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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西部大开发与经济转型》是刘世庆同志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在这部著作中，她以发展经济学理论为指导，选择经济转型这个角度，从更广阔的视野，对西部经济
增长的内在机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新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
她的这一著作深化了研究的层次，把西部经济开发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区域经济和西部大开发研究，取得很多成果。
同时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也有较深的造诣。
在本书中，她以罗斯托的著名经济增长理论作指导，对西部经济转型的三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理论分
析和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积极的政策建议。
这一研究着眼于提高西部内在的自主发展动力，是对西部大开发研究视野的拓展和层次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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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罗斯托开创的主导部门理论十分精辟地指出了主导部门及其扩散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们认为，经济起飞不仅得益于(或者说离不开)主导部门的崛起及其扩散效应的作用，而且，经济发
展中还存在着主导地区的崛起及其扩散效应的作用。
这就是现代区域经济理论中普遍论及的非均衡发展规律及其作用。
这一规律不仅存在于一国经济发展中，而且存在于世界经济体系。
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是主导地区。
在中国，东部地区正是这样的主导地区，它们在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起飞中发挥着火车头和台柱
子的作用。
中国如果没有这样的非均衡发展政策，没有当时鼓励沿海地区和目前实际上继续向东部特别是上海、
北京等东部地区倾斜的让有条件的地区优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政策，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起飞就会推
迟。
当然，与此同时，如果不及时带动全国广大地区发展，也就是说，在主导地区崛起中，如果没有扩散
作用，长期存在孤岛效应，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起飞，也是不可能的。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区域发展政策，正是根据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思想，试图走出一条非均衡
协调发展的道路。
中国的区域发展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但也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我们既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东
部发达地区的力量，还需要尽快帮助西部地区追赶上来，我们既需要注重区域政策中的效率原则，也
需要关注全社会的平等、稳定、进步和协调发展。
同时，就西部地区内部而言，也需要走一条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区域发展道路，让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
，成为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我们将在后面专章讨论。
　　中国区域经济存在的这种差异性和差距性，成为中国经济仍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保持高速增
长的潜力和机制所在。
　　一方面，强大的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如上海、北京、广州等，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地区，他
们在三个方面具有强大优势。
一是在科技、人才、管理、已有工业基础、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具有较好的条件和能力，甚至许多
条件并不亚于发达国家。
二是中国前30年大工业建设中形成的工厂管理制度、企业领导、管理层和广大产业工人的素质，为今
天的发展积累了一笔可贵的管理遗产和文化遗产。
三是东部地区还得益于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带来的经济活力和优惠政策。
　　此外，生活条件的方便、舒适、现代化和国际化，上海、广州、北京也绝不落后于其他国际大都
市。
中国25年来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了
更加透明、更加公平、更符合国际惯例的制度保证。
正是这些条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总部到上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到
上海。
上海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亚太经济中心和冒险家的乐园，今天，繁荣的新上海正在成为“中国制
造”的乐园。
　　与此同时，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和广大西部地区的存在，还为这些主导地区提供了发达国家没有的
成本优势和市场优势。
经济的差异性和差距性在中国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的：一是东西部间的区域差异；二是城市与
农村间的城乡差异，这两种差异在西部地区形成叠加，成为东部的广大腹地，并进一步强化了东部地
区的优势地位。
　　广大的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的农村地区，由于区域经济差距大而且涉及地区广人口多，为东部地
区和整个中国保持长期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供给，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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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实际上发挥着廉价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二是市场的巨大潜力从而为增长提
供着持久的市场动力。
　　正是这个原因，使“中国制造”能确保成本低，而且质量好。
也正是这个原因，吸引着众多国外企业将生产线转向中国，不仅在东部中心城市设厂，不仅在东部的
珠三角、长三角设厂，而且与中部的国有大企业合作，甚至开始西进，到中国西部设厂。
世界500强之一摩托罗拉从1992年开始在中国的西部乐山市投下第一笔资金以来，现在已进行了四期建
设，2001年摩托罗拉将其在马来西亚的10条集成电路生产线迁往乐山，使乐山成为全球最大集成电路
片式生产基地。
