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评论 2011 年第 6 期


ECONOMIC REVIEW No． 6 2011

大国经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1990 － 2010 年国内文献述评

欧阳峣*

摘要: 中国是典型的发展中大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大国经济的研

究经历了“提出问题、初步探索、形成热点”三个阶段，主要从大国经济崛起的典型化事实

出发，研究了大国特征和大国优势、大国模式和大国战略、大国治理和大国体制等问题，提

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观点。但是，现有研究存在对象不够明晰、内容比较分散和理论深

度有待拓展等问题，基于这种状况，未来的研究将在广度和深度上拓展，并形成科学的理

论体系。应该积极寻求大国经济研究的微观基础和理论范式，揭示超大规模国家经济的

特征和特殊规律，并通过在系统化研究、核心原理研究和学科体系研究等方面取得突破，

为大国经济学的创立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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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研究大国经济是中国经济学家责无旁贷的任务。大国经济研究比大国的经济

发展研究更为宽泛，它不仅包括大国的经济发展特征和规律，而且包括大国的体制转型模式以及大国的政府

经济行为特征等内容。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学者长期研究大国的特征、优势、战略模式及体制等问

题，以期为探索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提供政策建议。本文将回顾大国经济研究的历程，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

总结和评价，并对研究的趋势和前景进行展望，从而为深入推进大国经济理论研究提供借鉴。

一、大国经济研究的发展阶段

从学术意义上最早提出研究大国经济发展的是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他在 1992 年出版的《新

发展经济学》中指出: 应该重视对发展中大国的研究，并试图探讨“大国发展的问题，包括大国的特征、大国

发展的难题和大国的特殊道路。”①近 20 年来，国内学者对大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通过检索中

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篇名中有“大国经济”的论文共 305 篇，其中 1990 － 1995 年 48 篇，1996 － 2005 年 138 篇，

2006 － 2010 年 119 篇。
回顾近 20 年的研究历程，如果以研究内容和取得进展为标准，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提出问题阶段、

初步探索阶段和形成热点阶段。
(一)提出问题阶段( 1990 － 1995 年)

这个阶段研究大国经济的代表性学者有张培刚、陈文科、李京文、方汉中、程极明、林毅夫、陈越、熊贤良

等。研究的内容和进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1) 首先提出发展中大国应该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

象。张培刚( 1992) 认为，以前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成果只是为中小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起飞作出了

贡献，而没有从总体上揭示大国经济发展的复杂过程和特殊规律，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发展经济学若不以

发展中大国为主要研究对象，它自身也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发展和完善。( 2) 比较分析了典型大国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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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历史和现状。李京文和方汉中( 1990) 专门比较分析了大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美国、德国、日本、法
国、英国、意大利、前苏联、中国、印度、巴西 10 个典型大国为研究对象，进行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 程极明

( 1995) 选择美国、前苏联、巴西、印度和中国 5 个典型大国，对它们的基本情况、经济发展、农业、工业化道

路、区域经济、经济体制等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 3 ) 专门分析了大国发展的困惑和难题。鉴于 20 世纪

80 － 90 年代亚洲“四小龙”实现经济腾飞的客观事实，张培刚( 1992) 分析了制约大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包括文化传统的影响、人口和就业压力、区域发展不平衡、工农业发展不协调以及内源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适

度选择; 后来，陈文科( 1994) 全面分析了大国发展的人口困惑、结构困惑、生态困惑、灾害困惑、短缺困惑、债
务困惑、市场困惑、体制困惑、农民问题困惑及传统文化困惑，并区分为经济因素、经济非经济兼有因素和综

合因素。( 4) 开始研究大国模式和大国经济发展战略。陈越( 1989 ) 较早地阐释了大国发展模式，他借鉴西

蒙·库兹涅茨的观点，分析了国家规模对经济的影响; 林毅夫等( 1994 ) 以及熊贤良( 1995 ) 等研究了大国经

济发展战略，具体分析了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
(二)初步探索阶段( 1996 － 2005 年)

这个阶段的主要代表性学者有: 童友好、李由、刘力、胡鞍钢、李德伟、杨开忠、宋玉华、赵伟、靖学青、张皓

等。这个阶段的研究主体为中青年学者，包括一些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比如: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李由探讨

