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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和新制度学派的理论工具，论述了跳跃式经济发展的 

两种大推进 工业化模 式，以及 由制度结构 变迁引发的跳跃 或经济发展模 式，提 出了加快科技创新 、 

扩大人力资本投资、发展信息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等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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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跳跃式经济发展模式的涵义及其形式 

1．两种不同的工业化模式 ：市场诱导型模式与 

计划主导型模式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跳跃式发 

展实质上是由经济发展和制度结构演变所产生的一 

种必然现象。从生产力角度看，根据经济运行机制的 

不同，跳跃式经济发展模式可分为两种基本模式：市 

场诱导型模式和计划主导型模式。市场诱导型模式 

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动态 自利行为的交互 

作用推动均衡分工水平和专业化经济不断演进+并 

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而产生加速效应，从低分工水 

平的角点均衡跳跃到高分工水平的角点均衡，当全 

部均衡跃升至完全分工状态时+产生大推进工业化+ 

推动经济跳跃式增长。 

这种模式是由市场选择最优分工网络，利用分 

工的网络效应，协调人们各 自选择专业化水平和模 

式的决策，组织大规模的复杂的分工，推动分工自发 

演进，达到完全分工，实现社会经济的跳跃式发展。 

这是一种动态非均衡模式，是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所采用的模式，也是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 

计划主导型模式是指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通过计 

划手段，在极短时间内跳过一些分工的中间环节，在 

多个部门建立一批专业 化水平很高 的企业 ，迅速提 

高社会分工水平，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促进经 

济跳跃式增长。其实质是一种计划主导型的均衡发 

展模式。如前苏联 2O世纪 30年代初成功地实现了 

大推进工业化 ，中国在“一五”时期 的 1 56项重点工 

程，通过模仿发达国家工业组织结构的方法 ，跳过一 

些分工的中间水平 ，迅速提高工业技术水平 ，加速工 

业化进程 。这种计划的大推进工业化模式的缺陷是 ， 

不能创造出新的工业化模式 ，一旦模仿潜力耗尽 ，最 

后会衰落下去 。 

1 949年后 ，出于赶超需要 ，国家 采取了计划 主 

导型大推进工业化模式，重化工业超前发展 ，在西部 

投资兴办了大批以采掘和原材料为主体的资源导向 

型产业。根据国内外区域发展的历史经验，单纯靠资 

源导向型工业的发展，走“卖原料”的路子，往往难以 

启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事实证明，这些资源导向 

型产业 由于布局分散 ，自我循环 ，加工链条短 ，加工 

层次低 ，加上产品价格低 ，市场需求的涨落 ，以及地 

区资源的枯竭，导致经济增长的不稳定，严重时会引 

起经济结构性衰退。改革开放以来 ，西部地区工业增 

长速度相对缓慢 ，工业产值 比重逐渐下滑。除 四川省 

以外，其余九省区1 979～1 99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速 

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云南、陕西、甘肃、宁 

夏、新疆的工业增长速度也低于改革前的水平[1] 

(P5)。这主要是由于国有经济比重大、效益低引起 

的，因而是一种结构性衰退现象；而政府过度参与经 

济活动 ，干扰 了市场经济 自我调节机制是根本原因。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 ，战后采取市 场导 向型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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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其经济增长速度一般高于采取 

