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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趋同理论、循环累计因果理论以及制度学派的理论为分析东西部差异的缘由及其解决方案提供了

重要的理论借鉴，东西部差距形成的原因可以细化为：区位因素、政策因素、体制因素以及科技因素。解决

东西部差距问题首先要确定切实的趋同目标，其次要探明影响而这趋同的各因素间的内在逻辑，最终提出提

纲携领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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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趋同趋易理论的借鉴 

如果将巴罗等人提出的 β 趋同理论、缪尔达尔为代表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以及制度学派

的观点结合起来，可以为解决西部落后地区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其一，谬尔达尔理论从空

间生活的角度支持了西部赶上东部的“可能性”。不过时期较长：（1）首先要靠市场的演化；

（2）赶超需要许多条件，其中内含了政府的刺激作用。其二，巴罗理论要从要素增长的角度

为“西部可能赶超东部”提供了理论基础。可以设法改变西部的“稳态水平”，其手段中也内

含了政策因素。其三，制度学派则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支持了“西部可能赶上东部”论断，等

于将“巴”、 “缪”内含的政策因素必然化。 

具体来看从以上理论所得到的借鉴： 

第一，西部与东部趋同的机理。东西部经济趋同或趋异取决于各自的资本边际收益率的

高低及其边际收益率的增减趋势：总体上来说，资本收益率高，则会吸引各种生产资源；资

本收益率低，就会存在资源的背离倾向。动态来看，区域资本收益率不是一成不变的，存在

“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增）规律”。如果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资本边际收益递减

现象，意味着产出增长率小于资本增长率，表示资本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将随着资本要素累积

的增加而递减。该机制会产生趋同的效应：资本量相对稀缺的国家将比富裕国家增长得更快，

原因在于穷国更有动力去储蓄并获得同等投资下的更快增长。随着两地间可移动要素的流动

以及贸易对要素价格和劳动者人均国内产品产生了均等化的作用，该结论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如果发达地区仍然存在资本边际收益递增规律的作用，上述理论逻辑将会颠倒过来，地域间

的不平等将会进一步加剧。 

第二，趋同致因分析。引致地区趋同的具体要素包括： 

①资本的支持。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有三个：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于落后

地区来说，资本形成的多少及其快慢，是制约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对此，纳克斯的贫困恶

性循环论认为，引起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源是区域资本的供给和需求形成的恶性循环。要摆脱

这种恶性循环，必须采取措施对欠发达地区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投资，增加欠发达地区的

资本供给。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发展战略主张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投资，以实现欠发达地区经

济的快速增长，从而达到与发达地区的均衡发展。②经济结构变动。库兹涅茨曾阐述过通过

经济结构变动而实现经济增长的特征：农业部门在总产值或总劳动力中都趋于下降，而工业



部门和服务部能所占比重则不断上升；缪尔达尔认为，商品和服务贸易对发达地区更为有利

的原因就在于经济中心所从事的制造业，在贸易条件、产品结构及需求弹性等方面比落后地

区的初级产品行业更具优势；赫尔希曼也强调政府应注意利用联系效应，选择前后联系效应

大的行业，也就是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最大的产业；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更

是明确的提出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工业部门不断扩张的过程
i
。看来，要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

增长速度，必须注重该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合理化。③技术进步。后进国家（地区）之所

以后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产生和吸收新技术的能力和努力程度上比发达国家（地区）

差。一般来讲，先进国家由于拥有更多的研究与开发支出，更先进的研究与开发条件、能力

和经验，而始终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如果后进国家和地区不能提升自己生产或应用技术的

能力，那么它与技术进步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差距就会一直保持下去；阿布拉维茨指出

（Abramovits,1996），如果后进国家有能力吸收和采纳国外技术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技术产

品的公共产品特性和后进国家的后发优势会使后进区域用不着为前沿技术的开发耗费资源，

因为“后发优势”的存在，他们比技术领先者处于更有利的迅速增长的位置，技术赶超的结

果无疑会导致趋同。当代许多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后来者会利用技术上的模仿优势。

