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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历史考察

� � � 三次  中心 - 外围 !格局的形成及其转换

孙永平
*

� � 摘要: 本文把公元 1000年以来世界贸易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次  中心 - 外围 !格

局,并分别归纳总结每次  中心 -外围!格局中,  外围 !国家与  中心 !国家之间的自然资

源贸易对于  外围 !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不能因为  资源诅咒!悖论

的出现而隔断发展中国家与  中心!国家的联系, 而是应该积极地鼓励这些国家融入既有

的  中心 - 外围 !格局,通过发展自然资源产品贸易获得经济增长。本文的研究既弥补了

已有文献的不足, 扩展了分析视野,又对于发展中国家摆脱资源依赖型增长  陷阱!,选择

具有历史依据和现实可行性的发展道路, 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丰裕对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

避免其负面效应,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自然资源 � 经济增长 �  资源诅咒 !�  中心 - 外围 !格局

一、前言

自然资源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许多自然资源丰裕型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增长速度却慢于资源缺乏型发展中国家, 经济学家用  资源诅咒 !来描述这一经济增长中的  悖论 !。此

后, 一大批学者 ( Sachs and W arner, 1995, 1999, 2001; M eh lum, e t a .l , 2006; Gy lfason, 2001; E lissa ios and

Reyer, 2004, 2007; C o llier and Goderis, 2007)的实证研究也揭示了  资源诅咒 !的存在性。但是,如果从历史

进程来看,不论是早期西欧国家的崛起,还是后来的西欧后裔国家的崛起, 自然资源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经济史学家们 (K ennedy, 1988; N orth and Thom as, 1973; Pom eranz, 2000)认为, 西欧国家通过与当时的

伊斯兰国家发展自然资源产品贸易, 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最终走出中世纪的  黑暗 !, 并在以后的几百年间迅

速崛起,成为世界性的经济体, 完成了由  外围 !到  中心 !的格局转换。同样, 自然资源丰裕也是推动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西欧后裔国家由  外围 !到  中心 !的格局转换的重要因素 (H abakkuk, 1962;

W righ ,t 1990; M add ison, 1991; B arb ier, 2005)。

历史与现实的反差提醒我们,不能够仅仅依据  资源诅咒!悖论的出现, 就得出自然资源丰裕与经济增

长之间存在单一负相关性的结论,而应该全面地、系统地考察历史上自然资源丰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

已有文献鲜有从历史视角考察自然资源丰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而这正是本文努力的方向。同时, 从历

史上厘清两者的关系,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资源丰裕型发展中国家,准确全面地认识自然资源丰裕与经

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选择具有历史依据和现实可行性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

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对  中心 - 外围!格局的概述,第三、第四和第五部分分别是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

 中心 - 外围 !格局, 第六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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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心 -外围 !格局概述

Preb isch( 1950)向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报告∀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

要问题 #。在该报告中, P reb isch提出, 在传统的国际劳动分工下, 世界经济被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

 大的工业中心!;另一个部分则是  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 !的  外围!。在世界经济的  中心 -

外围!的格局中, 由于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加深了  中心 !和  外围!之间的不平等,致使依靠初级

产品的国际贸易不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反而是资源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贫困化增长的

原因。因此,  中心 - 外围 !理论的政策建议是非常明确的,它对  中心!国家与  外围!国家之间的贸易基本

持否定态度,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放弃  出口促进!战略,进而依靠自身力量,发展本国经济, 大力实行  进口

替代!战略, 以促进本国自身工业的发展。 中心 - 外围 !理论一经提出就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此后,

W a lle rste in( 1974, 1980, 1989)等据此提出了现代世界体系理论、Am in( 1976)等据此提出了  依附!理论,也

都获得了学者们极大的关注和追捧。

显然,这些理论都是以世界贸易作为分析的起点,而不是国家的贫富差异,这就意味着只有当世界性贸

易开始成形时,才有可能出现所谓的  中心 - 外围 !格局。同时, 这些理论都有三个层次的含义: 第一, 对于

 中心 - 外围 !格局的判断;第二,造成  中心 - 外围!格局的原因; 第三,突破  中心 - 外围 !格局的政策建

议。其实,世界贸易中的  中心 -外围!格局特征并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也并非只有在资本主义世

界经济体系中才存在,而是在世界性经济体出现以来就显著存在了。同时, 世界经济的发展从来都是非均衡

的,因此,根据世界贸易发展的历史, 以及不同时期各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差异,我们可以把公元 1000年

