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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创新与西部开发 
一 个新兴古典经济学角度 的思考 

贾明德 ，李 斌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工具和思想分析西部开发 问题具 有理论和现 实的 

迫切性。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看 ，西部开发与发展是一个在不 同角点均衡间演进的 

过 程 ．西部 适 宜的发展 模式 应 当通 过鼓励 垒 社会 的 组织试 验和 创 新 获得 。在 这 个过程 

中．必须有克足的资本 支持并建立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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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已经成为 目前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近期也产生了大量相关文献 但从这 

些 文 献 所 使 用 的 理 论 工 具 来 看，还 几 乎 无 人 利 用 新 兴 古 典 经 济 学 (New Classical 

Economics)的思想来分析这一问题 。我们发现．新兴古典经济学 中的许多精彩思想对 分析 

西部开发思路都极具借鉴力，关于“组织创新”、“组织试验”的系统思想就是其 中之一。组织 

创新是西部开发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而作为 目前主流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 

conomics)被用来分析 组织创新 时 ．显得力不从 心；新制度经济学又因为缺乏形式化表达 

而难以进人主流经济学 。因此，尝试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工具和思想分析西部开发问题具 

有理论和现实的迫切性 。本文试 图从新兴古典经济学角度探讨组织创新与西部开发问题。 

一

、新兴古典经济学与组织创新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以罗森(s．Rosen)、贝克(G．Becker)、杨小凯、博兰(J．Borland)、 

黄有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 的基础上 ，试图 以现代分析工具复兴古 

典经济学思想 ·发展 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 。这一学派 的核心是建立在角点解基础上的超边际 

分析 他们指出，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在资源既定的假定下 ，研究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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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到竞争性的用途中去，也即资源配置问题 ，运用的是 以内点解为特征的边际分析。但是以 

亚 当 ·斯密(Adam．Smith)为代表的古典学派研究 的中心是分工与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作 

用 ，其核心思想是斯密定理 ，即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决定于市场的大小，市场大小又 

取决于运输的条件。这些精彩思想被新古典经济学逐渐忽略掉了，原因在于对分工问题的形 

式化研究必然涉及到对角点解的处理q)，丽这种方法在马歇尔建立新古典经济学时在数学 

上还无法解决 因此，上述思想虽然精彩，但因无法形式化而失去 了进人主流经济学的机会 

随着数学的发展 ，现在 已经有了能够处理角点解的工具，新兴古典经济学就是利用非线性规 

划方法将古典学派中的分工思想数学化 ，用不同的角点均衡代表不 同的分工结构和经济组 

织 ，发展 出了趣边际分析 这样，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中既包括资源分配问题 ，叉包吉经济组 

织问题 ，在这里资源稀缺程度本身是不固定的，劳动分工可以提高生产力 、增加财富，但叉可 

能令交 易费用增加 ．从而构成一对两难冲突(trade off)，这成为新兴 古典经济学研究 的重 

点。可见，同新古典经济学相 比，新兴古典经济学更注重 国富”这一同题 ，更有利于分析经济 

发展 和翩度变迁同题 ，同时由于这一学艰以分工发展与交易费用之间的捎长为研究主线 ，以 

角点解的超边际分析为手段，从 而能够把当代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挑战和批判的交费费用 

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 、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 、对策论等都整 

合在一个统一的基本分析框架内，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也成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不嗣 

侧面 这些都大大加强了这一学说对经济同题的解释力 ，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分析同题的崭新 

视角和工具 。 

在新必古典经济学中，在以角点解代表 的决策模式既定的条件下才涉及到资源配置问 

题 ，而个人首先面对的是在不同的决策模式中进行选择，以最优化其 目标效用 函数 ，也就是 

说，在不同的参数条件下，不同的决策模式(角点解)会带来不同的效用水平，理性要求个人 

选择效用水平最高的角点解。在市场上，多个人的自利行为选择及其交互作用会形成不同的 

组织结构 ，如 自给 自足结构和分工结构 ，每个结构都有一个角点均衡，这一过程需要通过 瓦 

尔拉斯负反馈机制确定价格来完成 ，而全部均衡就是效用最大的角点均衡 

杨小凯进一步指出，社会分工水平决定专业知识积 累的速度和人类社会获得技术知识 

的能力，而人们对擐优分工水平的知识决定均衡分工水平[1]。最优分工水平的知识来自何 

处呢?一方面是每个人对每个角点解的求解 ，另一方面是垒社会对每个角点均衡 的求解 。可 

见 ，经济发展过程必然与角点解和角点均衡 的变化相联系，表现为对个人而言选择新的角点 

解，对社会而言从一个角点均衡向另一个角点均衡的演进，这就是一个组织创新和发展的过 

程，这一过程是与个人和社会求解 以发现真实收八水平更高的角点和角点均衡的努力分不 

开的国。[1][2] 

