济与

周边城镇及农村地区的传统和半传统经济并存 ,而

且 ,由于现代科技的介入 ,从而形成一种相互强化、

相互制约的独特特征。

陕西的现代工业主要布局于西安、宝鸡、汉中

等大中城市 ,与之对应的科技资源也基本上布局与

大中城市等经济增长点上。如陕西省的 47所高校

中有 21所集中于西安 , 只有少数几所位于经济不

发达的小城市。科研院所主要集中于大中城市 ,加

上近年来一大批院所回迁大中城市 ,大中城市的科

研单位集中度进一步提高。这种科技 经济的二

元结构决定了科技在经济中的作用被局限于一个

狭小的范围内 ,现有的科技资源仅仅服务于城市中

心大中企业而非整个区域经济。而且 ,一旦大中企

业对于科技的需求由于某种原因而下降 ,那么科技

要素的作用将难以发挥 ,即使周边地区产生的对科

技的强大需求 ,现有的科技资源也无法提供对应的

有效供给。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 ,陕西地区的科技优势

和陕西的经济结构本来就存在着不溶性。陕西地区

的科技力量主要集中在中央驻陕单位 ,而这些单位

的专业都是在中国重工业发展战略的均衡布局思

想指导下 , 国家对陕西长期投资政策作用的结果 ,

是由中央各部门设置和配备的 ,不是为陕西省的经

济而专门设置的 , 况且大部分都采用迁建式 “移

民”的方法搬来的 ,不是在陕西省的经济建设中培

养起来的。主要表现在 50年代重点建设时期 24项

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形成的机械、纺织、电子工业和

6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 129个项目形成的机械、 航

空、 航天、电子等加工工业。这些嵌入的产业与当

地传统产业没有融合在一起 ,各自循环 , 形成典型

的二元结构 ,使现代产业没有变成带动地区经济的

增长极。陕西当前最为需要的是能将其自己的优势

资源 , 如能源资源、 矿产资源、 旅游资源转化为经

济效益的技术 ,而陕西的科技优势并不在于此。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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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尽管有令人自豪的西安卫星测控中心、 西飞公

司、长岭集团等一大批知名企业 ,但它们只能代表

着自身的科技实力 , 而不能产生辐射作用。

三、 化解 “陕西现象”: 制度创新

与结构调整

通过以上对 “陕西现象” 的分析 , 我们可以引

申出这样几个结论: ( 1)、 科技并非单一就能转化

为生产力 , 而是必须与其它要素相结合 ; ( 2)、 制

度在最大发挥科技进步作用的过程中起着很大作

用 ; ( 3)、 科技并非越高精尖越好 , 而是应该与当

地的资源及需求相适应。

由此 ,在西部大开发中如何更好地发挥技术进

步的作用 , 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 )制度创新加快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 转

换政府的角色与功能

发挥技术进步的作用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

变 ,必须在市场中实现和运行。政府是市场经济活

动的保护神 ,政府在科技一体化中应做的是尽其最

大努力降低将科技与其它生产要素结合的交易费

用 , 诸如信息传递、 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市场规则

的制定和维护。由于制度 ( r) 是政府行为 ( G) 的

函数 , 即 r= r ( G)。因此 , 政府的目标是致力于能

够促使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由于政府

是制度的垄断供给者 ,因此 ,经济的发展离开了政

府是不行的 ,但政府往往又是造成经济停滞和落后

的根源。

在给定的条件下 ,政府通常可以采取以下途径

从事自发的制度创新: ( 1) “先做不说”。为了谋求

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 ,政府或者通过采

用 “改头换面”、 “变通”、 “重新解释” 等方式理解

和实施上级的 “文件精神” , 使本地的实际制度安

排偏离权力中心的意愿制度供给 ,变相获得制度创

新的进入权 ; 或者通过找 “关系”、 走 “后门” 来

打通有关 “关节” , 使管制进入权的 “关键人” 对

地方政府的自发制度创新活动采取 “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 的态度 , 从而 “悄悄地” 突破进入壁垒 ;