了国家规模约束下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中国社科院博士生刘力探讨了发展中大国的贸易战略，中共中央

党校硕士生童友好探讨了大国经济的特征和发展战略。研究的内容和进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1) 初步

探讨大国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模式。童友好( 1999) 、李德伟( 1999) 、杨开忠( 1996) 等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大

国经济的主要特征和中国的大国特征，探索了大国经济增长路径; 胡鞍钢 ( 1998 ) 、靖学青 ( 2000 ) 、张皓

( 2001) 、刘力( 1999) 分析了大国的国内市场规模，提出了扩大内需和以内需为支撑的发展模式。( 2) 初步探

讨国家规模约束下的大国管理体制。赵伟( 1997) 分析了中国贸易总规模、市场容量和出口供给能力以及国

际影响力增大的特征，提出了大国规模下外贸增长的战略思路; 李由( 2000) 研究国家规模及其与分工、市场

结构、积累、资源配置、区域发展、经济开放的关系，分析了大国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提出了大国行政区划、
产业政策和创业管理体制的模式。( 3) 初步探讨新兴大国崛起的世界经济格局。宋玉华等( 2004) 专门研究

新兴大国，提出了界定新兴大国的六条标准，包括国土面积、人口、资源和市场规模; 地区大国和地区影响; 世

界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重要参与者; 经济改革开放和強烈的国家振兴欲望; 強劲而持续的经济增长态势;

世界经济中新的上升力量。他们比较分析了“金砖四国”与西方发达大国的经济实力及其变化，提出了把握

战略机遇、实现和平崛起的思路。
(三)形成热点阶段( 2006 － 2010 年)

2006 年，我国翻译出版了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所著《大国的兴衰》一书，他回顾了大国兴衰

的历史，分析了影响大国兴衰的诸多因素，并预测了未来的世界格局。该书引发了国内学者对大国崛起的讨

论，以《大国崛起》电视纪录片的热播为契机，大国经济研究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热点。这个阶段的代表性学

者有: 李稻葵、海闻、洪银兴、张军、蔡昉、江小涓、欧阳峣、张平、杨汝岱、赵志君、吴晓求、张亚斌、易先忠、刘智

勇、生延超等。研究的内容和进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 1) 研究大国概念问题。张李节( 2007) 将国土面积

超过 100 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 1 亿的国家界定为大国; 郑捷( 2007) 基于经济学的定价原理提出大国的定

义，将大国界定为能够成为国际市场中价格的制定者、而不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的国家。欧阳峣等( 2009，

2010) 根据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和经济规模对大国概念进行界定，提出了大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遴选出 24
个属于大国范畴的国家，并区分为三个层次和两种类型。( 2 ) 研究大国优势问题。张李节( 2007 ) 把大国优

势概括为: 资源优势、分工优势、劳动力优势、市场优势、技术发展优势、规模优势、生产力推进优势和资源整

合优势。欧阳峣( 2006，2009) 提出了“大国综合优势”，它是通过整合大国的各种有利的资源而形成的融各

种优势于一体的综合优势; 从形成机理看，它主要源于由“大”而导致的规模经济与分工优势、差异性与互补

性优势、多元性与适应性优势、独立性与稳定性的优势。( 3) 研究大国战略模式问题。杨汝岱和姚洋( 2006)

对大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比较，认为实行有限赶超战略的国家的发展绩效明显优于没有实行有限赶超战略

的国家; 白旻( 2009) 、孙早等( 2010) 、蔡昉等( 2009) 、易先忠等( 2009 ) 、欧阳峣等( 2010 ) 、张平等( 2007 ) 、姚
斌( 2006) 、吴晓求( 2010) 分析大国资源禀赋、产业发展、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对外贸易、农村劳动力转移以

及金融发展、汇率制度选择的模式和路径; 江小涓( 2010 ) 、曾剑秋( 2007 ) 等分析大国的内需与外需、内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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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循环的关系，提出了大国双引擎增长模式、进口替代战略和重视经济内循环的策略。( 4) 研究大国管理

体制问题。如方红生和张军( 2009) 认为缺乏良好的制度约束导致了财政政策偏向扩张，等等。

二、大国经济研究的理论观点

通过上述三个阶段的研究，大国经济研究从提出问题到形成热点、从零星研究到比较系统、从初步探讨

到逐步深入，提出了一些理论观点。从总体上看，研究的线索主要是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的。
(一)关于大国特征和大国优势的分析

