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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 ,发展极理论可为一国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提供发展路径 , 在西部县域经济发展中 ,发展极理论其适用性更为显
著。在概述发展极理论及其政策含义的基础上 , 探讨了该理论在西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适用性及在培育西部县域经济发展极中应注意
的问题。
关键词 发展极 ;西部 ; 县域经济 ; 区域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 - 6611(2009)05 - 02281 - 02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Development Poles inthe County Economy Development in West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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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he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 the theory of development poles coul d provide developmental pathfor the economy of less- developed ar-
eas in one country .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theory of development poles was more significant inthe county economy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a . Based
on summarizing the theory of development poles and its policyi mplication, the applicability of this theory in county economy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a
and some problems needing attention in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the development poles of county economy in western Chi na were discus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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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极理论及其政策含义

发展极( Development poles) 理论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

弗朗索瓦·佩鲁克斯( Francois Perroux) 于1955 年提出来的。

他认为: 经济增长并不是在每个部门、行业或地区按同一速

度平衡增长 , 而是按不同速度不平衡增长[ 1] 。而所谓“发展

极”, 就是由主导部门或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

大城市聚集发展而形成的经济活动中心, 这些活动中心具有

生产、贸易、金融、交通服务等多种功能。它恰似一个“磁场

极”, 具吸引和扩散作用, 能促进自身并推动其他地区的发

展[ 2] 。

发展极通过以下4 个方面产生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 ①

技术的创新与扩散。发展极中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不断进行

技术创新, 一方面从其他地区或部门吸引最新技术和人才 ,

扩大了发展极与其他区域的差异; 另一方面, 由于发展极产

业结构的升级而不断向外扩散产业层次和技术层次低的技

术, 从而带动周围地区的技术发展。②资本的集中与输出。

发展极一般拥有大量资本, 它可以从其他地区集中资本, 进

行规模投资 , 同时也可以把资本输向其他地区或部门, 既满

足自身的需要, 也可以带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③产生规

模经济效益。发展极的企业集中且规模庞大, 可形成规模经

济。这不仅产生内部经济效益, 而且促进基础设施和服务部

门的发展 , 使其他地区、部门共同受益。④形成“凝聚经济效

果”( 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 。主导产业和创新企业的集中

能产生巨大的内、外部经济效益 , 从而使发展极迅速发展, 促

进经济区域或大城市的形成, 它往往具有“中心城市”的作

用, 可以带动周围地区经济的发展。

由上可知 , 发展极理论的核心是: 在经济增长中, 由于某

些主导部门或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或行业在一些地区或大城

市的聚集, 以较快的速度优先得到发展, 形成一种资本与技

术高度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发展极”, 从而对邻近地

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 , 带动相邻地区的共同发展。因此,“发

展极”战略的政策含义是十分明显的, 即不发达地区要实现

工业化和经济发展 , 必须建立“发展极”, 通过其吸引力和扩

散力不断地增大自身的规模并对所在部门和地区发生支配

影响, 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发展极形成有2 种途径: 一种是由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

引导企业和行业在某些大城市与发达地区聚集发展而自动

产生“发展极”; 另一种是由政府通过经济计划和重点投资来

建立“发展极”。这些政策主张对许多国家产生了吸引力和

影响力, 不少国家依据这一理论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安排投

资布局等。20 世纪70 年代以来, 发展极理论曾一度成为发

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与规划的重要工具, 较好地

解决了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与现代化的重点布局、重点投资

问题。

2  发展极理论在西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适用性

县域经济是在县的行政区域内通过经济要素的整合, 产

业的合理布局, 从而达到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的目标。我国东

部县域经济已由“点- 轴”开发理论到了均衡发展阶段 , 而对

于落后的西部而言, 由于县域经济规模较小、比较封闭、资源

相对短缺, 加上发展极不平衡, 因此, 采取何种方式促进西部

县域经济的增长, 最终达到发展目标就显得十分重要。“发

展极”理论对此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法 : 集中稀缺资源优先

发展“推进型产业”( Propellent industry) , 形成“产业综合体”

(Industrial complex) , 最终形成“发展极”。通过“发展极”自身

的优先增长, 带动周边地区的共同发展。具体来说,“发展

极”理论在西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适用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

2 .1 西部县域资源的稀缺性制约了平衡发展, 而只能采取

优先发展战略  对于一个县来说, 资源稀缺、资本不足是一

个现实。要在短时间内筹集到大量的资本并解决资源稀缺

的“中梗阻”( 赫尔希曼 ,1958) 问题是不可能的。同时, 由于技

术水平、企业家和管理能力缺乏, 齐头并进的发展方式只会

是资源配置的巨大浪费, 最终只能在低水平上进行“贫困的

恶性循环”( 纳克斯,1960) 。但如果能集中有限的资本和资源

首先发展一部分产业的投资, 然后其他部门、地区通过利用

产业之间的“前后向及旁侧联系效应”和区域增长极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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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而逐步得到发展, 这样才有可能突破资源的“瓶颈”, 最