或者玩弄文字游戏 ,尽量使当地的自发制度安排与

当时的政策条文不发生冲突 ,从而避开上级政府对

进入权的管制 ; ( 2) “做了再说”。自发的制度创新

刺激了本地的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 ,政

府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各种渠道来 “说”自发制度创

新的绩效 ,希望通过制造声势和既成事实来获得上

级政府的认同 ,争取正式的进入权。采取的方式通

常有: 邀请名人来访 , 由名人之口来 “说” 成绩 ;

利用新闻媒体宣传当地的经济绩效 ;请名家写书或

作文 ,总结自发制度安排的成功经验 ; 召开新闻发

布会或参加相关的正式会议 ,主动介绍当地的 “独

家创造” ; 向上级领导主动汇报等 ; ( 3) 领导批示

或题词 , 由 “地下” 转入 “地上”。 上级领导对于

地方政府从事的制度创新能否正式认同具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因此 ,政府会想尽办法让上级领导在

正式或非正式的场合表态 , 使其悄悄干的 “事” 合

法化 , 如请上级领导来当地视察 , 促其题词 , 或向

上递报告 ,争取上级领导的赞同批示 ,然后对外宣

传上级领导的题词和批示 ; ( 4) “先养儿子 , 再领

结婚证”。 政府未经授权实施的制度创新一开始是

个 “私生子” , 尽管它可能已获得上级或媒体的赞

许 , 但如果报不上 “户口” , 其实施的新产权规则

就得不到国家的保护。因此 ,政府会以增缴部分收

益增量为代价 , 通过各种关系补办 “结婚证” , 为

“私生子” 报上 “户口” , 使其自发的制度创新获得

权力中心的正式认可。
[11 ]

(二 )依托资源优势 , 实现经济结构的有效调

整

陕西的发展应立足于各地区自身的资源状况 ,

从实际出发 , 不要盲目追求发展高科技 , 不要一哄

而起 , 一窝蜂地搞 “经济开发区” 热。美国的 “硅

谷”、 台湾的 “新竹” 之所以成功 , 离不开其附近

的斯坦福大学、台湾新竹大学、清华大学的智力支

持 , 而我国的西部地区本身教育和科技就相对落

后 , 不可能好高骛远、 走跳跃式的发展道路。西部

地区蕴藏着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 ,当前

最需要的技术就是如何将其转化为经济效益。笔者

认为 ,陕西产业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传统产业和现

代产业的融合上 , 而不应该过分强调加工业。具体

想法是: ( 1) 加强农业基础地位 , 加大农业投入 ,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 调整农业内部产业结构 ,大

力发展渔牧业 , 加速农业科技进步。 ( 2)加快发展

煤炭、 石油、 电力、 化工等能源、 原材料工业 , 发

挥陕西资源比较优势 ,使这些产业成为区域经济发

展的支柱产业 , 改善资源配置畸重加工工业状况 ,

使资源配置优化。 ( 3)在旅游业方面 , 按照市场规

律 , 对富有特色的旅游资源进行深度开发 ,有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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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建设周、 秦、 汉、 唐四大文化旅游区 , 开发旅游

拳头产品 , 使陕西成为名扬天下的旅游胜地。 ( 4)

通过科技进步 ,加快调整产品结构 , 提高劳动生产

率 , 将电子、 机械、 食品、 建筑、 轻工发展成为陕

西省区域经济主导产业 ,以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

和全省产业素质提高 , 加快陕西省经济发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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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lation of “ Shaanxi Phenomenon”
PAN Zhi-bing and Y AN G P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has studied the eco no mical dev elopment of Shaanx i Province. Through

analy zing the si tuatio n of the prov ince wi th abundant resources, i ts adv antag es in science a nd technolog y

and w eek point of po or eco nomic performa nce, the autho r points out the im po rta nce of huma n resources,

system and natural resources in ex erting the technical adv ancement. The autho r proposed some

sug gestio ns fo r ef ficiently uti li zing the tech nical adv ancement in W estern dev elopment.

Key words: Technical Adva ncement , economical dev elopment, system , economic st ructure, huma n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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