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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佩鲁提出并由他与其追随者发展完善的发展极理论，旨在分析与处理处于经济发展不

均衡状态下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它强调资源配置应集中在某些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和产业部门，

并由此带动其他经济部门的成长。发展极理论对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理论指导和战略形成具有有益的

借鉴意义。龙头企业作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系统中的发展极，需要三方面形成条件并且有三方面作用，同

时在在建设过程中呈现出三大效应。基于发展极理论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设的政策建议是，突出

发展极龙头企业建设，遵循发展极龙头企业市场选立原则，政府为市场选择创造外部条件，龙头企业与

农户结成共担风险的利益共同体，注重资本运营，加强技术创新与扩散以及注重农业企业家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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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市场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1］（p.33），也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随着我国市

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其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有力的理论指导和战略措施。20世纪50年代中期诞

生于法国并由欧美学者发展完善的发展极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发展极理论评述

发展极（DevelopmentPoles）理论是由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oisPerroux）等

人于1955年提出的。佩鲁①在分析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致力于解决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状态时，

提出了发展极理论。他认为，在现实世界中，经济要素的作用完全是在一种非均衡条件下发生

的［2］（p.132）。佩鲁“发展极”概念的理论出发点是他的“经济空间”理论。他认为，经济空间“是存在

于经济元素之间的经济关系”［3］（p.65）。这种经济空间是对经济关系，主要是对产业关系的抽象和

概括，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地理空间。佩鲁把这种经济空间分为三种类型：计划空间、受力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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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匀质整体空间，发展极产生于受力场经济空间。佩鲁提出发展极理元后，引起了许多发展经济学

家的关注，并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从而使该理论得到了补充和发展。缪尔达尔（G.Myrdal）以“扩

散效应”为核心的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政策主张和赫尔希曼（A.Hirshman）在《经济发展战略》中阐

释的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传递理论都表明，发展极建设能带动其他部门或地区发展是不争的事实。

缪尔达尔指出，全面投资和均衡发展各个地区或部门会降低资源的利用效率，导致经济效益下降，

使得各地区或部门都发展不起来。为此，他坚持政府应当采取不均衡发展战略，使已累积起发展优

势的地区或部门得到优先发展。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赫尔希曼从产业发展角度出发认为，在资源

有限的条件下，应优先发展部分产业，以此逐步扩大对其他产业的投资并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对于发展极的概念，佩鲁认为发展极是由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大城市

的聚集发展而形成的经济活动中心，这些中心具有生产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交通

运输中心、服务中心、决策中心等多种功能，恰似一个“磁场极”，能够产生吸引或辐射作用，促进自

身并推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发展极理论则是强调资源配置应集中在某些具有创新能力

的行业、产业部门或地区，并由此带动其他经济部门或地区成长的理论。佩鲁提出的这个理论对于

发展经济学中的经济发展的空间状态，尤其是区域发展模式、要素配置原则的丰富和多样化，起着

重要作用。

佩鲁的发展极理论在经济发展理论史上反映了发展观念的重大变革，而其基本思想却非常简

单，即“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发展极，然后通过不同

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4］（pp.385-387）。但它作为从空间领域角度对经

济发展不平衡这一事实的归纳和总结却是完全科学的。实际上，培育发展极、实施不均衡发展战略

对处于经济增长时期的国家、地区或产业部门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美国两个世纪的开发过程、战

后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亚洲新工业化国家的迅速崛起以及我国近二十多年的发展，尤其东部工业

化整体水平的极大提高，发展极建设功不可没，做到了以较低的政策成本换取了较高的政策效益。

正如佩鲁所言：“要对产业和区域进行恰当的管理，发展极概念对于经济政策的制定是必不可少

的。”［5］（p.34）笔者以为，“发展极”经济管理思想可以为农业经营管理所用，即进行跨学科的思维创

新，将其应用到中观层面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实践中去，加以借鉴和引申，形成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