如日本和后期的新兴工业化和地区就成功的进行了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如果后进国家能进

行制度创新，解放生产力，从而有效改变原来的结构特征，就会在技术上赶超先进国家，最

终在经济上业后来居上。英国超越荷兰，美国超过英国即是例证。④制度供给。巴罗、曼昆

等人对新古典增长理论“政策无关性”
ii
修正，为我国西部开发提供了“政府政策”干预的理

论基础，发展金融制度（以提高“储蓄率”）等理论借鉴；无论是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模型，

还是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也都认为单纯依靠市场规律的作用，只能造成不发达地区

的进一步落后，必须通过政府的制度安排解决经济差距；赫尔希曼进一步把政府应该采取的

措施概括为不平衡发展战略，认为经济的发展的不平衡格局必须通过不平衡的新投资，才能

抵消原来的不平衡以达到新的平衡；二元结构理论的代表刘易斯同样强调在发展中国家和地

区中，必须制定一套有利于地区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和制度，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⑤经济

一体化。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就是形成统一市场的过程，它既可能产生趋同也可能产生趋异：

产生趋同的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加速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使两地之间的资本—劳动比率趋

同而加快两地间经济区同的步伐。二是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区域间的收入差异是由要

素禀赋和要素价格所导致的。经济一体化和商品贸易将借助于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产生收

入趋同；
iii
趋异的产生也有两种方式，一是市场壁垒的取消，更方便于发达区吸收落后区域的

各种资源。二是由于知识外溢和人力资本递增，富裕国家或地区将始终处于产业链的高端环

节，从而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⑥增长极的培育。以上空间经济理论都反映了经济中心或增

长极对经济落后地区的双重影响，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资源有限的约束条件下，由于各地区

在区位、要素禀赋以及历史等方面的差异，经济发展的空间非均衡性是一种必然规律，这个

规律自然也是用于国内落后地区。国内落后地区要赶上发达地区，也必须在资源总量和地区

条件差异的约束下在区域内培养增长极，最终带动整个落后地区的增长，赫尔希曼提出了以

“非均衡发展”解决“非均衡问题”的观点，佩伦克斯则直接指出要在欠发达地区建立发展

极，在“极”内建立优惠政策并利用及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来实现整个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第三，要素间的内在联系。 

以上要素可按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iv划分为三类：要素因素、结构因素和制度要素。内

在关系是：制度→结构→要素配置。其一、结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主义观点认为，经

济增长受结构变动的影响，在预期不足和要素市场分割及调整滞后的条件下，结构转变极有



可能在非均衡的条件下发生，因此，劳动力和资本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

能够加速经济增长。所以，经济增长不仅是一个总量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结构变动问题。结

构的有序变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大量的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必要的条

件，但其投入产出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结构状况，要素组合结构的优化提升会创造更

大的产出。所以，结构因素中内含了要素的量和要素的效率，任何生产都是若干要素加以组

合，要素的存在为生产提供了前提，要素的充裕可以使生产打破瓶颈，而经济增长则依赖于

要素组合效率的高低。要素是结构的物质内容，结构是要素的组合状态，二者相辅相成，为

经济增长的目标所统一；其二，制度是结构转化的内在变量，在结构主义观点中，结构转换

之所以能促进经济增长，是因为经济中存在经济不足和要素流动障碍。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

低度化，要素市场分割，价格扭曲现象极为严重。经济体无法获得形成有效激励和稳定预期

的充分信息。制度有效供给不足从而无法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而通过制度创新则可

以改变市场的扭曲状态。实现资源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顺利转移，从而实现有序的结构演