以来世界贸易的发展历程分为三次  中心 - 外围!格局。第一次  中心 -外围!格局从公元 1000年左右开始

到 1500年结束,这一时期以伊斯兰国家和中国为代表的世界性经济体开始形成。∃当时的伊斯兰国家不仅占

据着北非和西亚等广大贸易中心地区,而且丝绸、亚麻、毛纺织品、棉纺织品、陶器、玻璃和皮革等这些当时的

先进制造业都被伊斯兰国家所控制, 处于世界贸易的  中心!地位;而这一时期的西欧、东欧、俄罗斯等国家

仍然处于欠发达状态,通过向伊斯兰国家提供原材料而获得发展, 为  外围 !国家。第二次  中心 - 外围 !格

局从 1500年左右开始到 19世纪初期。新航线的开辟带来的海上贸易繁荣使得当时的西欧各国,可以从殖民

地大量进口原材料,并把这些原材料加工成工业产品或者经过简单的处理,再卖给美洲,从而使得西欧国家

对外贸易不断繁荣,处于世界贸易的  中心 !,西欧的发展也把美洲殖民地卷入日益发达的世界市场, 为它们

提供原材料,成为世界贸易的  外围!。第三次  中心 - 外围!格局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到现在, 也正

是 Preb isch等得出  中心 - 外围!格局判断的时期,这里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世界贸易在呈现之初就具有显

著的  中心 - 外围!格局特征。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本文同意 Prebisch( 1950)等做出的世界贸易存在  中心 - 外围 !格局的判断,

但是本文的基本观点与这些理论具有显著差别。因为,这些理论都是以资本主义体系作为出发点, 以  中心 !

与  外围 !之间的不平等交换作为基本价值取向, 以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和摆脱依附关系作为基本的政策建

议,简化了  中心 !与  外围!的联系方式, 对  中心!与  外围 !的经济联系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

但是纵观历史,我们发现, 一方面,处在  中心!或者  外围!国家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  中心 !国家亦可

能衰退为  外围!国家,  外围!国家也可能升格为  中心!国家;另一方面, 任何国家早期的世界贸易都是从

自然资源产品贸易开始, 在世界贸易格局中处于  外围 !, 即便是自然资源非常缺乏的日本也不例外。

Y asuba( 1996)就认为,尽管日本自然资源匮乏,但是早期的日本正是通过出口初级产品,使得人均国民收入

获得了很大的提高。Leam e r( 1987)也认为,对于一个自然资源禀赋较差、资本短缺和技术水平低下的国家,

仍然可以通过出口初级产品获得经济增长。同时,实践也证明, P reb isch ( 1950)等依据  中心 -外围!格局提

出的以  进口替代 !促进工业化的发展战略, 在拉丁美洲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 倒是亚太地区国家通过初

级产品的  出口促进!战略, 融入了既有的  中心 - 外围 !格局, 自身经济获得了较快增长。因此, 本文接受

Preb isch( 1950)等做出的关于世界贸易存在  中心 - 外围!格局的判断, 但并不接受他们的基本观点。本文

认为,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强和国际分工日益细密的今天,一国自身的自然资源禀赋状况有可能既非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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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中国较为封闭,只对东南亚部分国家有一定的影响力, 所以本文并未深入分析。



增长的必要条件,也非其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但是,对于一个经济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自身资源

禀赋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可行的经济发展道路,可能是其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对一国的经济起步

至关重要。所以, Ba rbier ( 2005)直截了当地指出,任何落后国家几乎不可能跳过专业化于自然资源产品贸

易这一特定历史发展阶段而获得经济增长。

显然,决定  中心 - 外围 !格局转换的因素有许多,例如, 制度、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地理位

置等等。但是,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人类的经济史实质上是一部人类利用

自然资源的历史,在  中心 - 外围 !格局转换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世界贸易被誉为经济增长的  发

动机!的话,那么自然资源贸易就是这个发动机启动的最早动力来源, 因此, 世界贸易强化了自然资源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但是, 本文也并不打算全景式地探讨  中心 - 外围 !的格局转换, 而只把视角聚焦于自然资源

贸易对  中心 - 外围 !格局转换的影响。并通过对三次  中心 -外围!格局转换的比较,为当今自然资源丰裕

型发展中国家摆脱资源依赖型增长  陷阱 !,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三、第一次  中心 -外围 !格局的形成及西欧国家的崛起

