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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Ⅰ 

摘要 

近年来，国内经济增速逐步下滑，“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局部地区保持

了相对稳定和较高的经济增速，成为了当前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亮点；与此同时，

发展经济学相关理论依据经济发展的实践不断创新，新结构主义综合发展经济学

现有的理论成果，以要素禀赋为出发点，肯定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根本机制，同

时强调政府也应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很好的解释过去经济发展的

实践，成为了当前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本文从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视角

研究苏南地区和“珠三角”经济区典型城市的发展，将要素禀赋作为区域经济研

究的出发点，考察政府与市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构建计量模型进行系统性

的实证检验和分析，扩宽了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弥补了其研究方法上

的不足。 

本文通过构建“要素禀赋-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以区域发展战

略作为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作用的桥梁，从不同角度对苏南

地区和“珠三角”经济区典型城市的经济发展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相对“苏

-锡-常”城市带在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耕地）上具有比较优势，“珠三角”经

济区典型城市在人力资本和劳动力上丰裕度更高，而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决定了其

在产业结构转移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波动较大，但应对风险的能力更强，经济增

长质量和效率更高，而人力资本积累是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因素。 

最后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珠三角”经济群的发展战略相对更加合理，“苏-

锡-常”城市带的发展战略阻碍其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不

同，主要影响产业结构的合理性，但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不明显；市场化改革对两

个地区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有助于“珠三角”经济群的经济发展，物

质资本加速了“苏-锡-常”城市带的经济发展，说明区域经济发展还应因地制宜，

符合要素禀赋优势。 

 

关键词：要素禀赋；战略选择；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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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Ⅱ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domestic economic growth rate has gradually declined, some 

areas of "Pearl River Delta" and "Yangtze River Delta" maintain a relatively stable 

and high economic growth, and it has become a highlight of the current domestic 

regional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theory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based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practice constantly bring forth new ideas.  The New 

structuralism economics integrates the existing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taking the 

factor endowment as the starting point, confirming the market as the fundamental 

mechanism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mphasizing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play a role in promoting the situ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New structuralism 

economics gives a good explanation of the practi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of typical cities in the southern Jiangsu and Pearl 

River Delta economic zon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ism economics, 

regarding factor endowment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regional economic research, and 

makes a systematic empirical test and analysis by constructing a metrological model. 

The paper broadens the field of research of New structuralism economics and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research methods. 

Through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factor endowment - industrial structure - 

economic development", using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s a bridge to 

interact factor endow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conduc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ypical cities of the 

southern region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Economic Zon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Su-xi-Chang" cities have the relative 

advantages on the physical capit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whereas the typical citie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Economic Zone are higher in human capital . The heterogeneity 

of human capital determines its fluctua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e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the ability to cope with risk is 

stronger and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economic growth are higher.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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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Ⅲ 

capital and degree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re the vital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Pearl River Delta" economic group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relatively more reasonable. The mechanism of strategic choice to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different, mainly affect the rationality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is not obvious. Market reform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uman capital contributes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economic group, and material 

capital has accelerat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Su-tin-Chang" urban belt, 

indicating that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also be adapted to local 

conditions, in line with the advantages of factor endowment. 

 

Key Words: Factor endowment; Regional economy; Strategic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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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目的 

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了独立，如何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并缩小与发达国

家的差距成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然而到本世纪初只有少数几个国家

和地区（日本、韩国、毛里求斯等）实现了长时期的快速增长，缩小与发达国家

的差距，多数发展中国家则陷入“中等收入陷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

并未实现新古典经济学所预测的收敛（Solow-Swan 模型）。与此同时，理论界形

成了不同的发展经济学流派和各种经济发展思潮，这主要分为强调政府干预的结

构主义和以“理性预期革命”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然而部分按照这些在不同时期

盛行的主流经济思想进行经济改革的发展中国家（俄罗斯、拉美国家等）并未达

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出现不同程度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倒退；以“亚洲四小龙”（韩

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为代表，没有完全遵循当时主导经济发展思潮的发展

中国家或地区却成功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发展实践与理论的背离促

使很多国内外经济学者对过去经济发展理论进行反思，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最新研

究成果是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近 40 年的快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但近年来，中国经济开始下行，到 2016 年经济增速降为 6.7%，相比于 2010

