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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劫难"假说的实证检验及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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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许多资源型国家的发展实践显示，自然禀赋

与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由此形成所谓的"资源劫难"假说。从中心 外国论、贸

易条件恶化论、荷兰病到资源、诅咒论等也均揭示出资源禀

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悖论。本文以此现实问题为背景，在分

析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入讨论了资源劫难或诅咒的成因，

并以中国煤炭资源、大省山西为例进行验证，进而提出了相

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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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资源禀赋与经济发

展悖论

人类的进步和文明，是建立在不断开发和利

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之上的。自近代以来的经济发

展史表明，自然资源的确对于-国国民财富的初

始积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美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快速工业化与

其丰裕的自然资漉密不可分。而欠发达国家在普

遍缺乏资本与技术革新传统的前提条件下，出口

资源以及资源密集型产品更是成为这些国家获取

外汇收入的重要手段，并为扩大本国投资乃至进

入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

在 20 世纪中晚期，一些国家尤其是矿产密集

型国家，自然资源密集程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

平。然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资掘丰

裕的国家陷入了增长陷阱的事实引起了经济学家

的深思。经验数据显示，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

来看，资源丰裕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是缓慢的，

甚至是停滞的。 Sachs 将这一现象归结为"自然资

掘的诅咒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 ，即自然资

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往往慢于那

些资源稀缺的国家或地区。

Sachs & Warner (1995) 的研究发现 1971 年

自然资源出口占 GDP 较大比重的经济，在接下来

的 1971 年-1989 年期间也保持了低增长率，且每

年的增长率降低 2.5 个百分点;这种反向关系即使

控制了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如初期的人均

收入、贸易政策、政府效率、投资率和其他变量

之后，也同样成立 o Gylfason & Zoega (2001) 对

85 个国家 1965 年-1998 年的实证研究显示:当产

出比重随着自然资源的使用的增加而增长时，资

本的需求下降导致较低的利率和较慢的增长;丰

裕的自然资本最终可能挤出货币资本而阻碍经济

增长，而且会通过减缓金融体系的发展速度而间

接损害投资和储蓄。 Hausmann & Rigobon (2002) 

的研究则表明:自然资源依赖性越高的国家，其

经济绩效往往越差 1980 年以来，高度依赖于石

油或其他资源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

委内瑞拉和扎伊尔等，其经济都陷入了困境。

Sala-i-Martin & Subramanian (2003) 的研究发现，
自然资源丰裕的尼日利亚，正是由于石油方面的

损耗和腐败，造成了长期的经济不景气。这-系

列的研究都表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

在反向关系。在中国不同的地区，我们也能发现

非常相似的情况。自然资源丰裕的省份、地区并

没有因自然禀赋的有利条件而走上快速发展的道

路，至少从一个较长的观察周期看是如此。

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

问题。我们在进行理论探讨和世界各国的发展实

践中，不断可以听到资拥劫难或诅咒的噪音，从中

心-外围论、贸易条件恶化论、荷兰病到资源诅

咒说等无不说明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悖论。那么

这究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还仅仅是个别国家陷入

了困境?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和动因是什么?如

何破解这一难题以取得可持续发展?本文拟以这

个现实问题为背景，在分析中心-外围论、贸易条

件恶化论、荷兰病以及资源诅咒等相关理论的基

础上，以中国煤炭资源大省山西为验证，深入探讨

了这一现象背后的动因，并提出相应的破解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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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策建议。

