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资源的积累 , 拓展区域创新空间并有利于创新成果的扩

散 , 提升研究开发能力 , 促使研发新成果实现商业化生产

及销售 , 有助于区域创新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 , 从而

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 增强区域竞争优势 , 促进区域经济快

速发展。当然 , 知识互动共享需要区域创新主体具有较强

的汲取知识能力 , 亦需要区域拥有比较高的社会资本 , 使

知识在创新主体间互动和共享有了信任和合作的基础。关

于这方面的研究有待于以后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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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资源型城市资源优势陷阱效应
分析及对策研究

李贤功, 李新春

( 中国矿业大学 管理学院 , 江苏 徐州 221008)

摘 要 : 针对当前我国煤炭行业效益普遍提高、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 , 分析了可能阻碍我

国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的资源优势陷阱效应 , 指出了该效应产生的4种途径及其危害 , 并分

析了其产生的制度根源。最后 , 针对这一问题 , 从制度和政策层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 煤炭资源型城市; 资源优势陷阱; 资源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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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自 2001 年以来 , 随着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以及

对煤炭开采行业的整顿 , 煤炭行业逐步改变了连续多年

的效益下滑局面 , 尤其是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上涨 , 使得

我国煤炭企业利润增长 , 煤炭资源型城市国民生产总值

也随之快速增加。在这的背景下 , 煤炭资源型城市能否抓

住机遇 , 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 对于我国煤炭资源型城市

尤其是新兴煤炭资源型城市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 , 新发现一处储量丰

富的资源或本地资源的价格快速上升都会带动经济的繁

荣, 该资源的开发行业对当地经济的推进作用也会日趋明

显。然而 , 事实表明 , 从长期来看 , 那些具有资源优势的地

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却大多落后于资源贫乏的地区和国

家 , 这一奇怪的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为“资源优势陷阱效应”

或“资源诅咒”[3]。

1 资源优势陷阱效应分析

新发现的储藏丰富的自然资源或本地出产的自然资

源的价格快速上升 , 会在短期内给具有资源优势的地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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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淮北市 1999～2004 年全市与市辖区采掘

业与制造业从业人员( 单位: 万人)

数据来源: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0～2005

来财政收入增加、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 而与此

同时 , 这些地区往往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以下 4 个方面

的影响 , 如果这些影响不能被有效地降低 , 则可能对地区

经济的长期发展形成阻碍 , 使该地区的经济陷入资源优

势陷阱。

1.1 “荷兰病”效应

一个地区资源产业的高利润将吸引资本的进入 , 会

对制造业等其它产业的发展造成冲击 , 此时 , 当地制造企

业为了更好地发展就必须花费更高的成本来吸引劳动力

等生产要素 , 导致成本上升 , 竞争力下降[2][4]。在我国煤炭

资源型城市中 , 普遍存在煤炭产业一家独大、制造业相对

较弱小的格局。在短期内 , 服务业会由于当地资源性优势

产业的带动而繁荣 , 然而 , 时间一长 , 服务业也会随着资

源型产业的衰退而萎缩。Sachs 等人( 1999) 通过比较制造

业和服务业相对价格的变动验证了这个命题。问题在于 ,

一旦制造业衰落 , 从长期发展来看 , 煤炭资源型城市实际

上也会随之衰落。因为制造业承担着技术创新和组织变

革以及培养企业家的使命 , 而自然资源开采部门缺乏联

系效应和外部性 , 甚至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也相当低 , 所

以 , 一旦制造业衰落 , 该地区的人才外流就不可避免。

以我国煤炭资源型城市淮北市为例。从图 1 可以看

出, 淮北市煤炭采掘业与制造业之间在人力资本上存在着

很强的相互竞争作用。自 2001 年以后 , 煤炭行业效益转

好, 煤炭采掘业对制造业便产生了典型的“挤出”效应。当

然 , 二者除了在人力资源方面的竞争外 , 在其它资源上也

存在竞争。因此, 煤炭行业的价格变化会带来整个城市经

济的波动 , 尤其是煤炭价格快速上升会对制造业造成冲

击。从长期发展来讲, 这对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

1.2 人力资本和创新研发投入的价值被低估

与教育和研发的投入相比, 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资

源开发中获取利润不仅周期短而且回报率高 , 所以当地

的资本更倾向于向资源开采部门流动 , 如果没有相关政

策的支持与调节 , 教育和研发获得的资金将会更少 [2]。从

长 期 来 看 , 这 对 整 个 城 市 经 济 的 发 展 显 然 是 不 利 的 。

Gylfason( 2000) 等人的研究已经证实 , 自然资源丰富的发

展中国家大都倾向于低估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的长期价

值, 因此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也相对少得多。由于我国中小

型煤炭企业众多 , 这些企业在开发资源时基本无暇顾及

研发投入。

图 2 为我国 2000 年各煤炭资源型城市的 R&D 研发

投入占 GDP 的比例。2000 年我国 R&D 经费总支出占当

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为 1.0%。从图中可以看出 ,

我国煤炭资源型城市每年的 R&D 投入占 GDP 的比重普遍

较低。在 25 个地级煤炭资源型城市中只有两个城市超过

全国水平 , 占 8%, R&D 投入支出在 0.5%~1.0%之间的占

20%, 其它均在 0.5%以下, 占 72%。

1.3 寻租和腐败行为的产生

图洛克认为 , 寻租是利用资源 , 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

权 , 从而构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

为[5]。虽然寻租不必然与政治权力相关 , 而腐败也不只产生

于寻租 , 但是二者之间确实有交集存在 , 即寻租性腐败 [6]