展极思路。

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极理论分析

农业不是一个均质产业，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各参与主体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农业

产业化经营系统符合佩鲁发展极理论的受力场空间（或者说极化空间）论述。由此笔者将发展极思

想引入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分析之中。按照佩鲁的解释，“发展极”是由有创新能力、支配能力的企

业所形成的经济活动中心。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所需要的龙头企业①，就是能起到“发展极”这种经

济活动中心作用的企业。

（一）农业产业化经营系统中发展极的形成条件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非任何一个部门或系统都能发育成为一个发展极，它的形成是一系列条

件契合的结果。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系统中的发展极必须具备三方面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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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所谓龙头企业是指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系统内能起到“龙头”作用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流通企业、中介组织及专业农协。

在本文，主要指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



件：一是与农业产业化组织中其他环节相比，龙头企业中存在着具有一定创新①能力的企业家队

伍，从而龙头企业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农业产业化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因之一，就是具有冒

险精神、勇于革新的龙头企业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二是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发育成为发展极的龙

头企业不仅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企业家，而且还集中了相当规模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可以通过不

断扩大投资规模，提高技术水平，降低产品成本和社会生产成本，形成规模经济效益。三是具有适

宜的经济环境。发展极的发育需要丰富的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资源作为保证，即需要良好的投

资环境和生产环境才能使资本、人才和技术的集聚成为可能，在要素集聚的前提下，进而通过技术

创新形成规模经济，最终形成能够带动整个农业产业化经营系统发展的发展极。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在我国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与单打独斗的农户相比具有更强的市场适应能力，拥有更

高的信用度和投融资能力，还能享受国家优惠政策，所以拥有更加有利的市场环境、投融资环境和

政策环境，其自身也具有更加专业化的生产环境。

（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极作用

作为发展极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具有以下几方面突出的作用：一

是技术创新和扩散作用。技术变迁是农业增长所依赖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6］（p.179）。它改变农业

的生产方法，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效率激励。龙头企业利用天时、地利及自身的有利条件，不断

地进行技术创新或从其他地区引进技术和人才以强化自身的发展。同时，龙头企业又把这些新技

术推广到农业产业化经营系统的边沿地带，带动一体化组织其他环节技术水平的提高。龙头企业

的技术创新对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提高技术性能从而提高生产

效率；其次，拓宽资源范围，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源［7］（p.35）；第三，拓宽资源配置空间，从而可以使农业

产业化获得更大的资源配置效率（见图1）；第四，提高农民总体素质；第五，使农民使用更先进的农

机具、更科学的耕作方法；第六，可以提高管理水平。作为发展极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技术创新

的扩散效应，可以由诱致性技术变迁和强制性技术变迁理论得到解释。农业技术创新，一方面来自

科学家对科学知识的追求和主动研究［7］（p.43），另一方面，由相对要素价格（资源禀赋状况）的变化和

产品需求的增长诱致［8］。相对要素价格的改变及产品需求的增长等市场经济变量的变化，迫使龙

头企业 在 已 知 的 可 选 择 的 生 产 可 能 集 合 中 选 择 一 些 新 的 技 术 流 程，以 改 变 它 的 技 术 结

构［9］（pp.210-236）。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先进的科学技术在龙头企业率先开发应用所显示的降

低成本和提供新产品的效果，很快会对产业化组织其他生产经营环节产生强烈的示范和模仿作用，

于是技术创新的成果便在整个农业产业化经营系统中流行扩散开来，这就是诱致性技术变迁的过

程。另外，在市场模仿机制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在紧密型一体化组织中，龙头企业也可以采取政策

优惠和经济上扶持等措施推广农业技术，按照强制性技术变迁路径依赖［10］（p.168）来实现技术创新

成果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系统内由发展极龙头企业向其他环节扩散。

作为发展极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第二项作用就是资本的集中和输出作用。发展极龙头企