进，促进经济持续，高效的增长。传统的结构主义强调的是在预定制度下要素结构的转变，

因而对制度转轨经济中的结构转变问题解释力有限。事实上，轨转中的经济结构转变不仅存

在要素配置的非均衡，更主要的是存在更深层次的制度失衡。要素流动只是表象，其背后是

围绕资源要素所产生的所有权结构的重组。一般来说，制度轨转通过两种渠道来提高资源利

用率：一是市场需求张力，传统体制下，由于公有制的存在及需求的压拟，使大量制度闲置

而未得到充分利用，改革则意味着产权细化及需求实现的自主化，全社会的资源利用率将得

到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二是通过生产示的压力。由于市场机制对计划体制的替代，竞

争将自源从低效率利用部门（如国有企业）配置到高效部门（如非国有部门），从而使低效

部门萎缩，高效部门兴起。 
三者最重要的共同之点是：政策在西部开发中是极其重要的。在制度经济学看来，政策

是制度变迁的着力点。由此，我们可以获得地区经济增长的数理模型v： 
Y=F（R、St、I） 

其中：R=g（I）； St=h（I）。式中假设：①结构转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②制度

创新会促进要素投入总量的增加和结构的有序演进，进而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式中：Y 表示

地区的经济增长绩效；R 表示资源要素投入量；St 表示结构转变；I 是制度变迁。资源要素投

入量和结构转变分别是制度变迁函数。 
这里我们取 Y 做全微分，并将其两边分别除以 dI，我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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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用另一种符号表示为: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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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式所示,自变量 I的变化可通过三条途径影响Y:①通过函数g,进而通过F间接影响Y； 
②通过函 h，进而通过 F 间接影响 Y；③通过函数 f 直接影响 Y。 
将制度变迁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制度变迁不仅自身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还促进要素

投入总量的增加和结构转变间接促进经济增长。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不仅需要更多的要素投

入，而且还需要通过结构转变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制度创新为经济主体提供激励，为结

构转变创造条件，并吸引更多的要素投入。 
2． 东西部落差扩大致因分析 



与东部相比，我国西部经济落差加大的原因主要有： 

（1）区位性因素。①西部区位劣势。东西部的区位特征差异，构成了导致东西部经济差

距的最原始的初始条件和路径演化的切入点。这种区位劣势表现为：首先，是西部自然地理

落差。从地理位置来看，西部地处内陆，与经济相对落后的内陆型国家接壤，而东部则与经

济发达的港澳接壤，美日、泰、韩相望。从交通条件来看，西部多高山葱岭、地形复杂、地

域广大，多以陆路交通为多，交通成本极高，而东部则河道密布、面临大海，交通成本很低。

从生存的指标来看，西部海拔高而气温低、气温变化大、干旱少雨、生态环境差，而东部则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更适于人类生存。从自然资源禀赋来看，西部资源、能源储量丰富，从

而使西部被理所当然地定为资源开采及其初加工区，这类产业具有资金密集型、企业大型化、

产业链条短等天然特征；其次，是西部的历史文化滞后。西部具有落后而封闭的宗教文化背

景，不利于商品市场意识的渗透和扩大，而东部特具有实业强国意识和重商的文化传统，这

种文化传统注重亲缘群体的利益及内部关系的协调，人际交往往往以人格信誉代替契约合作，

功利服从于亲情，且交往活动的空间范围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这些都对其在信誉短缺时期

大规模的依托外资特别是港澳资金，带动本地乡镇企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②西部市场

规模落差。从人口的角度来看，东部人口密集度最大，这是决定该地区市场规模的外延因素，

另一方面，东部人口素质高，加之大量人才和劳动力由西部向东部流动，不但扩大了东部市

场的外延，而且也进一步提高了东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扩大了东部的内涵型市场容量，

为东部地区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条件。而西部的情况则与东部刚好相反，

不管从外延还是从内涵来看，西部市场容量都较小，不利于西部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从现

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来看，经济发展总是由内地到沿海，这已经是国内外都存在的历史规

律。 

（2）政策性因素。中央政府的区域发展政策对区域经济格局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 1978