计划主导型模式的国家，这表明计划主导型大推进 

工业化模式已不适台我国国情 

2．由制度结构变迁引发 的跳跃式经济发展模 

式 从生产关系角度看，跳跃式经济发展模式是指 

当制度改革的收益大于成本 时，人们为 了响应制度 

改革带来的获利机会，取得制度改革的巨大收益，推 

动制度结构从低收益均衡水平向高收益均衡水平的 

变迁。这种制度变迁有两种基本形式，即由社会经济 

制度和政治制度结构变革与创新诱发的跳跃式经济 

发展模式，以及 由思想意识形态变迁 引发的跳跃式 

经济发展模式。由经挤制度结构变迁推动地区经济 

跳跃式发展的范例很多。如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 

模仿资本主义产业组织形式而进行的经济特区、沿 

海开放城市的试点，以及各地设立的高新技术开发 

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我 国改革开放积累了有益 

经验．它既是制度变革的窗 口，又是推动地区经济跳 

跃式增长的“发展极”。由社会经挤形态超越实现经 

济跳跃式发展的典型，如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短暂的 

过渡时期，直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人社会主 

义社会，推动了社会经挤的高速增长；又如美国南北 

战争结束后，直接跳过封建社会，进人资本主义社 

会，实现了经济起飞和跳跃式增长。 

马克思(Marx)和诺思 (North)认为 ，意识形态 

具有相对独立性，以及同经济增长非同步的超前性 

与滞后性 ，因而，先进的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和经济 

发展有促进作用，而落后的意识形态对制度变革与 

经济增长有阻碍作用。从世界经济增长史看，西方发 

达国家都是思想文化变革在前，经济技术变革在后 ， 

如文艺复兴运动间接导致了产业革命 

政治制度结构也是制约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 

素。西部地区制度结构僵化 ，体制改革滞后。主要表 

现为：企业和劳动者税费重 ，要索收益率低，资本积 

累少．市场需求不旺；政府机构臃肿，手续繁琐，办事 

效率低下，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E2]。因此，精简机 

构、清理杂费势在必行。 

二、市场诱导型大推进工业化 

模式与制度结构变迁模式并不排斥 

市场诱导型跳跃式经济发展模式主要靠价格机 

制，促使各生产要素在一定的区域或产业集聚，形成 

各要素有机统一的“强磁场 ，通过“聚合效应”和“扩 

散效应”，实现更高的均衡分工水平，推动该区域经 

济的跳跃式发展。因此，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经济运 

行的载体，也是制度变革政策和措施的落脚点。但 

是 ，这种模 式并不排斥政府 的作用 ，相反 ，政府作 为 

制度供给的主体，是推动制度结构变革的主导力量， 

也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所以，市场诱导型模 

式与政府制度变迁模式是有机的统一。 

经济高增长率必然伴随着经济结构的高变化 

率；经济结构的变化与人 口结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 

会意识形态的变化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没有这些变 

化，现代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3](P500)。 

按照新增长理论 ，由市场均衡分工水平产生的 

分散经济均衡增长率将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要求 

实行政府干预，以缩小乃至消除市场均衡增长率和 

社会晟优增长率的偏差，提高社会均衡分工水平。市 

场均衡分工水平的提高太慢，必须靠政府政策和制 

度变革来加速 

仅靠市场机制引导各生产要素追逐高收益率． 

选择高收益的均衡分工水平，促使全部均衡分工水 

平向高层次非连续演进，一方面受区域分工水平和 

格局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地区经济增长机制的制约， 

会导致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因此，必须靠政府制 

度变革和政策来引导和激励，通过实施非均衡的经 

济增长机制，改变不合理的地区经挤增长格局，推动 

地区经济跳跃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要素 

收益率低，稀缺要素大量流出，造成专业化经济和均 

衡分工水平低 ，经济增长缓慢。这说明仅靠市场诱导 

型大推进工业化模式难以实现地 区经济的跳跃式发 

展，离开政府的作用是不行的。 

资本 主义经济发展史表明 ，制度健全 ，交易效率 

高．分工水平高的国家，市场规模就大，经济增长也 

快；反之，均衡分工水平就低，会出现市场分割，经济 

增长率也低。英国 l 7世纪末期的经济起飞、l9世纪 

初期的高速增长，德国 l 9世纪末期的高速发展，日 

本 2O世纪 50年代至 70年代初的跳跃式增长，美国 

经挤 l 9世纪至 20世纪初期 、二战以后至 7O年代的 

高速增长，亚洲“四小龙”20世纪 60、70年代的跳跃 

式增长，以及 80年代的 高速增长 ，都证明仅葬市场 

诱导型模式或仅靠政府制度变革与创新来实现经济 

跳跃式增长是不可能的[3]。现代经济增长是市场诱 

导型模式与政府制度结构变迁模式有机结合、双轮 

驱动的结果 。 

三、跳跃式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依据 

1．新兴古典经 济学 的跳 跃式发 展理论 新兴 

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摒弃了新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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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经济学的纯生产者和捎费者之两分，以及规模经 