业②可以凭借自身生产能力较强、技术水平较高、规模经营及拥有较强资本运营能力等有利条件，

从产业化组织内部及社会上集中大量资本，扩大投资规模。例如，进入股票市场筹集资金，发行企

业债券，抵押贷款等。同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根据需要向农业产业化经营系统其他环节

进行投资、输出资本，支持其他环节的发展。

第三方面作用是产生规模效益。发展极龙头企业各部门的技术劳动力等资源具有互补性，同

时具有基础设施、产业服务、资源供应和市场信息等方面的集聚优势，并且成为扩散源，从而降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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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中的发展极龙头企业是指，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系统中可以作为发展极的龙头企业组织。

这里的“创新”即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的创新概念。



产成本，产生外部经济效益。它主要体现在可以节约采购成本、销售成本和融资成本，获得技术开

发和管理的规模效果，使单位产品分摊的技术成本和平均管理成本降低［11］（pp.274-275），形成“凝聚

经济效果”（EconomicsofAgglomeration）①。

图1 不同技术条件下的农业产业化资源配置空间!

（三）农业产业化发展极建设过程中呈现的三大效应

要研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发展极建设的特点，并为其提供正确的政策建议，就需要研究

其作为发展极建设的三大效应。首先是极化效应（PolarizationEffect）。极化效应的意义在于，龙头

企业发展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就具有不断地为自己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的能力。此时的龙头企

业改善内部管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吸收系统内资金和进入资本市场、进行资本运营、拓宽融

资渠道，吸引高质量人力资本进行研发和企业管理，开拓市场，内化有效相关资产为龙头企业提高

利润率和开辟生存空间。这时即便是先前赖以发展的优势已经丧失，它仍可继续发展。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的极化效应与其发展的“路径依赖”［12］（pp.225-227）有关。其次，是扩展效应。在扩展效

应下，处于低发展“梯度”③的农业产业化环节将因发展极龙头企业发展的溢出效应而受益。龙头

企业为了自身的发展，在利润增加、融资渠道拓宽后可以拿出更多的钱来支持农业产业化其他环节

的发展。这时龙头企业在市场压力背景下，主动协调与农户、基地、流通、服务等环节的利益关联机

制，努力畅通农民得到工商资本平均利润的通道，对其他环节进行投资和技术创新成果的推广和服

务。增加就业机会，吸收系统内其他环节的富余劳动力，减轻他们的负担。凡此种种都会使龙头企

业获得稳定的农产品原料供给和生产经营环境，客观上也使利润、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向农业产

业化其他环节转移和扩散，从而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最后，是回浪效应（BackwashEffect）

（GunnarMyrdal）。回浪效应是在极化效应的作用下，相对于扩展效应而言的。它是指处在“高梯

度”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极化效应作用下，因其投资环境不断得到改善，竞争力、影响力日益加

强，从而迫使“低梯度”环节处于相对劣势。由此而产生的回浪效应至少会在利润分配的竞争、资本

形成、人力资本流动等方面通过削弱“低梯度”环节来壮大发展极龙头企业的力量。而农户、基地等

环节则可能被“锁定”［13］（p.347）在弱势的“恶性循环状态”中难以自拔。在现实中，龙头企业可以凭

借自身在信息、谈判、资本、技术、区域市场价格垄断等方面的优势，低价从基地和农民手中收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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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梯度”是区域经济学概念，在这里本文借用以说明，在农业产业化链条上其他农业产业化环节与发展极龙头企业相比处于

较低的发展水平上。下文出现的“梯度”含义相同。

从图1的等产量曲线来看，农业科技创新使等产量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即由A1B1移动到A2B2，资源配置的可能性空间扩