二、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悖论的理论分析

(一中心一外围"论

"中心-外围"结构是拉丁美洲当代著名的经

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 Raul Pr由isch )首先提出

来的[吁。普雷维什把世界分为两大类国家，一类是

西方高度工业化国家，它们的经济增长是全面的、

自主性的，它们出口工业品或高附加值产品，而

进口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它们是技术创新的源头，

但也占有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近乎全部的利益，

甚至借技术进步进一步掠夺外国国家。在政治上，

它们实行帝国主义政策一旦外围有意无意地

损害了这种经济和政治利益时，中心(特别是主

要中心)往往就会采取惩罚的措施，在极端的情

况下甚至会通过军事干预的手段进行报复"。另一

类是没有实现工业化或畸形工业化的国家，它们

的经济往往有增长而无发展，严重受制于前者的

经济周期，而且常常是出口单一的原材料，换回

各种工业制品。前者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后者

处于外围。中心与外围进行着严重不平等的交换，

中心存在以外围的存在为前提，中心的发展以损

害外围的发展为代价。其逻辑结论是，只要"中

心-外国"结构(即所谓国际经济的旧秩序或旧的

国际分工)不改变，或外围国家不脱离资本主义

世界体系，外围国家的发展就没有希望。沿着普

雷维什开拓的思路，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

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等一大批第

三世界的学者都得出了这个结论[习。拉丁美洲和

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

而工业国主要生产和出口工业制成品，因此，初

级产品对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的下降，表明外

围国家对中心国家的贸易条件的恶化。这是一个

涉及正统贸易理论的有效性和世界贸易中的利益

分配以及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选择的大问题[坷，

因而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和发展中国家政府领导人

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二)贸易条件恶化论

2却O 世纪 50 年代初出现的"贸易条件恶恶、化

论

起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论。该理论最初是由长期

在联合国供职的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和

德国籍经济学家汉斯·辛格 (Hans Singer)[4l提出来

的，因此，常常把它叫做普雷维什一辛格假说或

普雷维什一辛格命题。这里所说的贸易条件是指

商品的贸易条件，或J争易货贸易条件，它是用出

口商品的平均价格对进口商品的平均价格之比来

表示的 o 在普雷维什和辛格之前，人们一般认为，

初级产品的生产依赖土地、自然资源等，这些资

掘的供给是有限的，具有报酬递减趋势，因此，

这些产品的价格应是不断上升的;反之，制成品

则享有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的好处而应是报酬递

增的，因此，它们的价格应是不断下降的，于是，

初级产品对工业品的价格比率应是上升的。然而，

自从普雷维什一辛格假说提出来之后，这些看法

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普雷维什从国家贸易长期变

化中发现，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

的价格长期不变甚至下降，而出口制成品的发达

国家的出口价格却逐渐上升，说明了发展中国家

的贸易条件明显恶化。

在解释外围国家为什么长期处于国际交换的

不平等地位时，拉美经委会的斯特劳德指出，从

根本上说，这一性质反映在兰个主要的结构性特

征上:一是外围在技术和经济处于不利地位;二

是外围与中心的需求之间存在着差异;三是外围

分化瓦解成许多弱小的单位。这些特征使外围国

家的贸易条件长期恶化，并加剧了外围国家发展

的滞后。关于贸易条件恶化论有三个相关的问题:

①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是否像普雷维什和辛格

所说的那样下降了?②如果贸易条件真的下降

了，其原因是什么?③即使是贸易条件下降了，

是不是一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构成了障碍7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很多经济学家对初级产品

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或非石油出口发展中国

家的贸易条件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得出发展中国

家的贸易条件在长期是趋向于下降这一结论。如

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后期的国际分工主要是中心国

家与外围国家之间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技术

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工业品与劳动密集型工业品

的分工，那么，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分工将会更

加复杂一些。除了工业经济时代的几种国际分工

形式将继续存在以外，还会出现几种新的国际分

工内容，如外围国家工业品与中心国家知识产品

之间的分工、外国国家初级产品与中心国家知识

产品之间的分工、外围国家初级知识产品与中心

国家成熟知识产品之间的分工等。这样贸易

条件恶化论"就有可能变得更加复杂，包含更多

的内容。

(三)荷兰病

"荷兰病"指的是资源产业在繁荣时期的膨胀

往往以其他行业发展为代价的现象。自从荷兰在

北海地区发现石油和天然气之后，整个国家就一

直被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和劳动力失去劳动能力的

问题所困扰，能掘工业迅速发展使得荷兰盾币值

骤升，制造业和农业产品出口减少，国内产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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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廉价的进口产品相比，在价格上处于劣势 C