(一 )第一次  中心 - 外围!格局的形成

中世纪的伊斯兰国家不仅仅占据着重要的大河流域,而且还横跨好几个地区,几乎囊括了欧亚大陆的大

部分陆地。特别是当时的伊斯兰国家征服了整个中东地区 ∃ ,而中东是所有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路的枢纽, 这

里既有通往黑海和叙利亚各港口的陆路, 又有穿过红河和波斯湾的水路。同时,渡过阿拉伯海可以到达印度

西南部地区。伊斯兰国家疆域的扩大和统一,消除了由来已久的地区孤立,促进了贸易的全面发展,使得一度

中断的东西方贸易再度兴盛,并达到了新的高度。例如, 当时的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地处欧亚交通要

冲,从事大规模的出口和转运贸易,成为当时世界的商业中心,并获得了  金桥!的美誉。

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当时的伊斯兰国家是世界区域贸易与世界贸易的中心,自然也是世界经济与政治权利中

心。斯塔夫里诺斯 ( 2005)写道:  就经济标准而言,近代初期诸伊斯兰国家用现在的话来说都是发达国家。无疑,当

时的西欧人也这样认为 %%。!& F indlay( 1998)也认为,公元 1000年西欧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而同时期的伊

斯兰国家则占据着北非和西亚等广大贸易中心地区,迎来了自己发展的黄金时期,处于世界贸易和经济中心,属于

 中心!国家;公元 1000年西欧、东欧、俄罗斯等国家仍然处于欠发达状态,为  外围!国家。从表 1中我们也看到,在

公元 1000年西欧国家的人均 GDP只有 427国际元∋ ,低于当时的世界平均水平 453国际元;相比之下,当时的伊朗

和伊拉克则达到了 650国际元,西亚地区国家的平均水平也达到了 621国际元,远高于西欧国家。

表 1 � � 公元 1 - 1700年世界人均 GDP (单位: 1990年国际元 )

� � � � � � � 年份
国家 (地区 ) � � �

1 1000 1500 1600 1700

西欧 576 427 771 888 993
伊朗 500 650 600 - 600

伊拉克 500 650 550 - 550

土耳其 550 600 600 600 600

西亚 522 621 590 591 591

亚洲 456 470 568 574 572

非洲 472 425 414 422 421
世界 467 453 566 596 615

� � 数据来源: 根据麦迪逊 ( 2003) 整理得到。

在由伊斯兰国家为  中心!, 西欧为  外围!的格局中,世界贸易获得了空前发展,人类终于走出  马尔萨

斯停滞期! (M althusian S tagna tion)(,人口增长率和人均 GDP都获得了较大的提高。从表 1中我们看到, 在

139

∃

&

∋

(

 中东地区!或  中东! 是指地中海东部与南部区域, 从地中海东部到波斯湾的大片地区,  中东! 地理上也是非洲东北

部与亚洲大陆西南部的地区。 中东! 不属于正式的地理术语。
斯塔夫里诺斯, 2006: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 21世纪#第七版 (下册 ),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353页。

国际元是一种在多边购买力平价比较中,将不同国家货币转换为统一货币的方法,是一种在特定时间与美元有相同购买力的

假设通货单位,在国际宏观经济的比较研究中被广泛应用。

根据麦迪逊 ( 2003)的估计, 在公元 1 - 1000年期间,世界人均 GDP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从表 1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些

区域例如西欧甚至出现了下降,因此一些学者 ( Ga lo r and W e i,l 1998; K rem e r, 1993) 把这一时期称为  马尔萨斯停滞期!。



这 500多年的时间里世界平均人均 GDP从 436国际元增加到 566国际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也上升到0. 1%

左右, 世界总人口从 2. 68亿增加到 4. 38亿。

(二 )西欧国家的崛起

在中世纪初期,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饥荒和瘟疫的肆意横行,西欧大部分地区人口急剧减少,田园一片

荒芜, 生产力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史称  马尔萨斯停滞期 !。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自然庄园经济占据着整个西

欧,商业和贸易都不发达, 经济缺乏活力, 商人也被看作通过玩弄贱买贵卖等诈骗手段大发不义之财的骗子。

根据 Prienne( 1937)的考察,当时的欧洲大陆商业交换及商人根本微不足道, 甚至可以不承认它们的存在。

在第一次  中心 - 外围!格局形成初期,公元 1000年左右, 西欧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欠发达状态 ( F ind lay,