从大国发展的典型化事实中揭示大国的特征，这是大国经济研究的逻辑起点。张培刚教授认为，“发展

中大国是一个既包含自然地理特征、又包含社会经济特征的综合性概念，具体的特征是人口众多、幅员辽阔、
资源丰富、历史悠久和人均收入水平低。”①这种概括应该说是比较全面的，缺陷在于没有讲到市场规模和经

济规模。后来童友好( 2000) 分析了大国经济不同于小国经济的特征: 地域广阔、资源丰富; 人口众多、国内

市场潜力巨大; 经济规模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大; 工业部门体系齐全。他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概括的，而且

注意到各个特征之间的联系。欧阳峣等则专门从经济方面概括了大国经济的基本特征: 国民经济体系的相

对完整性、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与世界经济之间影响的双向性、经济发展的相对稳定性。
从大国的特征中寻求大国的优势，就使大国特征研究延伸为大国优势研究。对于大国优势的认识经历

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张培刚教授已经谈到大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存在足够规模的国内市场，从

而在工业化初期可能占有一定的发展优势。然而，鉴于 20 世纪 80 － 90 年代“亚洲四小龙”腾飞而大国发展

相对缓慢的客观事实，人们没有把目光投向大国发展的优势，而是投向了大国发展的困惑。比如，陈文科

( 1994) 就列举了大国发展的十大困惑。小国好办事、大国事难办，成为一个时期带普遍性的认识。直到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中国经济出现了快速持续发展的奇迹，“金砖四国”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大国经济现

象引起了世人瞩目。这时人们看待大国的眼光发生了变化，逐步认识到了大国发展的优势。欧阳峣( 2010)

从“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长分析了大国效应或优势，即市场潜力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资源总量大、国
内要素推动经济增长; 经济规模大，加深国内产业分工程度; 产品多样性，增强对外贸易比较优势; 区域差异

性，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增长; 经济完整性，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比较完整的概括。
湖南商学院大国经济课题组专门研究“大国综合优势”，分析了“大国综合优势”的内涵、形成机理及其与大

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联系。
(二)关于大国模式和大国战略的探讨

张培刚教授通过概括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性特点，论述了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战略: 第

一，由于大国人口众多，国内消费需求和市场容量相对较大，因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外贸比重较低; 第二，大

国发展需要建设规模宏大的基础设施和满足数量庞大的国内需求，因而要增加国内总储蓄和国内总投资的

比重; 第三，大国发展需要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就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因而在收水平较低时就进入经

济结构变动时期; 第四，大国要在经济发展中保持优势，主要取决于它的组织结构和制度结构能否及时地得

到改善和变革。② 这是国内学者对大国经济发展模式和战略的最早论述，张培刚教授的分析既借鉴钱纳里、
赛尔昆和库兹涅茨等西方经济学家的思想观点，又紧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因而具有深度和创新

意义。在经济开放方面，李德伟( 1999) 认为 19 世纪初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启动之前的经济属于典型的封闭

型大国传统经济，形成了与奥克鲁斯特的西方“开放型小国”模型迥然不同的大国封闭模型，它维持了中国

几千年的自然经济社会制度; 而一旦打开国门，最有可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在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同时，

从局部地区启动，然后以点带面地向全国推进。姜文学( 2009 ) 分析了大国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选

择，比较小国战略的主动参与式特征和大国战略的被动跟进式特征，分析了各自的形成原因。林毅夫等

( 1994) 提出发展中大国实行赶超战略的经济绩效并不理想，因而主张实行比较优势战略，优先发展劳动密

集型产业，这种战略较好地解释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成功。许多学者肯定了这种战略在我国的相对适

宜性，但也提出了改进和完善的思路。熊贤良( 1995) 认为，比较优势战略并不一定是大国经济的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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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际竞争力提升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而言，仅仅依靠劳动力资源优势是远远不够的。欧阳峣( 2009 ) 认

为，比较优势战略没有反映大国经济的多元特征，只适宜于经济的数量增长阶段，而不适宜经济转型和质量

增长阶段。洪银兴( 2010) 提出，在中国成为经济大国以后要调整经济思维，对经济发展方向重新定位: 一是

改变科技和产业创新方面的跟随战略; 二是在全球化经济格局中改变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 三是从根本