荷兰病的经典模型是由科登( Corden )和尼瑞

(Nea可)给出的。两位作者将一国的经济分为三个

部门，即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可贸易的资源出

口部门和不可贸易的部门(主要是一国内部的建

筑业、零售贸易和服务业部门)。假设该国经济

起初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如果突然发现了某种自

然资源或者自然资源的价格意外上涨将导致两方

面的后果，一是劳动和资本转向资源出口部门，

则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将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代价

来吸引劳动力，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首先打击

了制造业的竞争力。同时，由于出口自然资肃、带

来外汇收入的增加使得本币升值，再次打击了制

造业的出口竞争力。这种情形被称为资源转移效

应。在资摞转移效应的影响下，制造业和服务业

同时衰落下去。二是自然资掘出口带来的收入增

加会增加对制造业和不可贸易部门产品的需求。

但这时对制造业产品需求的增加却是通过进口国

外同类价格相对更便宜的制成品来满足的，这对

本国的制造业来说又是一个灾难o 不过对不可贸

易部门产品需求的增加无法通过进口来满足，人

们会发现一段时间后本国的服务业会重新繁荣。

这被称为支出效应o

荷兰病表现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最

终使得制造业衰落，服务业繁荣。国际上最新的

研究如萨克斯( Sachs) 等人已经通过比较制造业

和服务业相对价格的变动来验证这个命题。问题

在于，一旦制造业衰落，就长期而言那些自然资

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就可能大势己去。因为制造

业承担着技术创新和组织变革甚至培养企业家的

使命，而自然资源开采部门缺乏联系效应以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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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外流是必然趋

势。杰法逊 (Gylfason) 等人的研究已经证实自然

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低估教育和人力资本

投资的长期价值，因此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相对

少的多。

(四) "资源诅咒"论

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一点，会发现当今的世

界呈现出一幅幅类似的情景，即大多数自然资源

丰富的国家其经济表现远不如那些自然资源贫乏

的国家。西方有句谚语祝福与诅咒可以同出一

处。"对自然资漉丰富反而拖累国民经济等问题的

研究已成为近 2.0年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发展方向之

一。经济学家萨克斯( Sachs)、奥提 (Auty)、杰法

逊( Gylfason) 等人发表了大量论文试图寻找丰富

的自然资源与长期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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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丰富的自然资源将会有

力的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那些资本形

成不足的发展中国家。但颇为残酷的事实却一再

证明，自然资源丰富并没有给国家带来好运，反

而与 些对经济持续增长极为有害的变量相联系，

例如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腐败和寻租活动盛行，

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 内乱频频:爆发等等，类

似情形在非洲表现得极为突出。这已经被国际经

济学界赋予了一个专有名词一一资源劫难或资源

i且咒。

奥提 (Auty) 在研究矿产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

一次提出了"资源的劫难"这个概念，即丰裕的

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

件，反而是一种限制。在此之后，萨克斯( Sachs) 

和威默 (Wamer) 连续发表了 3 篇文章，对"资源

劫难"这一假说进行开创性的实证检验。他们选

取 95 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测算自 1970 年~

1989 年这些国家 GDP 的年增长率，结果发现仅有

两个资源丰裕型国家年增长速度超过 2%。回归检

验表明，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

的负相关性，资掘型产品(农产品、矿产品和燃

料)出口占 GDP 中的比重每提高 16% ，经济增长

速度将下降 1%。即使将更多的解释变量纳入回归

方程，比如制度安排、区域效果、价格技动性等，

负相关性依然存在。针对中国数据的实证也同样

证明资源诅咒现象的存在，徐康宁和韩剑的研究

表明 1978 年-2003 年间，我国资游、丰裕的地区

经济增长的速度要慢于资源贫瘤的地区。

(五)其他解释

关于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发展不景气的

现象，经济学家们还提出了以下几种解释:

L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在自然资源丰裕国

家，恶劣的政治环境会限制经济增长。首先，敛

财的贪欲会使得一些政府官员致力于争抢现有的

财富，其结果往往是战争，或者是在局外人的帮

助和怂恿之下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毕竟，通过

贿赂政府官员，让他们以低于市场价来出售资源，

要比投资和开发个工业的戚本低得多，因此某

些企业屈服于这种诱惑也不足为奇。 Line & 
Tomell (1996) 的研究证明，来自于贸易条件改善

或自然资源储量的新发现的收益，可能导致"疯

狂摄取引发争夺资源租的内证，以无效率地耗

尽公共产品来结束。因而，增长率就会随着收益

的增加而呈递减趋势。在这个方面，发达国家的

经验似乎与不发达国家形成了对比 o 这一问题的

关键在于:如果一个国家明文规定了较完备的产

权制度，那么自然资源丰裕不会导致消耗战 o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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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基础不稳定、经济政策棍乱的国家里，自然资

源丰裕会导致不经济的寻租活动，加剧不平等性，

扩大增长的舆论影响，进而增加政策执行难度。

其次，政府在巨额的"资源租"上管理不善会产

生"诅咒"现象。 Atkinson & Hamilton (2003) 利

用跨国数据进行的分析发现，资源丰裕国家将

"资源租"用于公共投资的己消除了资源"诅咒

而将"资源租"用于消费的几乎都出现了资源

"诅咒"。而且，遭受资源诅咒的资源丰裕的国家，

都有低或负的实际储蓄。资源丰裕国家的储蓄和

投资要增长，有赖于包括公共部门质量在内的大

量因素，它们会影响到投资效率，增加资源投于

未来的经济风险。 般而言，具有高质量公共部

门的资源丰裕国家享有较高的投资率和储蓄。最

后。民族和睦会影响 个国家社会基础的构建，

进而在资源丰裕对发展的影响方面发挥作用。

Hodler (2004) 的研究发现:在一个统 的国家

内，自然资源有利于收入增长;在一个分裂的国

家内，自然资源不利于收入增长。

2.资晴、价格的披动。自然资掘的价格具有波

动性，而对于这种波动性的管理又十分困难o 投

资者总是在时局很好的时候投入资金，而当时局

不好时一-比如说，能源的价格骤跌时，他们又

会撤回资金。经济活动因此比商品的价格具有更

强的波动性，繁荣时期所获得的收益被紧接下来

的经济衰退所抵消 o Sachs & Warner (2001) 的研

究发现，由于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的商品价格往

往较高，这些国家采用的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

往往都会失败。 Manzano & Rigobo (2001) 的研究

则显示，所谓的"自然资源的诅咒"可能和高悬

的债务有关。在 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商品的价

格高，自然资源富裕的国家以自然资源作为债务

的间接承担者;而 20 世纪 80 年代商品价格的滑

落，使这些国家陷入债务危机，自然资源的财富

效应随之消失了 O

3.教育的j忽视。教育有利于经济增长，已被

内生增长理论所证实O 然而，自然资本却会挤出

人力资本，降低了经济发展速度。 Gylfason (2001) 

认为，自然资源的丰裕带给了国家一些风险:首

先，大多数人被禁锢在包括农业的低技能的资源

密集型产业上，因此不愿意提高他们自己和他们

孩子的教育水平和赚钱能力;其次，资帽、丰裕国

家的政府和居民会过于自信，因而常常低估或忽

视好的经济政策、好的制度、好的教育和好的投

资等的重要性。换而言之，坚持自然资本是最重

要资产的国家会产生错误的安全感，完全正在于对

外国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

累。事实上，即使没有好的经济政策、好的制度

和好的教育，资、源丰裕的国家也能长期地依赖自

然资源生活得很好。因此，自然资本丰富的国家

通常存在以下情况:较少的贸易活动和外国投资;