1998) ,而此时西亚和北非的伊斯兰国家借助庞大的帝国优势和优越的地理位置, 通过世界贸易的繁荣而迎

来了自身发展的黄金时代 ( Go lden Age of Islam )。

丝绸、亚麻、毛纺织品、棉纺织品、陶器、玻璃和皮革等当时的先进制造业都被伊斯兰国家所控制。同时,

伊斯兰国家从西欧国家进口初级产品,从俄罗斯进口蜂蜜、蜜蜡、皮货、木材,从东南亚进口热带香料,从苏丹

进口贵金属和黄金,从西欧进口小麦、木材、葡萄酒、棉花、毛织品和橄榄油,从非洲和东欧进口奴隶。然后把

生产成的白银、铁器、亚麻布、棉花和毛织品从西方运到东方,以换取丝绸、宝石、柚木和各种香料。

在第一次  中心 - 外围!格局中,西欧通过专业化于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 并为商业和海上交通

提供服务,最终走出中世纪的  黑暗!,在以后的几百年间迅速崛起成为世界性的经济体,完成了由  外围!到

 中心!的格局转换。从表 1中我们可以看到, 到 1500年左右, 西欧各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 人均

GDP从 1000年的 425国际元增加到 1500年的 797国际元,其中意大利更是从 1000年的 450国际元增加到

1500年的 1 100国际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同时,整个西欧的经济总量也获得了巨大增长,仅仅

处在中国和印度之后。当时西欧的人口也获得大规模增长,从 1000年的 2 556万人增加到 1500年的 5 726. 8

万人。

因此,经济史学家们 ( K ennedy, 1988; No rth and Thom as, 1973; Pom eranz, 2000) 认为世界性经济体的出

现,使得西欧能够通过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贸易获得较快的发展, 实现了从  外围 !到  中心!的格局转化,

也为两个多世纪后发生在欧洲的  科学革命!和  工业革命 !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四、第二次  中心 -外围 !格局的形成及西欧后裔国家的崛起

(一 )第二次  中心 - 外围!格局的形成

到第一次  中心 - 外围 !格局结束的 1500年,西欧国家的人均 GDP达到了 771国际元,伊斯兰国家的人

均 GDP则只有 590国际元,与 1000年的 621国际元相比,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了下降。当时西欧国家的人

均 GDP不仅全面赶超了曾经的处于世界经济  中心 !的伊斯兰国家,也超越了世界平均水平 566国际元, 成

为新的世界贸易和经济的  中心 !。

15世纪的最后几十年, 由于世界航海技术的进步和新大陆的发现,更加巩固了西欧作为世界经济中心

的地位。航海技术的进步使得西欧各国不仅可以向南经过非洲西海岸到达东方, 也可以向西越过南美洲前往

亚洲, 欧洲与外界的联系的通道也渐渐由地中海转变为大西洋。这就使得曾经依赖于优越地理位置而从事大

陆转运贸易的地中海变成了交通闭塞的内陆湖,失去了原有的经济地位, 开始逐渐衰落。西欧国家则突破了

伊斯兰国家对东西方贸易的封锁和垄断, 开始大量从事香料、茶叶和咖啡贸易。海上贸易逐渐占据了主导地

位,由伊斯兰国家控制的, 横贯大陆的东西方贸易格局解体了。斯塔夫里阿诺斯 ( 2006)认为,这种  中心 -外

围 !格局的转换,使得世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西欧因从事世界性贸易而越来越富裕,而一度令欧洲人生

畏的穆斯林帝国因无法融入第二次  中心 - 外围 !格局而变得越来越贫穷。

海上贸易的繁荣使得当时的西欧各国,可以从殖民地大量进口原材料。例如,他们从加勒比地区进口糖,

从美洲进口咖啡,从巴西进口黄金和其他原材料,并把这些原材料加工成工业产品或者经过简单的处理, 再

卖给美洲;他们通过工业品在非洲换取奴隶,并把他们运到美洲为他们生产糖和咖啡,或者开采贵金属矿藏,

这就是著名的大西洋  三角贸易 !。西欧国家在自身经济强势发展和对外贸易不断繁荣的同时, 也把美洲殖

民地卷入日益发达的世界市场,使它们成为  外围 !。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等后来成