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四是在经济发展取向上转向创新型经济。
人们研究最多的是大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导致的以内需为主、外需为辅的发展模式和战略。童友好

( 2000) 分析了大国的国内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是成为拉动大国经济起飞的主要因素; 二是促进企

业规模生产和竞争力提高; 三是增强新技术开发应用的扩散效应; 四是在一定程度上以国内竞争代替国际竞

争。靖学青( 2009) 以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美国、墨西哥等大国为研究对象，发现上述大国的总需求和总

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大于净出口的贡献，即内需的贡献大于外需的贡献，提出国内市场需求在大国经济发

展中起着主要的作用，外需处于次要的地位，从而决定了大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即内需为主、外需为辅的

模式。曾剑秋和丁珂( 2007) 运用灰色关联理论分析大国内外经济循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了大国内外

经济循环战略，即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系统上建立一种机制，当外界环境较好时，以外循环带动内循环，进而推

动系统的发展; 当外界环境欠佳而内部循环较好时，通过政策调整避免或减少外循环造成的损失，以内循环

带动系统的发展; 当内外环境都好时，发挥两者协调优势; 当内外环境都不理想时，通过两者互补减少损失。
江小涓( 2010) 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进一步提出了“大国双引擎增长模式”，即以内需为总需求的主体，

以外需调整失衡，并通过改革创新促进两种需求协调发展。祝合良( 2002) 分析了发达大国工业化进程中对

国内市场进行保护、建设和利用的经验，认为国内市场在大国工业化进程中起主导作用，提出了正确处理对

外开放与国内市场关系的政策建议。通过讨论和研究，国内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大国发展应该

主要依靠内需拉动，改变过去过度依靠出口的战略模式，加強国内市场建设，主要通过扩大内需而实现经济

增长和产业升级。
有的学者还从国家规模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大国经济发展战略模式。李由( 2000 ) 认为大国的经济规

模特征导致了在分工、市场结构、积累、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等方面的特点: 一是国家内部和区域内部分工相

当发达; 二是市场结构相对完备; 三是储蓄、投资等积累水平相对较高; 四是产业结构门类相对齐全; 五是区

域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六是对外贸易依存度低。李稻葵( 2007) 提出大国发展战略的六个基本要素: 一是要

尽快地建立一个有效的统一的内部大市场; 二是要思考大国战略贸易问题; 三是要有比较合理的协调中央与

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 四是要有以独立的货币政策和稳定的汇率为核心目标的宏观管理体制; 五是要在关键

的产业实现技术突破; 六是要有大国的经济外交和国际舆论导向。欧阳峣( 2010) 认为，根据大国经济的特

殊性，大国经济发展战略应该体现四个特点: 一是根据大国经济发展的规模性，在产业上应该采取整体推进、
重点突破的战略; 二是根据大国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在区域上应该采取协调发展的战略; 三是根据大国经济

发展的内生性，在市场需求上应该采取内外循环的战略; 四是根据大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在国际上应该采

取积极进取的战略。
大国产业发展战略也是国内学者研究比较多的问题。白旻( 2009) 认为，在考虑后发大国的产业发展战

略时，要素禀赋和国家规模都是重要因素，不能仅仅遵循比较优势战略和后发优势战略，而要充分考虑超大

型的国家规模所带来的大国优势对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的影响，积极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孙早等( 2010) 研究

了后危机时代的大国产业战略，认为工业化大国产业战略的核心内容是通过产业创新维持在新的全球价值

链中的系统集成者地位，继续扮演领先者和主导者的角色; 新一轮科技革命为发展中大国实现产业跨越式发

展提供了机遇，应该借助政府力量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蔡昉等( 2009 ) 研

究了中国产业升级的大国雁阵模型，通过延伸雁阵模型的解释和预测范围，认为实现产业在东中西部地区的

重新布局，即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转型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可以在中西部地区回归其劳动力丰富比

较优势的同时，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的延续。
有的学者对大国经济的具体特征或优势进行了专门研究，从而将大国经济特征或优势的研究引向深入。