更多的腐败;更少的教育;比资源察赋少或自然

资源依赖性小的国家有更少的投资。它们将极大

地限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 o DOllangngellne 、 Ylli一

jmHayami 和 Yoshihisa Godo (2004) 使用温合时间

数据比较了泰国、日本和韩国的教育和经济发展

情况，证明了土地资源对教育投资具有挤出效应。

而且，与教育相反，土地资惊对农业的密集化和

产业化有负效应。这就导致泰国无法有效地调动

资源租，为现代发展创造条件。

三、中国煤炭资源大省:一个被资源劫难的

样本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山西经济，感觉这似

乎是一个被资糖、劫难的样本。本来国际上资塘、劫

难的研究大多是以国家为单位，具体研究一国内

部的某个地区很少见，但是中国人口众多，国土

辽阔，一些省份从人口和经济规模来看，绝不亚

于某些大国。因此利用对中心一外围、荷兰病的

分析以及资源劫难说来解释山西经济由于能源工

业的单一，而使得经济塌陷和环境破坏，是有较

强说服力的o

煤炭是山西不折不扣的主导产业也是支柱产

业，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山西煤炭的总产量

累计达到 54. 2 亿吨，占全国煤炭总产量的 113 0

晋煤目前年产量 3 亿吨左右，其中有 2 亿吨以上

调往全国，占全国省际调量的 80% ，同时供应了

1 ，700 多万吨优质煤出口到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5 年，国家发改委和山西省组织的"煤炭

可持续发展专题调研"显示，生产 1 吨煤付出的

资源代价、生态环境代价、生命代价、后续发展

能力代价算起来令人触目惊心。如果再加上"机

会成本代价问题就更加突出。在长期的粗放经

营方式下，山西省作为我国煤炭能掘的供应大省

早已经不堪重负了!向

山西煤炭资源浪费严重。山西省煤矿资源回

收率在 2004 年接近 40% ，即每采出 1 吨煤要实际

动用 2. 5 吨的煤炭储量，与国际水平相比差距很

大。尤其是乡镇小煤矿开来方式落后，资源回收

率仅有 15%左右。另外，据有关调查，近年来煤

价上涨，一些乡镇、集体煤矿跑马圈地、蚕食资

源，使山西省煤矿的实际寿命大大缩短，比设计

服务年限少了 20%-30%0 资源综合利用程度低，

共生、伴生资漉破坏惊人。据估算，山西每采 1

吨煤约损耗与煤炭资源共生、伴生的铝矶土、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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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高岭土、耐火粘土、铁辄土等土矿产资源

