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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梯度发展理论失灵，还是政策调整没到位？ 

 

谷亚光 

 

日前有专家惊呼，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学界曾经非常流行的区域经济梯度发展理

论，经过2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证明，其失灵了。这一理论的“失灵”，其后果并不

是轻松的。它所造成的区域经济失衡及众多民众的经济、社会生活差距将以一个世代或更多

些时候才有希望弥平。 

笔者开始时对这一说法颇有同感。但往深处一想，就产生了许多疑问。这一理论真的失

灵了吗？为什么失灵？失灵之后怎么办？ 

 

理论仍在展现生命力 

大凡一种科学的理论是不会轻易失灵的。梯度发展理论来源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

历史，也有证于国际经济发展经验。在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没有完全按照理论设想展现出现

实的花果，必定有其具体的条件限制或其他方面的因素制约。 

中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这与已经长期采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

国家不完全相同。在很大程度上说，政策因素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当

初在广东等沿海地区率先实行开放带动战略时，从中央到地方，全国都支持，并从理论上论

证，政策上实行税收优惠、财政支持、金融倾斜、资源保障、舆论导向等等，经过20多年的

发展，广东等沿海地区确实富了起来。据有关资料统计，广东一省的财政收入就相当于中部

六省的财政收入之和，由此可见一斑。在某种意义上讲，广东等沿海地区能率先富起来，是

中央政策运作的结果。按先前小平同志的话说，全国支持广东等沿海地区发展起来，这是个

大局。20多年来，全国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重大的战略部署来执行的。可以这样讲，广东等

沿海发达地区能够率先发展起来是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实施的成功和胜利。 

记得小平同志在讲前一个大局的同时还讲到，等沿海地区发展起来后，支持中西部地区

也发展起来，这也是一个大局。现在已到了顾全这个大局的时候了。 

实际上，邓小平同志的话语中，就自觉遵循和运用着区域经济梯度发展的理论，也体现

着我党的政策取向。谈到这里我们应该明白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从时间序列来看，实行的是

以梯度发展理论为基础的梯度发展战略。只是经济、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和惯性，

人们的认识水平不一致，一些地域的官员、学者和民众的思想意志还没有及时转过弯来。 

但也不必为此过于忧虑或不满。因为，从中央到不少地方，政府已经发现了梯度发展理

论的“失灵”之处。其实，这里所谓的“失灵” 实际是宏观区域政策还没有调整到位的反

映，是市场经济规律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也是国家战略执行与理论展开上的时间差的表

征。一种即使正确的理论也是不会自动自发实现的，它除了是由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规律决

定之外，还有许多国际国内的人为因素、地理因素、经济效益因素等在里面。作为国家和地

方政府在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时当然不会与企业和个人决策完全一样。厚此薄彼，嫌贫

爱富会使国家分裂、民族不和的教训，明智的政府当然清楚明白。理论与实践不完全符合的

情况多了，只有缺乏反思意识的傻瓜才会相信绝对正确的教条。 

从另一层面讲，我国沿海开放带动战略的成功，还直接得益于我国港澳台及新加坡等东

南亚华侨资本投资。但日前有报道说，近期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华侨“扶贫”投资意向有所变

化。因为当初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华侨企业家看到家乡如此贫困就大力投资，而



今发现，老家的经济已摆脱贫困且原来那种没有多少科技含量的来料加工、组装式生产模式

因劳动力价格上升的压力已无多少利润可图，不少华侨资本已开始移资或有意向移资越南、

印度、孟加拉国等其他劳动力价格更便宜的国家。哦，原来在我国“失灵”的梯度发展理论

竟同时在国际范围内再次展现了生命力。 

 

先富、后富地区及中央都应调整思路 

本来按梯度发展战略的构想，先在我国沿海地区发展发达国家或地区转移出来的劳动密

集型产业，然后，到一定程度，就会实现产业升级，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中部、西部地

区转移。没成想，沿海的外资在“民工荒”伊始即移资他国，而非中国大陆的中西部，这实

让中西部地区的官员和民众大失所望。 

按理说，如果这些外资若能在中国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因劳动力价格上升之后，移资中

国中部，进而西部，将来未必不会大赚其钱，但它们为何不去这样选择而却选择了移资他

国。这只能说是资本寻求最大利润的本性使然。它不会管你国家经济是否均衡，也不会管你

人民群众是否盼望！ 

笔者在国内各区域走动时感受到，沿海地区相对于内陆地区而言，其出口货物的时空距

离确实小得多，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也相对发达。市场经济意识当然现在内陆与沿海已差

别不明显，但政府部门、执法、司法部门的服务意识和能力仍需提高。 

仅仅等待是没有希望的。承接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也不要再多作幻想。中西部地

区有些地方政府把发展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招商引资上，特别是不惜一切代价从上到下向各级

各部门层层压指标搞招商引资，成本花了不少，成果却是鲜见。主观愿望是好的，但经济、

社会发展的规律却是不以某些人的意愿为转移的。太急燥了也不行。 

苦炼内功，搞好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政府及执法、司法部门的服务意识和能力，上争国

家政策和资金，抓好各种机遇，立足本地实际，找准发展突破口，外引内联，调动并充分利

用本地人才和民众的积极性，扎实努力发展，也许是条出路。说不定若干年的奋斗之后，新

的大发展机遇就降临了。也有可能，有些地方仍将长期得不到大发展的机遇。那么，这样的

地方能保持一块拥有地方特色的乡土文明也许不是绝对的坏事。 

话再说回来。中西部地区向内用功，是一个方面。这体现着一种态度。而作为一个国

家、民族整体均衡发展的大局而言，宏观政策的调整是不能缺位的。目前，市场经济的自身

威力越来越大，强势利益集团的自利动机和博奕能力越来越强，中央的政策调整当然会比当

初难度要大得多。但从效率和公平的双重角度而论，整个国家的富强绝对优于局部繁荣和局

部贫困并存；先前全国支持了局部地区发展，现在先富地区帮助、支持后富地区也发展起来

才是公平和道德的体现。当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那种以“我国现在已是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要完全靠市场发挥作用”的论调，那种

“让发达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杀富济贫”的声音，确实是在有意或无意的贬低中央政策的调

控威力，也是漠视我国国情、割断历史联系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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