曾铮( 2008) 对大国这个经济体内部差异性进行描述，通过对中国区域均质程度变异系数的测算，分析区域

要素结构、技术水平结构和制度框架的差距及变化，发现我国区域间综合离散程度比较高，具有不均质大国

的典型特征。欧阳峣和刘智勇( 2010) 分析发展中大国人力资本的特征，认为异质性人力资本与多元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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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物质资本投资以及技术水平之间有着较强的动态耦合关系，形成了后发大国人力资本的综合优势，从

而使后发大国较低水平的人力资本仍然可以促进经济较快地增长。易先忠和欧阳峣( 2009) 分析了中国贸

易增长的大国效应，认为发展中大国出口产品的同质性容易导致“合成谬误”，使得贸易条件恶化，从而发生

福利的对外“转移支付”; 而出口产品的多样化和鼓励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可以避免“合成谬误”，促进贸易

结构升级。欧阳峣和生延超( 2010) 分析了后发大国的多元技术和适应能力，认为如果后发区域所引进的技

术和现有的技术基础、人力资本及物质资本相适应，其技术适应能力就高，就能够较快地实现经济收敛。易

先忠和张亚斌( 2009) 还分析了不均质大国技术进步的特征，认为中国产业技术进步呈现出多元化和多层次

的特征，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方式也应该与区域经济差异相一致，它具有“圈层经济”带动技术“圈层进步”
的特征。

(三)关于大国治理和大国体制的思考

国家规模不仅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是制约政府管理的重要因素。李由研究国家规模约束

下的政府管理的特征和方式，提出了大国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 一是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发挥地方政

府的积极性; 二是合理划分行政区，实行分级管理的制度; 三是运用产业政策进行管理和调控，合理地配置资

源; 四是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实行分级所有和分级管理的体制。王守杰和李炜( 2005) 分析经济增长、大
国崛起与社会和谐的相关性，认为可以通过科学管理达到社会和谐: 一是以良法为社会和谐、经济增长提供

制度保障; 二是以良政为社会和谐、经济增长提供体制保障; 三是以良治为经济增长、社会和谐提供社会保

障。
大国治理比小国治理的难度要大，它需要解决一些难题，比如搜集信息的成本大可能导致信息不充分，

地方政府的目标最大化可能偏离社会最优目标等。钱颖一和周业安( 2003) 较早提出具有 M 层级制的中国

地方政府竞争，将有助于地方政府为增长而进行产权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试验。方红生和张军( 2009) 则利用

1994 － 2004 年度 27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和系统广义矩方法，验证了中国式分权的治理模式和预算软约束相

互作用而导致财政政策偏向扩张的假说，提出了改进的政策建议。

三、大国经济研究的前景展望

随着大国崛起的典型化事实的描述，使得大国经济研究愈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研究论文在数量上逐步

增长，在质量上不断提升。经济大国的学者研究大国经济，的确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诚然，现有的研究还存

在缺陷: 一是研究对象不够明晰，由于对大国的界定缺乏统一认识，导致研究对象过于宽泛或者过于狭窄，有

的还混淆了大国与强国的界限，从而影响了研究结论的普遍意义; 二是研究内容比较分散，由于具体战略的

探讨较多，理论性的探讨较少，整体性的研究不够，从而难以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为此，以后将在上述两个

方面多下功夫，才能把大国经济研究引向深入。目前，大国经济的研究在学术界已经成为热点，可以预见，这

种研究将在广度和深度上拓展，并在系统研究、核心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研究等方面取得突破，从而展现光

明的前景。
(一)从多维的视角对大国经济进行系统研究，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系统

从目前的状况看，研究的内容已经涉及到大国特征、大国优势、大国模式、大国战略、大国治理和大国体

制等问题，初步形成了一个理论框架。但是，由于多数学者是从某个具体方面开展研究的，还没有形成完整

的理论体系。为此，需要进一步开拓视野，从多维的视角对大国经济进行系统研究。其一，在研究大国特征

的时候，可以对相关的要素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大国特征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技术进步、对外贸

易、市场潜力等方面的具体表现，从这些大国经济要素的个别特征中，综合概括出大国经济的一般特征。这

样，就可以从个别和一般的结合中更深刻、更生动地把握大国特征。其二，在研究大国优势的时候，既可以从

这些相关要素的优势中综合归纳大国优势，又可以从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先发优势与后发优势的结合上来