达 8 吨。每年因采煤排放的煤层气(甲皖) 116 亿

立方米，接近于西气东输的输气量。全省中煤利

用率不到 40% ，煤石干石利用率不足 20% ，粉煤灰

利用率为 54%。

山西水资源破坏严重。据包括 10 多位院士在

内的专家学者鉴定的课题研究表明，山西每挖 1

吨煤损耗 2. 48 吨的水资源。每年挖 5 亿吨煤，使

12 亿立方的水资源、受到破坏。这相当于山西省整

个引黄工程的总引水量o 而山西省人均水资源量

仅占全国平均水平的不到1/5 0 目前，煤炭开来对

地下水系破坏非常严重。据统计，山西采煤对水

资源的破坏面积已达 20，352 平方公里，占全省国

土总面积的 13%。山西环境破坏触目惊心。采煤

大省几乎变成塌陆大省。 20 多年的能源基地建

设，大规模开采煤炭，造成矿区土地塌陷、地表

扰动、崩塌、泥石流等严重的地质灾害。截至目

前，山西省矿区面积累计已达 8，000 平方公里，

其中采空区面积约占 5 ，000 平方公里，引起严重

地质灾害的区域达 2，940 平方公里以上，每年新

增加塌陷区面积约 94 平方公里。发生地质次生灾

害的范围波及 1 ，900 个自然村，涉及 95 万人。据

遥感测控，仅 1993 年-2003 年的 10 年间，全省

因煤炭开采约有 2.7 万公顷水浇地变成旱地，平

均每年约 2，700 公顷。阴

除了直接间接的资源破坏、浪费与经济损失，

大规模开发煤炭还使得污染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

所有山西人的生存安全。山西已经成为中国生态

环境形势最为严峻的省份之一和世界级的能源消

耗污染区。早在 1999 年时，山西全省人均排污量

已是全国平均值的 2.9 倍。其中，烟尘排放量是

全国平均值的 7 倍，二氧化碳和悬浮物排放量为

全国的 6.5 倍。省会太原的空气质量指数为四级，

在被监测的全国 43 个大城市中排倒数第一，是世

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近年来，山西省城

乡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较 1970 年代上升了 30%-

50% ，恶性肿瘤占厂矿职工死亡人数的 30% ，各

类呼吸道疾病、职业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都明

显增加。过度依附煤炭还造成了种种社会问题。

迄今为止，国有重点煤矿大同矿务局还有二十几

万矿工居住在煤矿开采区的棚户房里。这些棚户

房低矮破旧、简阻寒酸，大部分都依山而建，分

布杂乱无章。盖房的原料仅是附近山上的石块。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一掷千金的山西矿

主们，在北京、上海等地开着奔驰宝马，住着高

档楼盘。有研究显示，山西每年因矿主们在北京、上

海等地购车买房而流出的资金就达 100 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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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06 年 6 月，山西省已发现官煤勾结 1 ， 126

人，一共涉及资金1.7 亿。 m

上述严酷的事实说明，山西的资源劫难问题

确实十分突出，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如若

我国其他资源丰裕地区的资源开发继续走山西单

一发展煤经济的老路，而不是寻找可持续的发展

道路，其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

四、政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经济逐步进入了重化工业阶段，

这一阶段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投资品需求强劲，

拉动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快速增长。在这一轮新的

地区经济竞争格局中，资源丰裕地区将面临良好

的发展机遇，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有可能被缩

小。但是如果资本和劳动力在利润的驱动下过度

流人了资源型业，导致原本畸形的产业结构产生

更大程度的扭曲，一旦国际原材料价格下降或者

我国经济走出了资源约束的重化工业阶段，那么

这些资源丰裕地区就将陷入更长时间的经济衰退。

因此，本文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地区

收入差距出友，为区域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以下

几点对策性思路:

(一)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产业结构升级是落后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重要途径，而资源丰裕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应立

足于地区的比较优势，同时在重点地区和重点行

业着力培育竞争优势。应该看到，我国一些资源

丰裕地区产业结构是相当落后的，增加值高的制

造业很不发达。因此，这些地区产业结构的设计

要避免单纯以资源开采为导向，而要把资游、开发

同发展高增加值的制造结合起来，每年从资源产

业受益中拿出一定比例，大力发展先进的制造业

和高新技术产业，同时把放游业、生态农业、环

保产业等新兴产业作为重要的战略产业和支柱产

业，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根本战略加以贯彻。

(二)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培育经济增长新的

动力

我国资源丰裕的落后地区虽然人口数量较大，

但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发达地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

甚至人力资本不断地被产业资本所"挤出"。政府

必须增加对这些地区的教育投入，改善不合理的

教育投资体制，重点放在基础教育和对普通劳动

者的再教育和培训上，吸引外来的技术人才和知

识人才，积累宝贵的人力资本 o 同时加大对公共

卫生系统建设的支持力度，实施公平的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建立旨在实现基本医疗保险的合作医

疗保障制度 o 通过增加教育投资、提高健康水平

的人力资源开发，可以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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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提高，有助于实现人口、