大。这种变化不仅使资源投入数量减少，同时，还使两种资源的可替代的数量范围扩大。如农业的立体栽培的引进，使生

产者可能用较少的耕地、较多的劳动投入获得相同的甚至更多的产出（即实现农业边际产量递增），实现劳动对土地

的替代。

“凝聚经济效果”是发展极理论的专业术语，在本文中，各方面资源凝聚在龙头企业产生的“凝聚经济效果”是指，发展极龙

头企业的建设可以使产业化各环节、各部门的联系更加协调，从而获得连续生产效率；可以节约交易费用；节约收集信息和

交换信息成本；发展极龙头企业的壮大可以强化其控制能力，确保农业产业化各环节提供服务的平衡和确定以及投入要素

的稳定供给，保证生产的连续性，等等。



产品原料，加工后高价出售高附加值产品，部分剥夺了农业应该获取的工商资本平均利润，使龙头

企业自身得到迅速积累。由此可见，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处于低发展水平的环节是否能获得利

益，归根结底要取决于“扩展效应”与“回浪效应”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系统内作用力的对比。为此，在

制定农业产业化发展战略时，一定要注意这两种作用力的对比，作为决策参考。佩鲁在谈到发展极

与其他部门关系时认为：“⋯⋯工业部门所拥有的技术、组织和金融力量使它能够支配农业部门，使

农业部门为工业部门服务。经济的协调发展要求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要求工业在某种意义上

为农业服务，促进农业而不是压抑农业。这一战略所涉及的选择包括农业的特性与产品，投资的积

极效应的转移和有利于所有人的信息。同时还必须包括：是选择只有利于寡头和支配集团的发展，

还是有利于所有人的发展。”［5］（p.39）针对这种情况，缪尔达尔要求相关决策者执行平均主义政策①，

加强扩散效应、减弱回浪效应。该立意虽好，但是经济资源的稀缺性是一个规律，在农业产业化发

展中希望在各个环节全面投资、同步发展为人力、物力、财力所不允许，并且也不符合效率原则。比

较可行的办法是，先集中力量建设好一些发展极和增长点（比如龙头企业），在具备了一定基础之后

再向四周辐射，促使扩散效应胜过回浪效应，从而实现各环节、各部门间的均衡发展。

三、基于发展极理论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设的政策建议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探讨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极的形成条件、发展极建设的三项作用和三大

效应。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第三部分将提出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发展极建设的政策建议。

第一，根据发展极思想，佩鲁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如果一个经济空间缺少发展极，那就应该创建

发展极。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发展极龙头企业具有“回浪效应”而不创建和培育发展极，这就违反了

经济发展的规律［14］（pp.84-85）。据此及前述分析，应当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系统中突出发展极龙头企

业的建设，打破最初的低效率均衡状态，形成农业经济增长点，以点带面发展。

第二，发展极龙头企业的选立原则应当遵循市场选择原则，要与区域资源禀赋状况相结合。佩

鲁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是：“任何期望产生发展效应的生产单元决不能人为地置于某种环境

中。”［5］（p.38）只有根据资源禀赋等条件，在市场竞争中经过筛选的发展极龙头企业才可能具有“自生

能力”（15）（pp.15-24）②，自我发展并带动农业产业化其他环节共同发展。完全强制式的、非市场性干

预农业产业化组织的政府行为是非效率的，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16］（p.170）。因此，当政府在选择所

要支持的发展极龙头企业时，对象企业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1）所从事的产业前景广阔，属朝阳

产业；（2）具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和应变能力；（3）领导班子素质高，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4）具

有较强的融资投资及资本运营能力；（5）具有较强的技术开发能力和产品深加工能力；（6）具有品牌

优势；（7）与农户之间建立了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第三，政府在农业产业化发展极龙头企业建设过程中的作用是为市场选择创造外部条件。政

府应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打破条块分割体制，打破行业、地区、所有制限制，并在土地出