摩托罗拉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实践证明，在摩托罗拉的全球布局中，乐山成本最低，质量最好，这对
于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企业，有无法抗拒的魅力。
中国确实有成为“世界工厂”的优势，这是任何人都挡不住的，是经济规律使然，也是中国能够吸引
大量国际资本流入的重要原因。
　　我们在这里并非赞同东西部差距存在的公平性。
既注重非均衡发展，让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发展，同时，又关注协调发展，积极缩小差距，帮助落后地
区发展，是中国区域政策的原则。
但与此同时，我们肯定到区域差距的积极因素。
中国需要发达的东部，发达的上海，不能再　　走过去平均发展的老路；中国同时也关注平等和公平
，积极通过教育、社会保障制度、西部大开发政策，去缩小差距。
　　　　“存在决定意识”，同时，特定的意识和文化又是推动或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对
经济发展具有重要、长远、深刻的影响。
东西部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差距有什么不同的文化基础呢?这是我们希望探讨的另一个方面，一个
同样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说到东部，我们可以如数家珍般列出东部地区的许多文化优势。
　　第一，悠久而且炽烈的商品经济意识和创业意识，这是祖辈留给东部的一笔宝贵遗产。
东部地区历史上一直是我国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十分发达，近代
以后，现代工商活动也首先在这一地区兴起。
东南沿海的国际交流也开始得很早，且十分频繁，东南沿海之所以现在有那么多的华侨，就因为祖祖
辈辈大量的广东、福建、浙江人漂洋过海闯世界。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重商主义文化，以江浙为代表的长三角重工主义
文化。
建国后，在实行了30年之久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商业意识仍然没有泯灭。
改革开放前的20世纪70年代，江苏的乡镇企业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甚至在相对较落后的苏北地区，我们看到，也家家户户都有副业，连小县城的城里人，也几乎家家都
在家里干一些针织等手工活挣钱。
改革开放政策使东部地区长期被束缚和压抑的商品经济意识得到解放，形成所谓乡镇企业“村村点火
、户户冒烟”的“遍地开花”之势，并借助上海、广州、香港的大工业和中心城市辐射而“异军突起
”，几乎在不到10年时间，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在东南沿海经济中就占到了半壁河山。
相比之下，西部地区虽然改革开放初期已有大工业　　的辉煌发展，却没有带动起如此蓬勃发展的乡
镇企业的崛起。
　　第二，创业意识的巨大差距。
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实证例子来说明。
在调研中常听外经部门同志介绍说，东南沿海出国打工的人，是想法怎么能够不停地延期、留下；西
部外出打工的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巴望着什么时候能够回家。
即使同样是外出闯荡，在职业上，东西部人也有很大差异，东部人有强烈的创业和当老板的意识，西
部人则更愿意当雇员而不愿当老板。
四川和浙江、广东、温州的外出打工者都很多，但四川民工在外更多的是做一般雇员，东南沿海在外
的却多是经商、开厂当老板，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糕饼店，东部浙江人也希望有一　　个自己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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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到西部人，无论是农民还是城里人，往往会回答说希望去一个好企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却不大愿意当老板，东部人则带着他们的商业灵感、商业智慧和商业野心，走南闯北，甚至走出国门
。
　　第三，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东西部地区现代工业的所有制结构和主导产业结构，也对区域文化的
形成带来重要影响。
1978年前的30年，由于战备的考虑，我国东部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一直没有建设什么太大的工
厂，这种情况反而使东部人比西部人在面对改革开放提供的商业机遇面前表现出更强烈的创业愿望—
他们下海从商不会失去什么，更大的是收获和机遇。
而在大中型国有企业集中的西部地区，一方面，农村的发育程度、富裕程度、市场容量、原始资本积
累程度或资金来源和供给条件远不如东部，再加上没有珠三角那样“三来一补”的企业内迁和国家实
施沿海发展政策的机遇，大量农民流向东部打工当然是最合理最可能的选择。
另一方面，在大工业集中的中心城市和工业城市里，以大中型企业就业为主的现状，一份稳定的工作
，一个受人羡慕和尊敬的职业，使他们失去下海经商的勇气，舍不得丢掉铁饭碗，需要左右权衡，会
遇到来自家庭的压力和朋友的“忠告”。
这是东西部间又一个很不同的初始动力。
　　第四，商业环境和社会心态的差距。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东部地区对商业活动更尊敬，而且，繁荣的工商经济，又建立起了对私有财产更
具保护性的大环境，西部人常担心的“红眼病”问题，在大家都投身市场经济的洪流中，自然不是一
个问题，私人财产的保护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据笔者的了解，私人企业向国外投资的动机中，有一部分是担心国家的政策会变，担心私人财产是否
总会受到保护。
同样，西部向东部的投资行为中，也有一部分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显然东部比西部的商业环境更好。
　　第五，激励机制、企业家精神等方面的差距导致西部地区在制度效率和制度活力方面的差距。
不同的市场化程度和市场化氛围，还直接通过产权制度，分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特别是经理层选
拔作用诸方面对企业的激励机制和企业家精神带来影响，即使同样是国有大型企业，内地企业与深圳
企业的经营者待遇很不一样，激励方式也很不一样，沿海已经开始实行期权股权，内地推动起来就很
难。
　　第六，文化因素与政府职能转变。
文化因素还对政府职能转变带来冲击和影响。
政府职能转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职能转变，二是效率提高。
东部特别是沿海地区政府工作方式和工作效率已有相当大的变化，这是国内外企业家的共同感受。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减少行政审批、快速通关等效率方面的提高；（2)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
方式的转变，政府工作重点已经从过去管理企业的各个方面，转到了对市场建设、法规建设、加强监
管等方面；（3)“条块分割”矛盾有相当大的改善。
我们在四川省有关经济管理部门调研时，许多人感叹说，东部的“条条”能与企业和地方想到一块，
比如海关、税收、银行、工商等部门，同是“条条”管理，但许多在内地行不通的事，在沿海都成了
顺理成章的事。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顺口溜说：东部人是遇到红灯绕道走，西部人是远远看到红灯在那里，就提前刹车
。
东部人对中央文件相关规定的反应是：凡是中央文件没有明确规定禁止的事他们就做，而不会在那里
等、靠、要中央的政策和资金。
相反，西部人对中央相关文件规定的反应是：看看文件中规定什么事可以做，凡是中央文件没有规定