济概念 ，采用了消费者一生产者、专业化报酬递增的 

专业化经济，以及交易费用的微观经济学框架，运用 

新兴古典动态全部均衡分析法，揭示 了分工 随时间 

内生演进的规律+说明了跳跃式经济发展是分工内 

生演进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提出了跳跃式经济发 

展模式。 

新兴古典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分工是一个逐 

步演进 的过 程。初始阶段 ，交易效率 和专业化水平 

低，生产率 落后 ．人们付不起交易 费用，只好选择 自 

给 自足 ；随着人们 的知识和经 验的积 累，生产率改 

进．人们能负担起一些交易费用 ，于是选择较高的专 

业化水平，通过市场自利决策的相互作用，促使社会 

均衡分工水平提高，市场扩大；专业化水平提高反过 

来加速了经验积累和技能改进，使生产率进一步上 

升．因而，人们在权衡未来专业化经济收益和当前增 

加的交易费用后 ，选择更高的专业化模式，随着新市 

场的产生和原有市场的扩大，人均收人和经济增长 

率迅速上升。当交易效率和专业化经济收益很高，分 

工水平达到某一临界值后，全部均衡突然非连续地 

向完全分工跳跃，产生大推进工业化，推动经济跳跃 

式增长。但是，当分工演进的潜力耗尽后，由于专业 

化经济和分工演进速度下降，经济进人成熟期的减 

速增长[4J。 

2．市场诱导 的大推进工 业化与平衡增长理论 

市场诱导型大推进工业化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 

以企业、部门和地区为主体，借助政府的政策倾斜和 

投资引导，来推动地区专业化经济和分工水平不断 

提高+经济环境不断改善，实现地区经济跳跃式增 

长。其本质是一种市场诱导的非均衡增长模式，也是 

切台我国实际的理想模式，这种模式与新古典经济 

增长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 

罗森斯坦一罗丹(Rosenstein—Rodan)认为，发 

展中国家必须全面地、大规模地在各工业部门投入 

资本，才能迅速实现工业化+改变经济停滞落后的面 

貌E63。这种模式受到西部资本、技术、人才等稀缺要 

素的制约，脱离了西部实际，因而是不可行的。 

哈维 ·利本斯坦(Harvey I eibenstein)的“临界 

最小努力”理论认为，人均收A过低，资本形成不足 

是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源，因而，在发展初期应 

大规模地投资，使国民收人增长超过人口增长，人均 

收人大幅度提高，促使经济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 

实现长期的稳定增长E73。这种理论夸大了资本形成 

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恕视了人力资本、技术进步 

和制度变革等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 

罗斯托(w ·w ·Rostow)将 1O 以上的投资 

增长率作为经济起飞的首要条件。然而，二战后很多 

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都超过了 1O ，有的甚至达到 

20 以上，却并未实现经济上的起飞；有的经济增长 

率很高，但有增长而无发展。上述分析表明，新古典 

经济学的平衡增长理论过分注重物质资本投资，忽 

视人力资本和制度变革的作用，不合乎我国实际，因 

而是不可取的。 

四、跳跃式经济发展模式的决定因素 

一 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跳跃式发展是多种因素 

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主要决定因素有： 

1．经济运行机制是跳跃式经济发展模式发挥 

作用的前提 计划经济国家主要靠政府采用计划主 

导型大推进工业化模式，也可采用制度改革推动的 

跳跃式经济增长模式，但其作用程度、范围和效率由 

于受计划体制的制约，发展空间是有限的，也可能是 

有增长而无发展，或高增长低效率 市场经济国家主 

要靠价格机制推动均衡分工水平的 自发演进来实 

现 ，自由竞争 、自由价格 和 自由择业是其前提条件。 

经济运行机制不同，跳跃式经济发展模式也就不同。 

2．交易效率的高低和分工演进速度的快慢 

交易效率取决于交易环境，它是推动分工内生演进 

的重要加速器；交易环境由交通、通 讯技术和设施 + 

以及制度结构等决定。分工演进速度取决于社会组 

织、技术、产品试验的进程和效率。一般而言，社会组 

织、技术、制度模式试验强度大+效率高的地区，交易 

效率也高，分工演进速度越快。 

3 制度结构变迁强度与效率 制度结构变革 

相关性越太，强度越高，经济绩效越显著；制度变革 

离散性越大，强度越小+结构效应越差，经济绩效越 

不显著。在两种基本制度结构变迁模式中，思想意识 

形态的变迁是先导，可以大大降低正式制度变迁的 

实施成本 ，提高变迁收益。我国的改革进程严格地 

说，是从思想意识形态的变革开始的。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扫除了人们 

思想认识上的障碍+打破了计划经济遗留在人们思 

想中的传统观念，为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捕平了道路。 

4．产品技术、知识资本含量的大小 新古典经 

济学家丹尼森(E·Denison)认为，现代经济增长主 

要由要素生产率所体现的技术进步推动；而在技术 

进步中+知识进展是最基本的原因。库兹涅茨(s· 

Kuznets)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上百年经济增长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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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发现知识存量的增加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 

