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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经济制度创新是

促进资源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评杨艳琳的《资源经济发展》

杨云彦　兰荣蓉

　　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 ,如何从资源经济制度的重新安排和创新上来有

效缓解资源生态危机 ,继而达到既满足当代人生产

的要求又不剥夺后代人发展权利的目标 ? 这是当前

学术界、政策决策部门共同研究探讨的重大问题。

而从发展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相结合的新角度来深

入系统地探讨资源经济发展问题 ,无疑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杨艳琳博士的新著《资源

经济发展》(科学出版社 2004 年 9 月出版) 一书 ,运

用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中的相关理论 ,从发展

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相结合的角度 ,比较系统深

入地研究了有关资源经济发展的问题 ,是一部选题

独到、视野宽阔、内容丰富 ,在资源经济发展问题研

究领域较有创见性的佳作。

作者从资源价值论出发 ,分别对微观的资源企

业经营、中观的资源产业发展、宏观的资源经济运行

以及资源贸易、资源可持续发展和资源经济制度等

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论述 ,并从可持续发展

战略的高度说明了促进资源经济发展的资源政策选

择和资源经济制度创新 ,提出通过资源经济制度创

新以促进资源经济发展的基本观点。根据这个研究

框架和分析思路 ,作者分三个部分、七个方面来深入

具体地论述了资源经济发展问题。第一部分是对资

源价值论的研究。作者将资源价值理论作为研究资

源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前提与基础 ,是贯穿于指导

资源经济发展过程始终的理论问题。在这一部分即

该书的第 2 章 ,作者主要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

论分析了资源价值的形成与决定、资源定价和资源

成本补偿等问题。第二部分具体论述资源经济的不

同形式。作者认为 ,研究资源经济发展问题 ,必须结

合资源经济形式来具体分析 ;资源经济发展的形式

主要有三种 :一是资源企业 ,二是资源产业 ,三是资

源贸易。在该书的第 3 章、第 4 章、第 5 章中 ,作者

分别运用现代企业理论、现代产业经济理论以及国

际贸易理论从微观角度、中观角度和开放的角度分

析了资源企业制度、资源产业及资源贸易对于资源

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 ,并得出了相应的研究结论。

第三部分研究资源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即作者在

该书第 6 章、第 7 章、第 8 章分别分析了资源可持续

发展、资源经济运行、资源经济制度这三个问题。在

这部分的内容中 ,作者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说

明了应该充分运用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

价格政策等经济政策调节资源经济运行 ,积极开展

对外资源贸易与合作 ,制定相应的资源经济法规以

约束资源经济主体的行为 ,并实施遵循市场规则的

监管 ,以促进资源经济发展 ;提出通过资源产权制

度、资源企业制度以及公共资源经济制度的创新来

促进资源经济发展的观点。

综观全书 ,可以看出 ,该书较为鲜明的特点和学

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第一 ,资源经济理论与资源经济实践的统一。

20 世纪以来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 ,世界经济增长了

许多倍 ,人类物质财富迅速增加 ,然而物质财富的增

长必然来源于对其他物质的消耗。人类对自然资源

的过度开发利用导致了全球性的资源短缺 ,不仅如

此 ,工业化的深入 ,也伴随着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生

态失衡等问题 ,形成所谓的“有增长而无发展”、有发

展却不能持续发展的现象。这是以往的发展没有正

确处理资源生产和再生产自身规律与社会资本的生

产和再生产规律之间关系 ,以至两者产生矛盾甚至

冲突而导致的惨重教训。要缓解甚至解决人类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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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危机、生态危机等问题 ,必须从可持续发展的

角度来研究合理利用资源、发展经济的理论。该书

作者正是站在这一理论高度 ,以解决资源生产和再

生产自身规律与社会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规律之间

的冲突为根本研究出发点 ,结合发展经济学和新制

度经济学理论来对现实资源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

不仅在经济理论上揭示了资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

观规律 ,而且根据这一规律在资源产权制度、资源企

业制度、资源产业政策、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资源

经济运行的调控机制以及国际公共资源经济制度等

方面提出了一些有创见性的观点或者自己的个人见

解。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指导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促进资源经济发展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对于我国

在现阶段如何有效地解决在加速发展的工业化、城

市化和国际化过程中的日益严重的资源赤字和局部

的资源危机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第二 ,资源经济发展理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

统一。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经济上尽快赶上甚至超过

发达国家 ,就必须尽快实现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

化。选择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以实现经济发展的

目标 ? 是选择走一条注重资源消耗为前提的传统工

业化道路还是选择走一条以降低资源消耗为目的的

新型工业化道路 ? 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以实现

短期利益为主的不可持续增长为目标还是实现以未

来长远利益为主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 很显然 ,这

些重大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涉及如何正确处理资源

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问题 ;而严重的资源约束或者

资源贫困又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制

约。对此 ,作者确定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大中小

三个层次的发展目标 :以资源自身可持续发展为小

目标 ,以资源经济可持续发展为中级目标 ,以整个社

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最大目标 ,并主张将这三个层

次的发展目标协调与统一起来。这是适合广大发展

中国家的普遍原则 ,而在具体分析中 ,作者选用中国

的资源经济发展问题作为代表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市

场化、国际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之中 ,具有发展中国家

在资源经济发展问题上相同的困境 ;作为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 ,中国面临问题的复杂性更甚于一般发展

中国家 ,如严重的人口问题、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结

构等 ;作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经

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后起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有

重要的示范和借鉴作用。因此 ,作者对中国资源经

济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对中国资源经济发展实践

的分析 ,不仅有助于指导现实的资源经济发展 ,而且

有助于凝练和提升资源经济的理论架构及其内涵。

第三 ,资源经济理论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发展

经济学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许多研

究和探索 ,对于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资源经济发展

问题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例如 ,对于自然资源在工

业化中的作用 ,发展经济学家们指出资源制约是发

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自然限制因素。在“资源稀缺

论”、“自然和谐论”等一系列理论观点的影响下 ,发

展经济学家们开始重新思考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

作用 ,并提出了新的综合发展观 ,即可持续发展观。

而制度经济学家们从制度结构和制度变革的角度强

调了制度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们从微观的角度分

析了制度和制度变迁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认

为制度所提供的由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社会认可

的非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等一系列规则对于一国

资源配置效率及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或阻碍作

用。该书作者在继承和借鉴发展经济学与新制度经

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两者结合起来并进行深

化 ,既总结了经济理论对资源问题研究的进展 ,又分

析了资源与制度的相互关系 ,指出自然资源具有制

度性特征 ,认为自然资源是制度产生、变迁和创新的

基础 ;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资源经济制度在经济可持

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并从理论高度建构了一个与

现有的有关资源经济研究不同的独特的研究体系 ,

即由“资源价值论”、“资源企业论”、“资源产业论”、

“资源贸易论”、“资源可持续发展论”、“资源经济运

行论”和“资源经济制度论”共同构成的资源经济发

展理论 ,并在这个理论框架下研究了 (以中国为例

的)发展中国家资源经济发展的有关问题 ,提出通过

一系列的资源经济制度创新来促进资源经济发展的

新观点。这种研究既是对发展经济学有关资源问题

研究的深化和推论 ,也是对新制度经济学在资源问

题研究上的具体运用。虽然这种新的构架和新的分

析视角在理论上还有待商榷或者深入研究 ,尤其是

一些提法和观点还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或模型验证 ,

但是作者的这种理论探索为有关资源经济发展问题

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这种积极意义是值得

肯定的。

(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武汉 　43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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