为欧洲殖民地的国家仍然处在原始的欠发达状态,从表 2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元 1- 1700年的漫长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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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的人均 GDP几乎没有任何增长的迹象,一直维持在 400国际元左右,从而处于世界经济的  外围 !。

在世界贸易史上就形成了第二次  中心 - 外围!格局。

表 2 公元 1 - 1913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人均 GDP ( 1990年国际元 )

� � � � � � � 年份
国家 (地区 ) � � �

1 1000 1500 1600 1700 1820 1830 1850 1870 1890 1900 1913

西欧 576 427 771 888 993 1 194 - 1 567 1 953 2 483 2 885 3 457

澳大利亚 400 400 400 400 400 518 848 1 975 3 273 4 458 4 013 5 157

新西兰 -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1 144 3 100 3 755 4 298 5 152

加拿大 400 400 400 400 430 904 1 000 1 330 1 695 2 378 2 911 4 447

美国 400 400 400 400 527 1 257 1 376 1 806 2 445 3 392 4 091 5 301

拉丁美洲 400 400 416 438 527 691 - - 676 - 1 113 1 494

西亚 522 621 590 591 591 607 - - 742 - - 1 042

亚洲 456 470 568 574 572 581 - - 553 - 638 695

非洲 472 425 414 422 421 420 - - 500 - 601 637

世界 467 453 566 596 615 666 - - 870 - 1 261 1 524

� � 数据来源:根据麦迪逊 ( 2003) 整理得到。

(二 )西欧后裔国家的崛起

新大陆的发现使得西欧各国既可以从殖民地获得廉价的原材料, 又能够把自己的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

扩大。同时, 英属北美殖民地通过发展适宜向欧洲市场出口的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经济,确立了自身在大西

洋地区的经济地位。

英国在与其北美殖民地的贸易中,最为重要的贸易产品就是烟草和蔗糖。1669 - 1701年间,英国从北美

和西印度群岛进口的烟草价值年均达到 24. 9万镑。1655年,仅仅伦敦商人就从巴巴多斯岛进口了 5 236吨蔗

糖。1669- 1701年间,英国从北美和西印度群岛进口的蔗糖总价值年均高达 63万镑 (M cCusker and M enard,

1991)。除烟草和蔗糖外, 北美殖民地的毛皮、沥青、松脂、水稻、靛青、焦油等各种原料都大量出口到英国。

1669- 1701年间, 英国从北美和西印度群岛进口的各种食品、染料、木材和油 (包括鲸油 )的总价值年均分别

为 4. 6万镑、8. 5万镑、1. 4万镑和 1. 9万镑 ( Dav is, 1954)。从 18世纪中叶一直到 19世纪早期,美国的出口产

品几乎都是自然资源产品。1803 - 1807年,超过四分之三的出口产品是农产品,此外大约有五分之一的林业

产品和海产品,制造业所占的比重则不超过 5% (恩格尔曼和高尔曼, 2008)。

19世纪晚期,加拿大已经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 它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与比利时和瑞士相当, 只

有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比加拿大更加富裕。但是, 加拿大在 19世纪晚期仍然没有进入工业化时期,当时的

制造业仅仅贡献了 25% 的国民收入,吸收了 22% 的劳动力 (恩格尔曼和高尔曼, 2008)。相比之下,天然生产

部门 � � � 农业、渔业和林业 � � � 的规模非常大,当时的加拿大也是典型的自然资源重度依赖型国家。它之

所以能够在经济上获得成功,与其开发出资源密集型的大宗出口产品是密不可分的。19世纪早期加拿大主

导出口产品是木材, 19世纪 30年代人均木材出口价值是美国人均棉花出口价值的 3倍,所以,在整个 19世

纪,木材生产和加工都是加拿大的支柱产业之一。19世纪上半叶加拿大的主导出口产品由木材变为小麦, 可

以说小麦和面粉的出口造就了 19世纪下半叶加拿大的繁荣。M add ison( 1991)认为澳大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之前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并非因为其技术进步和资本存量,而是因为其资源方面的巨大优势。正如 Fe rrant i

等 ( 2002)指出的那样,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瑞典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没有依赖它们的自然资源几乎是不

可能的。

据 U bbe lohde( 1975)的统计, 1700年英国与美洲殖民地之间的直接贸易占到英国贸易总量的六分之一,

到 1770年占到三分之一。Robertson和 Jam es( 1966)认为这种出口型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成为英属北美地区