让、工商登记上给予扶持，把市场自发调节与政府干预行为有效结合起来，主要在资金支持、税收减

免以及其他配套优惠政策上做出努力［16］（pp.170-171）。

第四，发展极龙头企业要真正认识农民的利益在农业产业化经营链条中的重要性，让农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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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1999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林毅夫和谭国富发表的讨论预算软约束的论文中首次提出“自生能力”一词。所谓“自生能

力（Viability）”，林毅夫的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

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

这里的平均主义政策是指，引导投资、技术、人力资本、利润分配等由发展极向周边扩散的一组政策。



利，通过保护价收购、价外补贴、赊销生产资料、无偿提供种子、低偿和无偿提供服务等形式，与农户

建立稳定的利益关系；同时，积极建立产业风险基金，条件具备时在农业产业化组织内推行股份制

及股份合作制，吸收农户参股经营，逐步与农户结成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1］（p.95），弱化和分散市

场风险、自然风险，使发展极龙头企业的外部经济效果畅通地扩散到农户、基地等环节，使“扩散效

应”逐步胜过“回浪效应”，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系统的稳定和均衡发展。

第五，发展极龙头企业必须注重资本运营，增强投融资能力，注意利用资本市场推动企业的发

展。在突出主营业务的基础上，根据市场战略和降低交易费用等方面的需要［17］（pp.409-415），通过改

造、扩建、联合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兼并、租赁、承包等形式进行横向和纵向的低成本资本扩张，

获取规模经济及范围经济［11］（pp.268-282）。借此发挥发展极龙头企业的资本集中与输出作用，增强

企业的极化效应，凝聚社会资本。发展极龙头企业应当积极利用资本市场为企业融资并推动企业

重组改制，并在此基础上争取上市。

第六，发展极龙头企业应当加强技术创新及扩散作用。加入WTO使得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面临着巨大挑战和空前的机遇［18］（pp.110-114）。只有不断将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基础的现

代高新技术融入到传统农业中，不断进行技术创新，龙头企业才能形成核心竞争力，在市场中立于

不败之地。发展极龙头企业的技术创新必须遵循因地制宜、发挥区域优势、高新技术与常规技术相

结合、自主研究与技术引进相结合的原则［19］（pp.157-158）。根据我国近年实践来看，发展极龙头企业

要实现技术创新，可以采取以下有效方式：（1）加强R&D（研究开发）投入［20］（p.68）。企业组建研发

机构，融科研、试制、生产为一体，不断实现高新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2）企业联合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共同开发研究新技术，应用具有良好前景的高新技术成果，实现产业化。（3）引进国内外高

新技术或名优品种。

发展极龙头企业还应该主动加强农业技术创新成果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系统中的扩散工作。这

里需要注意的是，人力资本是技术扩散的基础，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存量越大、质量

越高，技 术 扩 散 的 范 围 就 越 广，扩 散 速 度 就 越 快［21］。而 教 育 是 人 力 资 本 中 最 大 的 组 成 部

分［22］（p.140），因此，应当向人力资本投资［23］（p.433），给农民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为农民提供多层次、多

样化的职业技术培训。

第七，发展极龙头企业应当通过制度优化大力吸引和培育异质型人力资本［24］（p.289），着力建立

规范的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薪酬制度，企业家股权、股票期权制度，声誉机制，并

有效利用资本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完善针对企业家的激励约束机制［25］（p.83）。

政府则应通过法律法规建设及培育职业经理人市场来加强对企业家的外部激励约束，由此推动农

业企业家队伍建设，使他们保有充沛的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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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ntheTheoryofDevelopLentPolesinBuildingUp
LeadingCorporationsinAgriculturalIndustrialization

PENGYi1，HEPi-chan1，SHAOGui-rong2

（1.CenterforAgriculturalandRuralDevelopment，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29，China；

2.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haoxingUniversity，Shaoxing312000，China）