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改革现行的资源税，增强地方财政能力

资源税是我国税制体系中的一个小税种，资

源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始终没有超过

1%。资源税在各省财政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最多也

不高于 4%，资源税的征收没有构成资源禀赋不同

的区域财政能力的明显差距。考虑资源型省份在

过去对其他省份的间接转移支付因素，政府可以

适当提高资源税征收的范围，合理调整资源性产

品比价，这样不但可以使资肃、丰福但经济落后的

地区积累更多的财政资金，而且也会减轻中央对

贫穷省份的转移支付的压力 O 但是，这种利益的

重新分享→定要和落后地区的产业升级挂钩，要

有助于落后的资游、丰裕地区改善环境、培养人力

资本等，否则就会更加驱使资源型省份继续扩张

资源性产业，最终反而会放大"资源诅咒"的效应。

(四)提高资源租的使用效率，建立有效透明

的监督机制

如何使用资帽、税和转移支付等直接和间接的

资源租，建立有效机制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是资源

丰裕地区长期快速发展的关键O 在我国一些资源

丰裕的落后地区，大量的资源租被用于政府的消

费性支出，效率很低。为了有效利用有限的地方

资惯、税和转移支付资金，必须建立透明的监督机

制与社会公众参与机制，建立严格的专向拨款审

批制度。政府公共财政的支出应主要投向支持经

济持续增长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将教育、

交通、水利、公共卫生、科学研究、环境保护等

作为首选投入部门，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成本效

益最高、受益面最广的社会发展领域。

(五)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加快建立健全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与生态

环境补偿机制 O 按照"资惊有偿使用"的原则，严

格征收各类资惊有偿使用费，完善资惊的开发利

用、节约和保护机制;按照"污染者付费"和"谁

破坏、 i住恢复"的原则，严格实行排污总量收费，促

进企业治理污染;研究探索建立生态恢复保证金制

度，要求因开发建设损害生态服务功能与生态价值

的单位与个人缴纳生态恢复保证金，按照"谁受

益、谁补偿"的原则，研究建立受益地区对保护地

区补偿的生态补偿机制，设立国家、省级和市县级

生态保护补偿基金，基金主要来源于对矿产、土

地、水、电、旅游、森林等开发利用项目征收生

态补偿费，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支持补偿资源

开发区、自然生态保护区、水糠涵养区等重要生

态功能区的地区因恢复和重建生态、保护生态环

境而导致的财政损失。

(六)建立科学、合理和透明的资源开发管理

制度

在今后的发展阶段中，国家应尽快建立科学、

合理和透明的资源开发管理制度O 要以科学的矿

产资惊分类、分级管理制度为基础，以建立探矿

权、采矿权的产权制度为核心，以推动矿产资源

合理开发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为目标，全面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现，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形成

更为完善的法律制度。同时要建立科学民主的决

策机制、规范有序的执行机制、公正透明的监督

机制，用经济和法律的于段进行和监控资源开采

权利的交易，进一步完善矿业领域市场经济秩序。

防止腐败，控制寻租，削弱行政权力的空间，缩

小权力对收入机会的扭曲作用 O 提高政府部门的

服务水平。改善服务方式，按照公开、透明、规

范、高效的要求，实行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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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 Disaster" a Positive 
Analysis and Suggestion 
Wa门9 Yun 
(Shan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Many international sludies have shown that natural endow

menl in some countries or regions is negatively correluled to the eCQ

nomic growth , which forms a 50 一called 1. reSQurce disaster" effect 

The c~nter -oulside lheo巧， the worsen> ng t巳rms of trade theo町， the 

Dutch disease, and reSOUTce disaster, all these reveal the paradox be

tween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nal 

ys>s on the related theories , the reasons of resource disaster are dis 

cussed, and by tak :i ng Shanxi Province for example, some suggestions 

are presented to solve the problem 

Key words: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OUTces disaster; sug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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