因素。在知识经济时代 ，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不仅依赖 

于物质投人，更重要的是知识投人的增加；经济增长 

的动力主要靠科技进步以及知识资本的积累。知识 

资本是企业拥有的所有无形资产，是企业 的核 fi,竞 

争力，包括人力资本、知识产权资本、顾客资本和制 

度资本。 

5．资本供给规模 殛其使 用效率 发 展经济学 

家把资本投人作为发展 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和跳跃 

式发展的先决条件。工业革命以来 ．经济增长主要由 

资本的增加来推动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 

化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表明，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 

必要条件。然而，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超 

过了10 ．却并未实现经济起飞．其原因是，这些国 

家片面强调资本投人，忽视技术进步和资金 的台理 

配置；片面强调物质资本投人．忽视知识资本投资． 

导致大量资本浪费，经济效率低下 

五、跳跃式经济发展模式的实现路径 

要缩短我国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缩小东西 

部差距 ，实现地 区经济的跳跃式增长，应选择 以下路 

径 ： 

1．加快科技创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要大 

力发展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中心 

和大学科技园，将其作为高科技的扩散基地和促进 

经济腾飞的“发展极”；加大研究与开发投人．建立和 

发展高新技术推广中介组织，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发展科技创新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推动科技创新。 

2．加速发展各 类教育，扩大人力资 本投资 ，促 

进知识的积累和智能的提高．是实现地区经济跳跃 

式发展的根本途径 世界银行的研究资料表明，劳 

动者受教育的平均时问每增加 1年，其GDP可以增 

加 9 。地区经济发展也证明．人力资本存量越高 

经济增长也越快。东西部差距实质上是教育、知识、 

技术和体制上的差距。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投资成 

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3．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高新 

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是高增值、高渗透、高风险、低 

消耗 、低污染的新兴先导产业 ，是实现地区经济跳跃 

式增长的支点 加速发展知识、技术密集产业·可以 

在知识经济中抢占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并推动传统 

产业升级，加速工业化进程 信息产业化、网络化还 

可以大大加快信息、知识、技术、资本交易的速度，强 

化分工的网络效应，提高分工演进速度 

4．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支持体 系，实现地 区经 

济高速增长 政策是推动地区经跻超速增长的有力 

杠杆。当地 区经济发展缓慢时 ，政府应该进行制度结 

构的变革与创新 ，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推动地 区经济 

的高速发展。高强度的制度结构变迁可以大大降低 

交易费用．带来巨大的创新收益．提高交易效率，加 

快分工演进速度。改革开放以来 ，东部地区经济之所 

以实现 了跳跃式发展，主要得益于 中央政府 给予的 

一 系列倾斜政策；主要发达国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 

高速增长，也有赖于政府的倾斜政策。实践证明．小 

政策带来小发展 ，大政策带来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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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thesis which 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tools of division theory of new classlcal Economics and 

NeoinstitutionM Economics，deals with the two big pushing industrialization patten，as well as the leap ecQ— 

nornie development patten which is induced by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change，and puts forward path to rea[一 

ize the leap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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