终达到西部县域经济的发展。

2 .2 西部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完整性、自然资源的差异性, 客

观要求通过“发展极”来扬长避短 西部县域经济发展的不

完整性是指县域经济结构相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而言, 由

于自然资源与技术资源不足以支撑, 难以建立完整的国民经

济体系。自然资源的差异性是指由于历史和区位的原因, 其

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有的县域旅游资

源丰富, 可以通过培育旅游景点, 使其成为内引外联的地方

支柱产业; 有的县域矿产资源较为丰富 , 以矿业开采、加工为

主的矿业经济成为该县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 有的县域水资

源较为丰富, 可以发展以水资源开发为主的养殖业等。正是

由于县域经济的不完整性和自然资源的差异性, 在发展县域

经济时没有固定模式, 而应针对具体情况, 培育不同的产业 ,

再通过它们聚合相关产业而形成“发展极”。

2 .3  培育西部县域经济“发展极”是缩小与东部县域经济发

展差距的最佳选择  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总体不平衡, 差距逐

渐扩大。差距的扩大显然与我国共同富裕的目标相背离, 而

要缩小这种差距, 只有在西部县域经济内部依据地方特色建

立和培育“发展极”, 通过“发展极”的“磁场”效应来逐步发展

西部县域经济。通过发展极培育在西部县域经济内形成适

度的发展势差, 不仅有利于西部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 还有

利于其后发优势效应的发挥[ 3] 。

2 .4  培育西部县域经济“发展极”是突破二元经济结构、实

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关键产业”( Key industry) 的

发展, 可以通过辐射影响而集聚相关产业, 形成地域上集中

的“发展极”。“发展极”作为县域经济内工商业、科技、信息

的中心, 它一方面能就地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增加农民

的收入; 另一方面, 它能有效地辐射周边农村, 通过“关键产

业”的“后向联系”( Backward linkage) 和“前向联系”( Forward

linkage) , 形成工农之间的良性循环, 共同促进, 从而达到突破

二元经济结构, 实现城乡一体发展的目标。

3  培育西部县域经济发展极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3 .1 正确处理发展极培育与城市( 镇) 建设之间的关系 从

发展极理论中可知 , 以一个具较强外部经济的产业作为突破

口, 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之后 , 应再发展具有比较优势和扩散

效应的产业或产业群。而无论从产业含义还是从空间含义

来看, 城市( 镇) 都是这些产业或产业群的天然载体, 城市

( 镇) 化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 应重视城

市化, 加快城镇体系建设, 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和

扩散效应。同时, 应将发展极的培育与城市( 镇) 建设结合起

来, 共同促进、协调发展。一方面, 城市( 镇) 相对便利的基础

设施和相对丰富的人力资源, 为发展极的发展壮大创造条

件; 另一方面, 发展极的发展又为城市( 镇) 的进一步发展和

完善拓展空间。

3 .2 正确处理发展极培育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根据发展

极理论, 一个发展极的形成主要有2 种途径: 一种是市场机

制的自发调节引导企业或行业在某些大城市与经济发达地

区聚集发展而自动形成发展极; 一种是由政府通过经济计划

和重点建设而培养提升为发展极。这种政策倾斜对于经济

欠发达地区发展极建设初期也是必要的, 但随着发展极的不

断发展 , 应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 政府既要积极参与收入增量的合理重新分配和

发展极的选择, 又要善于借助市场信号提高政策效益; 另一

方面, 从长期看 , 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利益的自动分配机

制必然促使地区发展趋向均衡。政府应致力于建设柔性的、

可调节的经济结构和商品、生产要素都可完全自由流动、价

格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发达的市场。总之, 政府和市场的

紧密配合将携手提高发展极建设效益。在市场尚不完善时 ,

政府既要积极干预经济, 又要精心培育市场。当市场渐渐趋

完善后, 政府应充分尊重市场的作用, 但还应适度干预市场

失灵的领域。一般在发展极建设初期 , 政府作用更明显 , 随

着市场体系的逐步健全 , 市场的作用将渐趋显著, 这时就应

该尊重市场规律, 避免过多的行政干预。

3 .3 正确处理发展极与其他地区间的关系 任何一个经济

区域都是由经济中心、经济腹地、经济网络三要素构成的。

这里的“经济中心”实际上就是发展极, 而“经济腹地”就是发

展极的周边( 外围) 地区。发展极是基于增长有潜力原则培

养起来的, 它有诸如产品、市场、组成以主导产业为核心并与

周围地区产业高度相关的产业综合体等方面的突出优势, 但

如何发扬其优势来带动辐射周边地区?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

适度投资“中心”的问题。如果以过度牺牲其他地区的正常

发展为代价的发展极建设将充满利益冲突, 可能导致地区间

经济藩篱的设置, 形成“诸侯经济”, 甚至造成地区分裂。同

时, 将建设发展极与保护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同步, 也

是扩散效应实现的前提条件。否则, 不仅不可能使发展极成

为“经济飞地”, 甚至将妨碍整个区域有效需求的扩大, 影响

发展极的持续发展。因此, 构建发展极应注意保护其他地区

的适度发展 , 应着力培育其自我发展能力, 创造包括成熟产

业体系在内的必要条件, 避免“两极分化”, 同时也有利于未

来“中心”扩散效应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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