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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丰裕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既不是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如自然资源相对缺乏的日本、新加坡等
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也不是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充分条件，如20世纪后半叶矿产资源丰裕的荷兰、
尼日利亚等国家出现的“资源诅咒”现象。
由此说明，丰富的矿产资源本身并不是“诅咒”，关键是资源财富在开发、分配、使用过程中，其方
式是否适当。
资源开发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究竟是“祝福”还是“诅咒”？
其作用机制如何？
在理论上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

本书首先界定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概念与内涵，阐释基于可耗竭资源开发特殊性，尤其是
制度安排、技术进步、价格波动假设条件下的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理论模型，提出资
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三种模式构想及其相应的判定条件和基本特征；然后选择三种模式个案进行
实证分析，包括世界范围内国家和区域层面成功的案例、失败的案例以及陷入资源优势陷阱，
“福”、“祸”并存的常态案例；最后探讨煤炭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深入分析了中国可
耗竭资源产权与收益分配机制及其制度创新。
主要研究内容和重要观点如下。

(1)可耗竭资源开发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
在三个假设前提下，即矿产品价格波动性强、资源部门缺乏技术进步、制度外生，则资源开发给区域
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短期内区域经济增长取决于制造业与资源部门拥有的生产要素以及相应的价
格之比，资源开发有可能推动经济增长也可能出现制约经济增长的现象；区域经济结构呈现“反工业
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偏差等现象；资源部门的自我强化挤出入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减弱区域可持续
发展能力；人力资本的挤出导致长期经济增长滞缓。
改变假设条件，将资源部门设定为对劳动力技能要求高，且具有内生增长特征的规模报酬递增部门，
得到扩展模型：资源开发将推动区域长期经济增长、结构演进与人力资本积累。
放宽制度外生假定，得到扩展模型：资源开发作用于经济体系进而对制度产生影响，制度安排合理情
况下，资源开发将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2)可耗竭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可耗竭的矿产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三种：资源开发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资源开发
阻碍了区域经济发展；资源开发将可能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福”、“祸”双重影响。

三种关系形成矿产资源开发中的三种经济发展模式。
每一种模式的形成，关键在于矿产资源开发中主要变量的选择，即资源开发强度、开发集约度、资源
依赖度、资源收益分配极化度、资本转化度。
对上述变量的选择不同，将可能形成资源推动型的优态发展模式，如20世纪初期的美国，20世纪60年
代以来的挪威，还有博茨瓦纳、智利、马来西亚等；资源主导型的常态发展模式，如德国的鲁尔、美
国的休斯敦，中国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等；资源诅咒型的病态发展模式，如20世纪
70年代的荷兰、尼日利亚等。

(3)煤炭资源开发与山西经济发展中的“福”与“祸”。
资源主导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多发生于区域层面，受全国地域分工影响，区域专业化程度高，对资源
依赖性非常强；但也正是由于发生于区域层面，在某种程度上分解了收益分配的非公平性与波动性将
可能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避免了“资源诅咒”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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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表现出“福”、“祸”并存的双重特性。
通过对山西省省域、地级市、县域三个层面的面板数据以及结构演进的分析，发现煤炭资源给区域经
济发展带来的是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加剧了经济增长的波动，带来高人均GDP
与低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共存；促进了经济结构的演化，也带来经济结构的偏差，导致反工业化现象、
工业化与城镇化偏差现象、第三产业弱化现象等；是区域发展的资源优势，又因为资源的开发挤出了
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制度演化缓慢，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下降。

(4)中国可耗竭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可耗竭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普遍认定“资源诅咒”现象的存在，即二者之间呈
现反方向变化。
事实是研究中采用不同的指标衡量矿产资源丰裕，则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通过界定资源丰裕度、资源开发强度、资源开发依赖度，本书利用我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从三个
层面对矿产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结果表明：矿产资源丰裕度反映了矿产资源赋存程度，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不确定，即资源丰裕并
不必然形成“资源诅咒”；适度的矿产资源开发强度不会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矿产资源依
赖度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反方向变化，即矿产资源依赖度越高的区域，其经济增长越容易受到矿
产资源的负面影响。

 (5)山西煤炭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思路与路径选择。

从经济增长、结构演进、收益分配分析，资源型经济基本特征为：高耗能、高污染、高危险性的经济
增长方式；物质资本、自然资源投入为动力的生产要素结构；资源产业为支柱的单一产业结构；矿区
布局与城市建设冲突的空间经济结构；资源财富流失的收益分配结构。
煤炭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包括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即资源利用集约化、低碳经济普及化、
生态修复制度化、生产消费清洁化；要素投入结构的转变，即人力资本积累内生化、创新体系建设制
度化；产业结构转型，即传统产业新型化、优势产业高端化、新兴产业规模化、三次产业协同化、产
业布局集群化、资源型企业集团化；区域空间结构重组，即优化区域空间经济结构、统筹矿一城一乡
发展、加快资源型城市转型步伐；收益分配以及其他体制机制转型，包括煤炭资源开发的收益分配与
转化机制、推进发展方式转变的支撑与保障机制。
其路径选择在于对资源开发获取的高额租金收益进行合理分配与转化，将自然资源财富转化为物质资
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财富，形成资源推动型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6)可耗竭资源开发的三级收益分配机制。
可耗竭的矿产资源开发不同于一般产品的生产：矿产资源表现出稀缺性与可耗竭性；开发过程中伴随
显著的外部性、风险性与资产专用性；矿产品的低供给弹性决定了其价格的强波动性。

矿产开发特殊性决定了其收益分配机制的特殊性：资源租金与生产成本共同构成私人成本，安全投入
、生态环境与资产专用性补偿形成矿产开发的社会成本，调控价格与收益波动需要设立稳定基金。
收益分配制度的缺失或缺位，会引发区域发展的非持续。
为避免上述问题，宜建立私人成本一社会成本一稳定基金三级收益分配机制。
其中私人成本以资源租金为核心，包括补偿资源稀缺性的耗竭性租金与补偿资源可耗竭性的耗竭性成
本；社会成本，包括安全成本、外部成本、转型成本；稳定基金的设立是为了平抑市场价格波动、调
节矿产品市场的供求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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