年减少了 37%，且长期依靠要素投入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这

重新引发了人们对于“新常态”下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担忧。受宏观经济的影响，

各区域经济发展亦举步维艰：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乏力，转型之路困难重重；京津

冀地区两极分化严重，难以实现协同式发展；内蒙古和山西经济发展对资源依赖

严重，导致产业结构单一，环境问题不断恶化；但“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局部地

区和城市实现了相对稳定且快速的经济发展，成为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亮点。 

故本文从新结构主义的视角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选取“珠三角”和“长三角”地

区中经济发展较为典型的城市（深圳、东莞、佛山、苏州、无锡、常州）为研究

对象，通过深入分析不同区域中各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差异性，探究影响区域经

济发展的根源，为落后区域的经济发展和转型之路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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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思路 

相对于其他发展经济学理论，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创新之处在于以要素

禀赋和比较优势作为研究国家或区域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出发点。经济体要素

禀赋特征决定着要素相对价格和比较优势，遵循比较优势会使企业最具市场竞争

力，资本积累最快，因此产业结构转移最根本的动力是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在

现有产业不断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密集型转移的过程中

不断进行技术引进和技术创造，使经济实现长期可持续性增长，有效的避免了新

古典增长模型所预测的增长停滞。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并没有按照新结构主义所认为的最优经济发展战略(符合要素禀赋)来发展经济，

经济体战略选择对要素禀赋的偏离会阻碍经济体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使其偏离

最优发展轨道，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图 1-1：文章逻辑结构图 

 

本文首先通过构建“要素禀赋-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从不同角度

对比“珠三角”城市群和“苏-锡-常”城市带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性，发现要素禀

赋是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效率差异的重要因素。但要素禀赋、产业结构

和经济增长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贯穿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如图 1-1 所示，

区域发展战略是区域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桥梁，本文

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索区域战略选择偏离要素禀赋对产业升级以

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政府与市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定位。  

要素禀赋 

发展战略 

相互作用 

影响 

产业结构 

  

经济增长 

影响 

影响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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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内容 

第一章、绪论。叙述文章的研究背景与目的，厘清研究思路和内容，指出研

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第二章、文献综述。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厘清结构主义、新自由主

义和新结构主义之间的关系，发现这三者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对政府和市场的定位

不同；二是阐述关于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绩效研究，探索政府和市场对

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影响；三是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 

第三章、比较“珠三角”和苏南地区典型城市的要素禀赋结构。新结构主义

研究的出发点在于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将比较优势视为影响产业结构和经济增

长差异性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珠三角”城市群在人口和人力资本上拥有比较

优势，而苏南地区城市带在物质资本和土地上拥有比较优势。 

第四章、比较珠三角和苏南地区典型城市的产业结构。从产业结构合理性和

产业结构高度性两个维度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一方面，尽管各城市所处区域不

同，但产业结构的转移和升级过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另一方面，相对于“苏-

锡-常”城市带，“珠三角”城市群的产业转移和升级过程波动性和差异性更大，

这与要素禀赋结构有关，“珠三角”城市群在人力资本上有比较优势，人力资本

具有较高的异质性，这决定了其产业转移和升级过程的波动性更大。 

第五章、比较珠三角和苏南地区典型城市的经济增长效率。主要根据技术进

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度量。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对区域经济增长整体上存在

贡献不足的问题，但珠三角城市群整体上经济增长效率更高，而影响技术进步的

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积累，说明要素禀赋是影响经济增长效率的重要因素。 

第六章、分析区域战略选择偏离要素禀赋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新

结构主义认为当经济战略符合要素禀赋时，经济发展的效率最高，故本文将战略

选择作为连接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桥梁，探索政府和市场的定位对

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七章是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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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 

第一、研究领域的拓宽。考虑到要素在国家之间的流动性受到很大的限制，

不同国家要素禀赋的差异性更大，过去新结构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层面的

比较。但不同区域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并没有消除，本文筛选了要素禀赋差异

比较明显的城市，进行深入比较分析，拓宽了新结构主义研究的领域。 

第二、研究方法的改进。一方面，新结构主义主要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研究

对象，致力于解决国家间的贫困问题，对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但新结构主义的研究主要是以定性分析为主，结合部分的定量研究进行国家间的

对比，缺少实证模型的检验和系统性分析；另一方面，当前学者们对发展中国家

进行研究的主要模式是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相结合，

但这种研究模式的有效性令人质疑。故本文从新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区域

经济，并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和实证检验。  

本文研究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于今后完善，这包括： 

首先，经济体战略选择的衡量借鉴的是已有的指标（TCI 指数）和相关的研

究成果，该指标在衡量经济体战略选择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需要进一步改进；

此外，本文没有涉及到国内其他区域的研究，今后可以考虑将其他区域纳入研究，

这将更加有助于理解要素禀赋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其次，囿于城市数据的可得性，在比较不同城市要素禀赋时难以囊括所有的