可以做的事，就不做。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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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西部大开发的深层考察　　近几年来的西部开发研究，多以区域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从推
进落后地区的开发、从而实现全国范围的区域协调发展出发的。
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
国家在西部进行的五大标志性工程的建设：生态环境建设、西气东输建设、西电东送建设、南水北调
西线工程建设、青藏铁路建设，促进了东西部的协调发展，普惠全国，也是成功的。
但是，对西部经济内在增长机制问题的研究和采取的措施却相对较少。
如果西部大开发只依靠外力拉动，而形不成内在增长机制，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中国西部大开发与经济转型》是刘世庆同志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在这部著作中，她以发展经济学理论为指导，选择经济转型这个新角度，从更广阔的视野，对西部经
济增长的内在机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新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
她的这一著作深化了研究的层次，把西部经济开发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发展经济学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说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演进，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无论何种发展水平的国家，迟早都要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中国也不能例外。
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指出，发展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研究
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是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批工业发达国家的前提下，考察那些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
和现代化的问题。
发展经济学的大师W．罗斯托、H．钱纳里、S．库兹涅茨等，从多国的实践中，把一个农业国到实现
工业化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工业化前的准备阶段、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工业化后的稳
定增长阶段。
每个大阶段又有两个或三个小阶段。
每个小阶段又有以年为单位的时间长度。
阶段的划分是以人均GDP、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城市化水平等指标达到的程
度为依据的。
H．钱纳里等根据先行国家的大量数据，归纳、提炼出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多国经济增长模型。
W．罗斯托提出的《从起飞到自我持续增长》的理论，给发展经济学的　　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框架
，经济起飞理论得到广泛应用。
　　我国接触这些大师的著作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
张培刚教授的《农业与工业化》1984年才由他的学生万典武、曾启贤翻译成中文出版；罗斯托虽然
在1983年就访问了中国，但他主编的《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到1988年才由贺力平等翻译
问世；其他几位发展经济学大师的著作，如H．钱纳里等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S．库
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等，出版时间都在1989年之后。
但令我们庆幸的是，由于市场导向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使我们有了一个市场经济的基础，从
而能够用这些理论来校正我国工业化走向的偏差，指导我们走上正确的工业化道路。
因为这些理论都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
1994年，我接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委托，和刘世庆同志一起，对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奇迹
进行了考察。
这是我学习和运用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初次尝试。
我们一边进行调查研究，一边学习罗斯托、钱纳里、库兹涅茨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
我们惊喜地发现，与这些大师们研究得出的结论、模型和数字相比较，我国东南沿海7个省市的人
均GDP、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城市化水平等指标，基本上与他们提出的一个
国家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中的第二阶段——“工业化的实现和高速增长阶段”的指标相符合。
按照钱纳里等人的多国模型，第二阶段又分为三个小段：第一小段需要花费22年，第二小段需要花
费17年，第三小段需要花费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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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作的判断是，全国正处在“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第一小段，东南沿海则处在
第三小段。
据此，我们进一步判断，东南沿海经济已进入工业化的起飞阶段，工业化的进程要比全国快15年左右
，比欠发达地区可能快三四十年。
1994年到今天已近10年时间，回头来看，我们当时所作的判断，可以说是有不及而无过之，深感发展
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多么重要的指导意义。
更使我们感到，在西部大开发研究中运用发展经济学理论作指导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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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把发展经济理论与转型经济理论结合起采研究西部开发，是本书的一个特点。
发展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开放经济基础之上的。
中国要走出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道路，实现经济起飞，经济转型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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