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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两型社会试验区的体制机制创新

———评《两型社会试验区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简新华
*

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

好型社会( 简称两型社会) 则是中国面临的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是为适应可持续发展大趋势的要求，在进

入新世纪的时候才提出的新的重要战略任务。由于两型社会提出的时间很短、建设两型社会的实践也才开

始，因此对什么是两型社会、其影响因素有哪些、如何衡量两型社会及其进展、怎样有效建设两型社会等基本

问题的研究严重不足。我国在武汉都市圈和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设立两型社会试验区是推动两型社会建设

的重要举措，形成合理的体制机制则是两型社会试验区有效运转以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的关键，而这方面的探

讨更是缺乏。以欧阳峣教授为首席专家，湖南和湖北两省学者共同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

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体制机制创新研究”，致力于探索两型社会试验

区建设的体制机制，并做了一些有益的开拓性工作。项目的最终成果《两型社会试验区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已于 2011 年 11 月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集中研究和论述了两型社会试验区的体制机制问题，从而弥

补了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该书的主要贡献是:

第一，对两型社会建设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在两型社会含义、两型社会试验区的资源环境

承载力和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指标体系等方面提出了独到见解。该书借鉴国内外的相关成果，对两型社会

试验区与中部其他各省资源环境动态综合承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并结合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资源环

境承载力的现状，构建了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的指标体系，其中包括一级指标 1 个、二级指标 5 个、三级指标

12 个、四级指标 54 个，基本涵盖了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的内容。作者尝试运用定量指标和方法研究相关体

制和机制的状况，深入分析了两型技术的内涵、特征、类型、认定指标体系及两型社会建设的技术需求情况，

具有特色、新意和重要理论意义。

第二，系统研究了两型社会试验区体制机制创新的内容，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框架。该书把试验区的体制

机制创新分解为两个层次，比较好地概括了试验区体制机制创新的整体内容。第一层次是资源节约和环境

保护的体制机制创新，第二层次是产业引导、技术支撑和政府管理的体制机制创新。两型产业是两型社会的

基础，两型技术是两型社会的支柱，政府管理是促进两型社会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两型社会试验区最

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试验如何选择和发展两型产业，怎样创新、采用和推广两型技术，探索在两型社会建设中

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管理的作用。合理的体制机制又是有效建成两型社会试验区并且发挥其作用的关键。

作者重点研究了两型社会试验区的产业引导、技术支撑和政府管理三个重要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具有重要

的实践价值。

第三，在大量社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围绕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产业导向、技术支持、 ( 下转第 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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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网络”又是“非正式网络”; 演化既是“随机性”又是“确定性”的; 既具有“鲁棒性”又具有“脆弱性”;

既是“合作”又是“非合作”的; 既是“均衡”又是“非均衡”的; 既是“理性选择”又是“自然演进”的，是一个

“复合”二相演化系统。当我们按照制度研究二相性相统一的思想来分析制度及其演化时，就不会被繁杂的

现象所困扰，从而获得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目标———“简单原则”，并获得关于制度演化机理的一般性

结论: 制度演化具有二相对偶性。认为二相性表现是制度系统内在的本质规律性。这一结论统一了现有关

于制度演化相互对立、甚或相互矛盾的观点，这种分析方法在现有关于制度演化问题的研究成果中尚未发

现。

总之，《制度演化及其复杂性》对制度演化的逻辑的梳理很全面。将复杂网络分析方法用于制度演化是

一个全新视角，从理论工具和研究思路来说较之现有关于制度演化问题的研究，是一个较大的创新，拓展了

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野。不过，《制度演化及其复杂性》对于有些制度演化的基本问题，如人的理性、制度演

化成本、制度演化结果的差异性等问题却关注不够。尤其是该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否适合于不同类型、不

同国家制度的涌现及其演化分析也没有给出回答，部分章节分析的技术痕迹比较重。尽管如此，《制度演化

及其复杂性》是一本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出发关于制度演化分析的非常好的一本著作，也是一个可贵的大

胆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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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156 页) 政府管理等方面，该书提出了两型社会建设的战略思路和对策建议。该书认为两型社会建

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应该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协调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 总体思路是在建设主体

上构建“政府、企业、居民”相结合的体制机制，在建设内容上构建“技术、产业、文化”相结合的体制机制，在

建设手段上构建“行政、市场、教育”相结合的体制机制。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在工作思路上实现从

重工程项目向重体制机制的转变，从重全面推进向重率先突破的转变，从重财税支持向重技术创新的转变，

从重行政权力向重法制建设的转变。同时，还从宣传教育、法制建设、产业发展、消费政策、土地利用等方面

提出了具体对策，其中有一些被国家环境保护部以及湖南、湖北省政府部门肯定和采纳，为推进两型社会建

设的实践作出了贡献。

然而，体制与机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果能把二者既统一起来研究又分别进行探讨，可能会更加深入。

就像资源优化配置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一样，两型社会的建设可能也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由于课题研究

计划内容的要求和时间的有限性，该书主要是从政府、社会管理的角度探讨了两型社会建设的体制机制问

题，应该说这还是不够的。希望作者不仅研究两型社会试验区的体制机制，而且能够继续进行整个两型社会

建设的体制和机制，特别是市场机制方面的研究，使得对两型社会建设的探讨更为全面和深入、更加符合实

际、更为实用，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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