要素；此外，过去不同城市的统计数据在统计标准上发生了更改，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数据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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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关于发展经济学主要理论思潮的回顾 

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诞生以来，多数经济学者都坚信自由放任的市场

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最佳途径，这种早期的自由主义强调资源配置应通过市场个体

最优化决策来实现，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家庭和企业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

化的过程中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牵引，实际上也在为他人和社会增进福利，

个体的最优化和社会的最优化是相互促进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自由主义的

思想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但早期的自由主义发展思潮忽视了技术

的变迁和产业的升级，使得其难以适应后期经济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经济的

可持续性发展一直是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人们试图弄清楚究竟怎样的机制才

能最好地组织起一国的资源，进而促进社会进步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与此同时，

大萧条的出现和苏联通过计划体制快速实现工业化，强调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的

思潮开始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这些无疑为“发展经济学”的诞生提供了沃土。    

“发展经济学”的诞生源于 Rosenstein-Rodan(1943)率先将“发展”这个议题引

入经济学前沿的讨论,此后逐步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学分支，并在不同的时期形

成了不同的主流发展经济学思潮。 

2.1.1 结构主义评述 

二战以来，以政府干预为标签的凯恩斯主义不断盛行，人们对苏联经济改革

的成功深信不疑，强调市场失灵成为早期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形成了第一代发展

经济学思潮—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有自身难以克服的

重大缺陷(结构性问题、协调失灵等)，政府必须在加速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强有

力的帮助作用，支持政府通过强力推动工业化进程、直接配置资源进行投资、为

“抢占战略制高点”而建立公有制企业等方式来克服市场失灵(Rosenstein-Rodan, 

1943)。 

受大萧条影响，广大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多数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导致

了财富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对此结构主义强调采用进口替代战略来发展

本国制造业。此外，在亚洲和非洲等地区，以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纷纷独立成

为新兴主权国家,强烈的国家主义情绪随之蔓延，与发达国家相比处在十分落后

的状态，渴望独立地发展其国内经济,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快速摆脱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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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结构主义影响，多数发展中国家采用了产业保护和重化工业的赶超型发展战略，

以期快速实现工业化。然而,在结构主义思想所指导下的发展中国家并未实现长

期可持续性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陷入经济停滞，与发达国家的差

距越来越大。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普遍执行以进口替代以及产业保护为核心发展

战略的拉丁美洲、非洲及南亚便是例证。 

2.1.2 新自由主义评述 

20 世纪 70 年代的滞胀、80 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

崩溃，使得盛极一时的结构主义受到了很大的质疑，为理性预期革命的到来铺平

了道路，理性预期在根本上驳斥了政府干预在经济中的作用。此外，在结构主义

指导下的经济发展实践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宣布失败，强调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开

始主导发展经济学，逐步形成了第二代主流发展经济学思潮—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干预使得资源配置无效，价格机制被扭曲，经济主体缺

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结构主义的失败在于违背市场主体的意愿强行推动重工业化

的发展战略，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政府只能进行保护和财政补贴，大量的补贴在

长期是难以持续的，且造成了寻租腐败。此外，长期实行进口替代和产业保护战

略的拉美国家，为了降低企业投资成本和解决资金不足等问题，人为的高估本国

汇率，积累的大量的外债，引发了拉美债务危机。以美国为主的债权人借此机会

要求拉美各经济体进行一揽子综合性全面改革,实行自由市场政策,即所谓的“华

盛顿共识”，这要求处在债务危机的经济体积极推行经济的自由化和私有化。与

此同时，苏联、东欧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采用依据自由市场—华盛顿共识所开出

的“休克疗法”这个药方，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并不如人意，依旧没有缩小

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在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分别作为主流发展思潮的半个世纪中，各国经济发

展绩效的显著差异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一方面，在结构主义盛行时期，遵循结构

主义理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拉美、非洲和亚洲等国家并未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

距，但一些新兴工业化经济如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香港、台湾、新加坡和日本)并

没有按照结构主义指导实行进口替代战略，而是采用出口导向型战略，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无论在经济结构还是收入水平上都已相当接近发达的工业化国家；

另一方面，在新自由主义盛行时期，中国、越南和毛里求斯这些有国家管制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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