生存和进步的持续动力,而且促使北美殖民地的商业形成一种海洋性的外向型商业, 而不是大陆性的内向型

商业。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英属北美殖民地的面积巨大,移民众多,经济发展更具自主性,也较好地继承和

发扬了在西欧兴起的商业资本主义精神, 这些都使得北美殖民地从地理大发现以前的蛮荒之地, 发展为 18

世纪大西洋地区的新兴力量。

在大西洋  三角贸易!盛行的近 400年时间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当时处于  外围!的国

家通过发展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并与西欧国家进行贸易, 最终获得了长足的经济发展, 在第二次  中心 -

外围!格局中,实现了从  外围!到  中心!的转换。根据麦迪逊 ( 2009)的估计, 1820年以来,四个西方后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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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经历了比西欧国家或者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快的经济增长。在 1820 - 2001年间, 它们的总人口增长了

35倍,而西欧的人口则增长不到 3倍;它们的 GDP增长了 679倍, 而西欧的 GDP只增长了 47倍;它们的人均

GDP从1 202国际元上升到 26 943国际元,而同一时期西欧的人均 GDP则只从 1 204国际元上升到 19 256国

际元。麦迪逊 ( 2009) 认为:  这些差距产生的部分原因是自然资源禀赋上的巨大差异。!∃

五、第三次  中心 -外围 !格局的形成与  资源诅咒 !

(一 )第三次  中心 - 外围  格局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各国的经济迅速恢复,实际上在 1947年年中或者年末, 除德国以外的大多数

欧洲国家的工业生产已经恢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水平 (高德步和王钰, 2001) ,到 1952年欧洲经济已

经全面完成了恢复。如图 1( a)所示, 1952年,西欧 12国的人均 GDP已经达到 5 412国际元,瑞士更是达到了

9 630国际元; 西欧后裔国家的人均 GDP达到 9 950国际元,而美国更是高达 10 316国际元。与此形成强烈反

差的是,当时拉美国家的人均 GDP为 2 595国际元, 亚洲国家的人均 GDP为 792国际元, 非洲国家的人均

GDP为 927国际元。如图 1( b)所示, 1952年, 西欧及后裔国家人均 GDP是拉美国家的 2. 52倍,是亚洲国家的

8. 26倍,是非洲国家的 7. 07倍。很显然,当时的西欧及其后裔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  中心!,而亚、非、拉广大

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世界经济的  外围 !。

� � 注:西欧国家包括: 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瑞士、英国; 西欧后裔国家包括: 澳

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美国。

数据来源: 根据麦迪逊 ( 2003)整理计算得到。

图 1� 1952 - 2006年  中心 !国家与  外围!国家经济发展差距

Preb isch( 1954)也认为,当时的欧美发达国家处于  大的工业中心!, 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在  为大的

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  外围 !。这样的  中心 - 外围!世界经济格局到现在仍然没有被打破,  中

心 !国家与  外围!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一些地区有逐步扩大的趋势。1985年, 西欧及

其后裔国家人均 GDP是拉美国家的 3. 21倍,是亚洲国家的 6. 94倍,是非洲国家的 11. 27倍。2006年,西欧及

其后裔国家人均 GDP是拉美国家的 3. 68倍, 是亚洲国家的 4. 58倍, 是非洲国家的 14. 27倍,除了亚洲开始下

降之外,拉美地区和非洲还在继续上升。

(二 )  资源诅咒!

不论是第一次  中心 - 外围!格局,还是第二次  中心 - 外围 !格局, 许多处于  外围!的国家,通过与

 中心!国家发展自然资源密集的初级产品贸易, 最终完成了由  外围 !到  中心!的格局转换,其中就包括日

本这样自然资源并不丰裕的国家。但是, 在第三次  中心 -外围!格局形成初期, 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初级产

品贸易获得经济增长, 就受到了很多经济学家的质疑。最早提出  贸易条件恶化 !理论的经济学家

Preb isch( 1950)就指出,在世界经济的  中心 - 外围!的格局中,由于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加深了

 中心!和  外围 !之间的不平等,致使依靠初级产品的世界贸易不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 反

而是资源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贫困化增长的原因。他对  中心 !国家与  外围 !国家之间的贸易基本持否

定态度,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放弃  出口促进 !战略, 进而依靠自身力量,发展本国经济, 大力实行  进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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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战略。