0如一十社会 中有两种产品 x、Y，当某』、专业化生产 x时 ，他对 Y的劳动投入和产出量就为 0，此时角 

点解就出现 了 ． 

②扬小凯(1997)举 了麦当劳连锁店 刨立和发展的例子丰说明角点决策和组 织刨新 问题 。在麦 当劳创 

立前 ，饭馆的价格根高，下馆子的』、很少 ，市扬对饭馆的需求 也基本 与供给相当 ．形成一种均衡 状 

态 接传统经济学观点选时市场已处于均衡 ，剖办更多饭馆 只会 造成搁失。但麦当劳 创办』、则认为 

可能存在另一种市场均衡 ，即服务低价、饭馆规模扩大、专业化加深从而成本下降、捎费者需求大大 

增加。麦当劳按这种思路开始走低价和大规模连锁经营的路子 ，取得 了巨大成功 ，成为组织创新 的 

典 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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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试验、经济发展与风险分担 

人类获得最优分工水平的知识依赖于对新角点解计算获得的信息，但是这种计算不但 

本身需要时间和费用 ，而且对于有分工的角点均衡，人们还要花时问议价或通过择业 自由， 

瓦尔拉斯负反馈机制确定价格 ，才能计算出角点解的真实收入。可见 ，人类对社会分工知识 

的积累速度依赖于议价和计算角点解的费用高低 ，亦 即人们对 一种新的角点均衡状态好坏 

的判断，必须通过由价格制度组织的社会试验来获得 ，不通过组织试验我们无法获得不同角 

点均衡的信息。而当人们能够获得这些知识的时候，就会选择更有效的分工结构和经济组 

织 ，从而产生内生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研究还表明，在不同的条件下和时段里，经济增长会 

以不 同的模式 出现 ，会发生经济起飞现象甚至非连续的跳跃式发展 [3] 

进一步看 ，既然要进行组织试验 ，就必须有充分的资本支持 而且试验本身意味着不确 

定性 ，许多试验都会失败，要求社会有一种分担风险的机制，资本市场就是全社会 帮助企业 

家分担组织试验风险的制度 这些制 度保证了全社会组织创新的活力 ，这种活力又保证了全 

社会对组织信息的获得以及由此向更有效的均衡状态的 自发演进。 

三、组织创新与西部大开发 

西部是中国的欠发达地 区，西部大开发究竟应采取怎样的主导思路是一个很值得研究 

的问题。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角度看，西部的开发与发展是一个在不同的角点均衡间演进的 

过程，现在有人提 出所谓“跣跃式 发展思路 ，实质就是在角点之间的非连续 的大幅度跃变。 

可以说 目前西部就正处于一种“低水平”的角点均衡状态 ，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低，交易量和交 

易效率不高，市场很不发达。而且这种均衡可能表现出两方面 的特性，一是会具有发展经济 

学贫 困陷阱理论中稳态点的性质，即在均衡点周 围的一定范围内会有一种 自动趋 向原均衡 

点的力量[4][5]；二是即便有人不满意于原有均衡状态，一定条件下经济理性也会促使他在 

实际行动中去选择维护原有均衡0。事实上上述两种表达说明的是同一个意思 ，即在脱离原 

有低水平均衡过程 中，必须有足够有力的推动力量 。在已有理论中，类似的思想集中体现在 

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思路中，如纳克斯(R．Nurkse)提出的“贫困恶性循环”理 

论，纳尔逊(R．R．Nelson)的“低水平均衡 陷阱 理论 以及以此为重要依据形成 的罗森斯坦一 

罗丹(Rosenstein—Rodan)的“大推进”理论和利本斯坦(H．Leibenstein)的“临界最小努力”理 

论 。和新兴古典经济学思想的一个重大区别是，这些理论强调的是国家主导的大推进工业化 

以及 国有企业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它们的形成来源于 30年代 的大危机和原苏联 30年代 

和我 国 50年代工业化经历的支持。杨小凯等(1999)对上述思想进行了批驳 ，指出苏联式的 

通过模仿发达 国家成功工业化模式和侵犯私有产权而实现的国家主导大推进模式，虽然短 

期内效率较高，但计划经济限制 了自由的组织刨新 ，一旦模仿的潜力耗尽 ，其长期负效应就 

会超过短期效应[6] 相反，l 7世纪英国的崛起得益 于经济 自由主义 ，近代香港的发展模式 

又正是早期英 国模式的翻版 ，60～70年代台湾模仿香港的模式在市场和私有产权基础上实 

18 

0详细内容参见杨小凯(1991，1998)~ 分工内生演进和 内生经济增长的论述。 

@生活中有很多选样的倒子 例如 t在～群挤公共汽车的人中，很可能会有人 甚至是不少人更向往有 

秩序地排队上革，但当看到其他人都挤车时他也会去选择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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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大推进工业化，由此可见 自由主义政策制度下组织创新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 