( 如图 3 所示) 。

当公共委托人 ( 政府 ) 以公正的社会管理者的角色通

过制度或法律途径重新分配产权时 , 就是一种积极的作

为 , 不存在寻租 ; 但是 , 当公共委托人通过人为操作来重新

分配产权时 , 就产生了寻租的空间 , 造成了交易成本的增

加。如果所有权控制在公共代理人( 政府官员) 手中 , 但公

共代理人并不能获得自然资源的收益 , 那么这种所有权实

际上会转换成张维迎所说的经营者选择机制中的“廉价投

票权”, 最终的结果是自然资源租金在寻租者和公共代理

人手中分配( 如图 4 所示) 。获得自然资源开采权的经营者

无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开足马力生产。

图 4 腐败利益主体关系图

图 2 我国部分煤炭资源型城市 2000 年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重

数据来源: 2000 年省 R&D 资源清查统计公报

图 3 中国腐败类型划分及其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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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租活动中 , 首先是社会经济主体对相关官员的

行贿寻租 , 接下来便会吸引人力物力为争夺主管官员的

肥缺而发生第二层次的寻租竞争 , 最后由于第一层次寻

租收入往往不是由一个人独占 , 因此又会引起相关利益

群体对这些收入的进一步寻租。另一方面 , 对于没能及时

寻租或者是在寻租中失败的其它经济主体而言 , 他们也

不会停止寻租 , 而且会继续加大对寻租的投入。这是一个

无休止的过程 , 交易成本也在这一过程中趋于最大化。由

科斯定理可知 , 只要交易成本大于零 , 法定权利的最初分

配对资源配置效率将产生重要的影响[7]。

由于我国目前法律制度、产权制度尚不健全 , 在煤炭

资源开采利用方面也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产权市场 ,

在大多数地区的自然资源在名义上都归国家或当地政府

所有 , 这无疑会导致大量的寻租行为 , 致使国家和地方的

利益受到损失 , 同时破坏了资源的配置格局 , 降低了资源

配置效率 , 造成社会道德滑坡[8]。

1.4 降低贸易自由和追求制度创新的动力

在煤炭资源型城市 , 包括采掘业在内的煤炭产业都

是当地的主导产业或者支柱产业 , 由于资源价格上涨导

致资源开采产业的高回报率 , 政府机构更倾向于把主要

精力投入到资源开采的管理上 , 并且会对资源开采及相

关部门采取许多保护性措施 , 这些措施使当地的经济开

放性和自由度变得更低。产权的清晰势必要求个体经济

的自由 , 而个体经济的自由又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为前

提。

自然资源丰富往往阻碍了政府的制度创新 , 既然钱

来得这么容易 , 那又何苦费尽心力搞什么制度创新? Ko-

rhonen 和 Halvor Mehlum 等人的 研 究 就 认 为 导致 资 源 诅

咒的根本因素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制度。

当然 , 这种效应的影响可以通过相应的产业政策和

经济制度改革得以降低。实践证明, 发达国家中北欧的挪

威和发展中国家中非洲的博茨瓦纳在积极利用资源的优

势效应的同时, 很好地防范了资源优势陷阱。博茨瓦纳在

1970~2001 年之间的 GDP 年均增速达到了 6.4%; 世界第

三大油气出口国挪威于 1960 年在其北海发现了大量的

油气资源 , 由于政策得当 , 该国不仅成功地规避了资源优

势陷阱效应 , 而且使其经济借助资源优势达到了 1970 至

2001 年人均 GDP 年均 2.8%的高速增长。

2 对策建议

从以上资源优势陷阱效应及其产生原因的分析可知 ,

煤炭资源型城市在发展过程中, 要防止和应对资源优势陷

阱效应就应从导致该效应的 4 个途径入手 , 通过以下两个

层面, 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效应实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制度层面上 , 明晰产权关系 , 对煤炭资源探矿权、采

矿权全面实行有偿取得制度 , 完善产权交易市场 , 加强监

管 , 使产权交易变得更加透明 , 杜绝腐败和寻租行为的发

生。在资源开采的同时 , 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

任机制。

在政策层面上 , 制定产业发展规划 , 积极加快发展制

造业及其它产业 ; 鼓励企业重视人才 , 增加研发投入 , 追求

技术创新 , 扩大矿业开采技术和相关设备对外输出 ; 合理

调整煤炭资源税费政策 ; 规范煤矿开采秩序 , 利用市场手

段提高煤炭资源的开采效率 , 真正体现市场配置资源的原

则 ; 加强煤炭资源的开发管理和宏观调控 , 在本地区构建

更具有开放性、竞争性的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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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itfall Effect on Resource
Super ior ity in Coal- mining Resource Based Cities

Abstract:Since the coal industry's economic benefit arises, the coal - mining resource based cities' economy seem to develop

faster.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source curse and its four transmissions that may stunted the city'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long run. At last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rom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perspective to prevent the bad effect.

Key Words:coal- mining resource based city; pitfall effect on resource superiority; resource c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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