20世纪 90年代,一些学者 (A uty, 1993; Sachs andW arner, 1995)的研究表明,许多国家尽管自然资源丰

裕,初级产品出口产业蓬勃兴旺,却没能实现发展, 经济表现差强人意。典型的例证便是 OPEC国家与资源贫

乏的瑞士、日本、东亚新兴经济体 (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 )之间迥然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同样

具有说服力的是, 1960- 1990年间,资源贫乏国家人均 GDP的增长率为 3. 5%, 资源丰裕国家人均 GDP的增

长率为 1. 3% ,资源贫乏国家的发展比资源丰裕国家快 2 ~ 3倍。1965- 1998年 OPEC国家的人均 GDP增长

率只有 1. 3%,而同一时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人均 GDP增长率是 2. 2%。A uty( 1993)用  资源诅咒 !来描

述这一经济发展中的悖论。此后, 其他一些学者 (M eh lum et a.l , 2006; Gy lfason, 2001; E lissaio s and R eyer,

2004)的实证研究也揭示了  资源诅咒 !的存在性。C o llier和 G oder is( 2007)进一步采用跨国面板数据分析了

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 发现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短期正效应, 但是其长期效应却是负的。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第三次  中心 - 外围!格局中, 处于  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不利的地位, 经

过几十年的发展非但没有缩小与  中心!国家的距离, 差距反而还在继续扩大, 曾经的经济增长引擎 � � � 初

级产品出口贸易,在第三次  中心 - 外围!格局中似乎已经失灵。

六、总结与启示

在第一次  中心 -外围!格局中,荷兰、英国、法国等当时处于  外围!的国家, 通过与当时的  中心 !伊斯

兰国家进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贸易,经济上获得了长足发展。丰裕的自然资源,特别是丰裕的煤炭资源,也

是后来工业革命之所以率先在英国萌芽的重要原因,而海外资源的获取则加速了工业革命的进程。在第二次

 中心 -外围!格局中,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欧后裔国家,通过与西欧开展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贸易,

实现了经济起飞,最终完成了由  外围 !向  中心!的格局转换。但是,在第三次  中心 -外围 !格局中,在其他

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自然资源丰裕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却比自然资源缺乏国家更为缓慢,似乎遭到了

自然资源的  诅咒 !。

通过比较这三次  中心 - 外围 !格局中外围国家的经济发展,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重要启示:尽管在经济

距离逐渐缩小、世界贸易分工不断垂直化和深化的今天,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产业始终被定位为原材料或

者半成品供应,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发达国家相关产业发展的基础之上, 是由发达国家的产业发

展所驱动的,从而有可能失去自身不断优化升级的能力, 其长期经济增长能力遭受了自然资源的  诅咒 !, 从

而可能长期处于世界经济的  外围!。但是,历史提醒我们,不能因为  资源诅咒!悖论的出现而隔断发展中国

家与  中心 !国家的联系,而是应该积极地鼓励这些国家融入既有的  中心 - 外围 !格局, 通过发展自然资源

产品贸易获得经济增长。当然, 由于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和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现

实条件存在系统差异,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进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贸易的同时,也应该主动地

调整优化升级自身产业结构,避免产业结构出现单一化,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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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Resources and E conom ic Growth under H istoricalP erspective: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ree  Core- periphery! Pattern

Sun Yongping

( D epartm en t o f Econom ics, H ubeiUn iversity of E conom ics)

Abstrac t: Since 1000 A. D. , the wor ld trade of natura l resources is d iv ided in to three  core- periphery! patte rns in this paper. And

also th is paper summ ar izes the effect of resource trade betw een  periphery! and  core! countries on  per iphery! countr ies econom ic

g row th in each  co re - per iphery! patte rn. By comparation, th 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n tact betw een develop ing countries and

 centre! coun tries should not be partitioned because o f  resource curse! paradox. By contrast, deve lop ing countr ies should be active ly

encouraged to in teg ra te into the ex isting  core- per iphery! pattern, and through the developm 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produc ts trade,

obta in itse lf econom ic grow th. Th is paper fills up the defects o f ex isting lite ratures which history factua l basis is insuffic ient and expands

the analysis v ision. Th is pape r is importan t fo r develop ing countr ies w ith abundan t na tura l resources to get rid o f resources g row th

 trap!, to choose the road o f econom ic deve lopm ent w ith h istor ica l basis and prac tica l feasib ility, to avo id the nega tive e ffect and play

the positive e ffects, and to rea lize susta inab le econom ic deve lop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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