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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价格偏低”问题需辩证看待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资源供应对经济发展形成的约束日渐突出，已然成为我国当前经济
发展的“瓶颈”。不少研究者认为造成当前这种资源供求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的
“资源价格偏低”,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提出了解决思路，即资源价格改革。但资源价格改革
在很大程度上却被视为上调资源价格，这是改革的一个误区。之所以出现这种趋势，原因在于
人们对解决“资源价格偏低”问题面临的制约因素认识不够，割断了资源价格与我国基本国情
及国际因素的联系，就“价格”论“价格”。鉴于上述原由，有必要对“资源价格偏低”问题
进行辩证的认识，并重新审视资源价格改革的思路。 

二、我国解决“资源价格偏低”问题面临的制约因素 

一般研究者对于我国“资源价格偏低”的消极影响认识比较充分，把“资源价格偏低”的原因
也多归结为资源领域市场化不充分，或政府的价格调控政策，因而极容易形成提高资源价格来
解决问题的简单思路。但如果认真考虑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当前的国情，可以发现，造成我
国“资源价格偏低”的更深刻、更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此，而这些原因正是我国解决“资源价
格偏低”问题面临的制约因素。 

1.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战略形成的历史格局。新中国成立前，一些西方国家为了掠夺我国的自然
资源而一直采取压低资源价格的手段。因而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稳定发展局面也就自然而然地
延续了这种低资源价格的政策。随后受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实施了赶超
战略，逐步加快工业化的步伐。于是不可避免地采取了降低工业化成本的政策，即人为地压低
资源价格和劳动力价格来加快资本品的产出。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我国仍是一个人口众
多、经济技术落后的大国，因此，积聚财富的主要方式仍只能是大量开发自然资源，走资源开
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样我国的发展战略就强化了资源价格偏低的历史格局。 

2.我国经济的二元化国情。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还使我国的经济逐渐呈现出二元化的特征。我
国要实现真正的和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需要将庞大的、低收入的农村人口转移为非农业人
口，并且有足够的就业岗位提供给这些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大量且劳动素质不高的人口
需要就业，这个压力决定了我国在经济实践中难以避免地要走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道路。
而劳动密集型产业通常也是技术水平低的资源开发型产业。为了发展这样的产业缓解就业压
力，各级地方政府仍然需要压低资源价格吸引投资。 

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从建国至改革开放前的这段时期，虽然经济有了长
足的发展，但是与庞大的人口相比，资本积累仍非常有限，工艺技术水平仍较落后，尤其是与
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而我国的经济发展也需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资金和管理手
段，也就不能拒绝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这样的国际竞争环境中，我国企业所具有的比较优
势，只能是在较低的资源价格基础上的成本优势。因此，为了保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控
制和压低自然资源价格的政策又得以顺理成章的实施。 

4.大众对我国资源价格升高的承受能力有限。不少研究者之所以认为我国的资源价格偏低，是
因为我国资源价格的绝对价格低于国际水平。但据此下结论是有失偏颇的。因为我国的资源价
格虽然远远低于资源加工品的价格，但与劳动力价格相比则不仅不低，反而偏高。这主要表现
为：虽然我国的资源价格与发达国家资源的价格还有差距，但我国的劳动力价格与发达国家劳
动力价格的差距更悬殊。例如，当前我国的石油价格已基本与国际石油价格接轨，但我国产业
工人的平均工资还不到美国、日本等产业工人平均工资的二十分之一。因此，如果片面理解我
国“资源价格偏低”，盲目强调提高资源价格，这有可能使部分民众难以承受其负担。 

三、解决我国“资源价格偏低”的出路 

出于解决我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考虑，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了资源价格
上。比较普遍的意见是建立完善的资源市场，使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从而使资源价格回
归到市场均衡时应有的价格。但是，市场需要完善的竞争机制，需要完全理性的经济主体，需



要明晰的产权，才能通过上述价格调节机制有效发挥作用，而现实世界中的市场往往是不完备
的。 

显而易见，政府有必要增进效率而采取干预政策。只不过政府对资源价格的调整，正如前面所
论述过的，我国解决“资源价格偏低”还面临着一系列制约因素。这些制约因素实质上涉及方
方面面的社会利益。而资源价格调整必然会对社会利益进行重新分配。因此，它面临着改革的
历史成本在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分担问题。因此，不应当将资源价格的分析视野局限在局部均衡
的框架内，仅从局部均衡乃至部门利益出发看待“资源价格偏低”这一问题。 

总之，单纯将希望寄托于理想的市场机制或政府的价格政策，都有将“资源价格偏低”问题简
单化的弊端，都有可能解决不了“资源价格偏低”问题，或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造成新的、
更严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是要靠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的有机结合，在充分考虑各种
发展目标和利益的基础上，制定一体化的政策体系。(张友国) 

转自：2006年11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第三经济版第85期（总6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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