Abstract：ThetheoryofdevelopmentpolesisputforwardbyFrancoisPerrouxandperfectedbyhim
andhisfollowers.Thetheoryaimsatanalyzinganddealingwithrelationsofinter-industryinthestate
ofimbalanceddevelopmentoftheeconomy.Thetheoryemphasizesthatresourcesoughttobefocused
ontheindustriesandsectorswithcreativepowerandthatotherbranchesoftheeconomycouldgrowup
inthatconnection.Thedevelopmentpolestheoryisvaluableinformingdevelopmenttheoriesand
strategiesforagriculturalindustrialization.Thedevelopmentpolestheorycanbeusedin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Itistobeextendedtoformadevelopmentpolesstrategytoleadcorporationsinthe
agricultureindustrialization.Developmentpolesintheagricultureindustrializationsystemrequirethree
conditions：corporationswithcreativeentrepreneurteams，economyofscaleandasuitableeconomic
environment.Theleadingcorporationasthedevelopmentpoleinagriculturalindustrializationhas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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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s：technicalcreationandtechnologyspreading，centralizationandexportofcapital，andproducing
effectofscaleeconomy.Therearethreeeffectsintheprocessofbuildingupdevelopmentpolesin
agriculturalindustrialization：polarizationeffect，extendingeffectandbackwasheffect.Basedonthe
theoryofdevelopmentpoles，therearesomepolicysuggestionsfortheleadingcorporationsin
agriculturalindustrialization.Thefirstsuggestionistobuildupdevelopmentpolesintheleading
corporation，dismantlinginefficientbalanceandfindingnewsourcesforgrowth.Thesecondisto
followthemarketselectionprincipletocombinetheleadingcorporationwithlocalresources.Thethird
suggestionisthatthegovernmentoughttocreatefavorableexternalconditionsformarketselections.
Theforthistobuildpooling-of-interestrelationshipbetweenleadingcorporationsandfarmerswhile
theybearriskstogether，andmaketheexternaleconomyfluentlyextendedtolinksoffarmersand
bases.Thefifthistostrengthencapitalmanagementinitsabilitytoinvestandloan，payingattention
totheuseofthecapitalmarketforthegrowthofleadingcorporations.Thesixthistostrengthen
technicalcreationandspreading.Thelastistobuildupagricultureentrepreneurteamsincultivating
andpreservingtheirenterprisingspirit.
Keywords：agriculturalindustrialization；leadingcorporation；theoryofdevelopmentpoles；analysis

本刊讯 由中国旅游协会、浙江省旅游局、浙江大学共同举办，中国旅游报社、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淳安

县人民政府共同承办，世界休闲组织、世界旅游组织、国际湖泊组织特别支持的“2005中国国际湖泊旅游论

坛”于2005年9月24日至25日在杭州千岛湖举办。本次论坛为国内外的旅游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政

府官员和湖泊旅游经营管理者提供了一个探讨、交流、互动的平台，对湖泊旅游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世界湖

泊旅游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与会的湖泊代表对湖泊的保护与旅游开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较为

一致的共识。大家共同认为，一定要保护和利用好现有的湖泊资源，加强湖泊旅游产品的营销，加深各湖泊

间的交流合作，使湖泊旅游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国内湖泊管理当局代表圆桌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千岛湖

共识》和《关于成立湖泊旅游联盟的倡议书》。湖泊旅游联盟正式成立是本届论坛的重要成果。浙江大学副

校长、本刊主编胡建淼教授亲临大会，并在开幕式上致辞。

本刊讯 2005年10月22日，“演化社会理论国际研讨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享有盛名的桑

塔费学派著名经济学家、麻省大学教授赫伯特·金迪斯，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脑科学研究专家唐孝威

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汪丁丁教授出席了会议。汪丁丁、金迪斯、叶航、昌明、

李华芳、梁捷、林水山等先后作了学术报告。会议期间还举行了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特约研

究员聘任仪式以及《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一书的首发仪式，汪丁丁教授向金迪斯教授颁发了特约研究员

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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