把握大国优势。其三，在研究大国模式的时候，可以从产业发展模式、金融发展模式、外贸发展模式、技术进

步模式等方面进行专门研究，从中概括出大国模式的特征，形成总体的大国模式。其四，在研究大国战略的

时候，可以从国家、区域、产业和企业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大国的国家战略、区域战略、产业战略和企业战

略。其五，在研究大国类型的时侯，可以对发展中大国和发达大国进行比较研究，既分析大国经济的共同特

征和一般机理，又揭示发展程度不同的大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特殊机理。进入 21 世纪以来，大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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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研究视野更加开阔了，领域在逐步拓展。通过对大国经济的多视角的深入研究，将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系

统。
(二)从深化的视角研究大国经济理论的核心原理，促进大国经济研究的深入

一般来说，一种理论要站得住脚，应该有自己的核心原理，并通过核心原理的扩展而形成理论体系。比

如，区域经济学的核心原理是区位优势原理，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原理是后发优势原理，国际经济学的核心原

理是比较优势原理。那么，大国经济理论要形成严谨的学科体系，也应该有相应的核心原理。笔者认为，大

国经济理论的核心原理就是规模优势原理，规模经济应该是大国经济的总体特征，大国经济特征和优势都是

由规模经济和规模优势引起的。少数学者对国家规模进行了专门研究，但是还不够完整，也不够深入。因

此，深入研究规模优势原理，应该是大国经济研究的首要任务。我们可以在对大国规模优势的典型化事实进

行客观描述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来分析大国规模优势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比如，构建大国分工深

化模型来分析大国规模优势通过分工深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 构建大国内需拉动模型来分析大国规模优

势通过内需拉动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 构建大国对外贸易模型来分析大国规模优势通过对外贸易促进经济

增长的机理; 构建大国技术创新模型来分析大国规模优势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 构建大国产业

推移模型来分析大国规模优势通过产业推移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这样，就可以形成比较完整的规模优势

原理，使大国经济理论建立在科学的核心原理之上，成为真正有根有源的科学理论。
(三)从学科的视角研究大国经济理论的学科体系，推动大国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

有的学者提出: 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标志着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崛起的新时代，因此，

像当年开发“发展经济学”一样，现在需要开辟“大国经济学”，以揭示超大规模国家的经济特征和超大规模

国家经济的特殊规律。笔者认为，随着世界经济格局中从个别大国的崛起到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大国经济已

经从描述零散事实进入到描述典型化事实的阶段，并将通过更加深入的研究进入到规律发现的阶段，这样，

创立一门大国经济学就势在必然。为此，我们应该从学科的视角研究大国经济，考虑大国经济学的学科体系

建设，认真研究相关的学科体系问题。其一，应该规范大国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克服目前大国研究中概念

模糊的问题，明确界定大国的内涵和外延，并以此为依据进行学术研究，形成比较规范的理论成果; 其二，应

该加強大国经济微观基础的分析，如大国人口众多通过储蓄率促进资金积累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大国的

资源丰富通过成本节约和产业组织结构改善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形成比较明晰的学科范式; 其三，应该

确定大国经济理论的内容体系，在推动这种研究的系统化和深化的基础上，以严谨的逻辑思维构建一个包括

大国经济研究的对象和任务以及大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核心原理、综合优势、基本规律和战略模式等内容的

学科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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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Economic Studies on Large Countries:
A Review of Domestic Literature from 1990 to 2010

Ouyang Yao
( Huna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Abstract: China is a typical large developing country． Since 1990s，economic studies on large countries by Chinese scholars have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posing problems，preliminary exploration and becoming hot issues． Based on the stylized facts of large
countries’economic rise，Chinese scholars research on large countries’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large countries’models and
strategies，large countries’governance and systems，etc． And they put forward a lot of valuable views． However，the existing researches
lack of distinct objects and contents，and their theory depths should be extended too． Therefore，future researches should be extended
with breadth and depth，and form the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ystem． Researchers should positively explore micro － foundation and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economic studies on large countries，reveal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and special laws of hyper － scale countries，
and lay a foundation for establishing economics of large countries by achieving breakthrough in systematic research，core principle and
subjec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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