作用 。事实上，社会之所以要进行组织试验．就因为社会对组织的信息是有限的．同时组织 

试验能够保持一个社会创新的活力。而既然是“试验”，就意味着人们不可能在事先就有充分 

的计划和预测 ，因此不应依赖少数“精英 的事前设计 。 

建国以后．西部发展曾经有过两次高潮 ，但邢都是通过计划主导的工业化 ，在当前我国 

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西部必须寻求新的发展思路。从新兴古典经 济学的视角出发，我 

们认为，西部的开发和发展至少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 

第一，中央政府一定的政策倾斜是必要的．其实质在于通过政策力量改变原有的经济环 

境 ，从而产生资本引诱(包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 没有一定的“政策资豫补给”， 

西部大开发就缺少了前提和保证 ，从这个意义上讲 ，西部开发是必须由中央政府来组织实施 

的[7]。 

第二 ，中央政府的政策倾斜可以为西部开发提供前期的制度保证．但长期看．西部如何 

找到一个适宜的发展模式以保证其稳定快速发展 ．实现从低水平角点均衡向高水平均衡状 

态的演变 ，则不是 中央的倾斜政策所能给予的 人类社会不同地域发生的组织试验是可以模 

仿的·在一定程度上这是获取组织试验信息的捷径．可以降低试验所 冒的风险。台湾可以模 

仿香港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取得巨大成功．具有广阔国土的西部因其特殊的区位地理 

及人文环境特征却使其很难模仿某种现成的发展模式。但是 ，经济发展取得成功地区的一个 

共同特征却很值得模仿 ，那就是 自由市场制度的建立 。转轨时期的西部大开发没有先例，个 

人和社会都必须进行很多的角点计算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鼓励社会的组织试验 ，不断积累组 

织知识 。而要实现有效 的组织试验．就必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在保护其产权的基础上， 

鼓励他们 自由地进行组织创新，一些在东部未曾有过的组织试验 ，也完全可以允许在西部来 

进行。政府不要总是希望通过预定的模式来实现西部大发展 ，而应努力完善市场环境，降低 

交易费用来促进分工发展。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倒面，随着分工的推进 ，市场的广度和 

深度都会发展，生产效率也会不断提高，在一定的条件下，经济会 出现起 飞增长甚至太幅度 

的跳跃式发展 。因此，长期来看西部的开发和发展依赖于 自由市场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以及通 

过大量来 自经济主战场上的组织试验探索出的发展模式而实现的从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均 

衡的跃变 ，一些学者提出的“跳跃式发展 就可能在这个过程 中自发实现@。 

第三·西部开发必须有充足的资本支持并建立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组织试验和创新要 

求有充分的资本支持，同时社会能够分担试验失败的风险 ．而且只有在资本推动力足够大的 

时候才可能完全摆脱原有均衡状态的束缚 。这要求 ：(1)国家应大力增加在西部的投人。国 

家投资应当集中在对如基础设施的建设等经济硬环境的改善以及军工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少 

数产业上，尽量避免涉及一般竞争性硬域 ．国有企业 由于其企业产权的特性．还难 以成其为 

严格意义上的“企业”[8]，西部国有经济的战线还须进一步缩小；(2)大力发展西部的金融市 

场，给予一定的金融倾斜政策 ，增加西部企业上市的数量，建立有效 的融资和风险分担机制， 

同时鼓励对新模式新机制的研究和探索。 

①扬小凯 (1999)还进一步指 出，随着分工深化，均衡的分工 网络 和协调失败 的风险会同时提高 。风险 

有时会 以经济危机 的形式表现出来 ，但不能目此怀疑市场机制 正因此 ，以 Sacbs的观点来看 某种 

程度上说 t30年代的大危机是一种“成功的危机 ”。 

②杨小凯通过研究就 曾预言，中国内地在 21世纪的头 50年里一定还会有一个大推进工业化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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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 ent of the W est Regions 

— — Thinl【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Classical Econonom ics 

JIA Ming-de．LI Bin 

(Fac~ty ofEconom~cs andManagement，NorthwestUnivers t，．Xi 口 710069 China) 

Abstract：The authors point Out that it is very urgent and important to study western de— 

velopment in China by using the tools and thoughts of New Classical Economics．Viewed 

from this new angle．western development is a process in which evolution occurs between 

different corner equilibriums．Theofore，an appropriate way of western development can 

come true hy urging organization innovations throughout the society．In this process，it is 

essential to provide adequate capital support and to build up effective mechanism of risk 

share． 

Key word：Development of the W est Regions；New Classical Economies；Organization In— 

novation 

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 11届年会暨西部经济 

发展与企业管理创新国际研讨会在西安召开 

由中国经济规律研 究会、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北大学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共同举 

办的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 第 11届年会 暨西部经济发展 与企业管理创新国l荦研讨会 于 2000 

年 10月 28～30．日在西安召开。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 、肖灼基、何炼成、张宇燕、左大培等国 

内外学术界 200多人 出席了会议 。与会学者围绕我国西部经济发展 、城市化发展战略和企业 

管理创新进行讨论，并在某些问题上达成相对共识。 

(海 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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