年以前，我国实施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加快了能源、原材料丰富的内陆地区的工业

发展。从国内生产总值看，三大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但东、中、西部的工业企业资

金利税率分别为 34.9%、18.7%、13.8%，表明这种均衡发展是以效率的牺牲为代价的； 1978

年以后，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区域政策上以区位优势为基础实行

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政策。在渐进式改革开放的大进程中，在资源有限

的约束条件下，沿海地区凭借其区位上的优势，被选中为优先进行改革开放的试行地区，从

而直接促成了东、西两地的经济差距。其内容包括：①财政金融政策。一是投资倾斜政策。

从 1981 年到 1995 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东部由 45.91%上升为 54.27%，西部则

由 17.49%下降到 14.27%。“东升西降”的投资转移，对西部一些长期依靠国家投资特别是资

源主导的地区产生严重要的瓶颈效应。二是财税包干机制。在上缴中央财政基数基本不变的

体制下，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所支配的财政资金比例更大，西部因此所支配的财政资金比例

较小；②试验权政策。如在沿海率先实行开放政策。我国对外开放政策是逐步由南向北、由

东向西推进的， 1985—1995 年各地区实际利用的外资总额中，东部沿海地区占 87.3%，西部

则只占 4.2%，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对于缓解沿海地区建设资金的不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

西部地区却在东部享受优先政策的背景下相对落后了。以放权让利为前提条件的改革开放措

施首先在沿海地区获得试行，使东部获得了 超前利益和“先发优势”，为其发挥“极化效应”

奠定了基础；③政策利用程度差异。在改革政策上，东西部地区比较平等，但事实上，中国

的改革过程交织着政府选择外部规则和社会成员选择内部规则的双重秩序的演化路径，前者

是表面上的主线，后者则是实际上的主线（周业安，2000）。西部地区享有改革政策，但由于



其落后的市场意识和封闭的思想意识，却不知如何加以充分利用，导致“政策放空”；而东部

沿海却将改革政策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创造条件来演绎现有政策，即所谓的“政策创新”。

以上差异，客观上使东部市场发育得更加充分、速度也更快，在优惠的开放政策作用下，市

场的张力更大。④发展战略差异。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对东、西部分别实施了不同的发

展战略。就产业政策来看，西部发展能源、原材料工业，实施重工业战略。而东部发展加工

工业，实施轻工业战略。两种不同的战略，基本体现了东西两地的比较优势，大体是科学的，

但客观上束缚了西部选择高端产业的自由度。加之国家对价格计划管理的不合理性，造成了

中西部地区低价输出和高价输入的双重利润流失；二是在沿海实施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

战略，并用配套优惠政策加以支持。沿海加工品获得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出口贸易迅速发

展。⑤政策调控效能下降。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放权让利和财政分权机制的作用，我国政府

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下降，使其在调控地区差距方面缺乏物质基础，中央宏

观调控能力下降。东部一方面私营企业占比较大，固定资产并不依赖财政投资，另一方面东

部经济增长速度快，也有能力自我补偿。而西部的国有企业占比很大，自我积累能力又差，

这使得西部的总体经济增长能力愈来愈低；同时，迄今为止我国还未建立起规范健全的区际

协调机制，尤其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区域协调政策效应并不明显。 

（3）体制因素。首先，东、西两地国有产权与非国有产权结构有所不同。在新旧体制的

双轨运行中，西部地区侧重于国有经济部门内计划外经济发展，国有经济的比例较大。而东

部则更侧重于在传统体制边缘上的非国有经济发展，非国有经济发展比较迅速。这种差异的

根源在于东、西两地制度创新的初始约束条件不同：改革开放之初，西部工业资产存量的绝

大部分是“一五”和“三线”建设时期，依靠国家投资形成的，军事性较强。形成“西国企”

现象，
vi
使得国有企业的改革和退出具有较强的强刚性特征。而东部的国有企业比重小，刚性

小，使得东部沿海的制度创新的选择集比计划控制较严的西部地区相对更大，从而发展非国

有经济的空间就更大。非国有经济的效率优势及东部的非国有占比优势成为东部地区经济超

前增长的重要原因；其次，与产权结构相联系，东西两地的市场化程度也存在显著差异。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一些沿海地区（如广东、浙江）已经实行一种准市场经济，现在已经处于

后转轨时期。而大多数内陆地区仍然是计划占主导的经济形态，现在还处于双重体制摩擦的

时期。 市场作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起优越性已为大家所知，在此主要想強调一下东、西两

地的市场化差异对制度转轨成本的影响。一般来讲，制度转换成本可以划分为两块：一是旧

制度“拆迁”成本，二是新制度的建设成本
vii
。前者主要指制度转换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利

益补偿问题，利益补偿过程中的讨价还价不仅延长了制度变迁的成本，而且有时由于尖锐的

利益矛盾不得不放弃最优方案而选择次优方案。我国体制改革的取向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由于东部沿海比西部内陆的市场化程度更高，东部不但其市场制度的建立成本比西部低，而

且计划制度的“拆迁”成本也比西部要低。转轨成本的存在将使西部制度变迁的 “时滞”延

长，从而拉大了西部与东部经济增长的差距。 

（4）科技因素。戴维.S.兰德斯认为，国家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首先是制度和文化，其

次是钱，但从头看起而且越来越明显的是知识
viii

。现实经验也表明，科技水平落后是制约后

进国家和地区经济水平的最本质瓶颈，而科技进步会改变生产函数从而弱化和消除边际生产

递减规律。东、西两地差距不断拉大，科技发展水平的差异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变量。东、西

两地科技发展差距表现为：①总体水平极不平衡。观察综合科技发展指数，东部有 6 个省市

属于高水平科技发展区（It≥150），3 个属于中上等科技发展水平区(100≤It <150)。西部除

陕西属于中等科技发展水平，其余全属于低科技发展水平区(It <75)，并有 4 各地区属于低水



平发展区(It <50) ix。总体来看，东部地区最丰富的不是自然资源而是科技资源，西部情况则

刚好相反。特别是西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部分人群面临着与现代科学技术知识隔离的危险；

②关键性科技发展能力指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距。东西两地的差距更显著的表现在最为核心

的获取科技能力上，其中又以国际收录论文指标差距最大，东西两地相对差异系数高达 279%，

最大值和最小值之比超过 2300。网络经济有利于西部地区克服区位上的不利局面，西部地区

却在以网络为内容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明显落后。在交流科技能力指标中，每万人口互联网

用户指标差距最大，相对差异系数为 187%，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为 259。1997 年，吸收科技

能力指标中，每万人口中普通高校在校学生人数，西部只相当于东部的 64%，北京则是贵州的

14.4 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50%的省份全部在西部落后地区。实践已证明，科技发展水平与

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好的对应性。 

3． 西部与东部趋同的方案 

以上关于趋同趋异理论以及引致东西部差距的原因剖析为解决我国东西部区域差距提供

了基础： 

第一，趋同目标的选定。在短期内，条件 β 趋同
x
是西部与东部趋同的可能选择。由于

技术水平、制度、人们的偏好等等众多外生变量的不同，东、西部经济体具有显著的异质性

结构特征，从而东西两地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不同的增长路径和稳态。而新古典理论关于经

济体同质的假设不符合东、西部两地存在异质性结构的事实。即使从长远看可以出现绝对 β

趋同，也必须先在条件 β 趋同基础上运用巴罗、曼昆等人提出的“政策非无关性”原理，才

能为绝对 β 趋同创造条件；由于 σ 趋同意味着各国或各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绝对趋同，β

趋同就成为 σ 趋同的必要条件；而现实中，由于经济个体的差异性，往往会产生多重均衡增

长路径，因此，即便是结构特征相同的国家或地区，也不一定收敛于同一稳态，最终的增长

结果还部分的取决于初始条件。“群体趋同”也不适合于作为东、西部趋同的目标。 

第二，改善区位劣势状态。区位因素将通过其数量、质量、价格和在经济增长的逻辑位

置来影响劳动力、企业和政府的行为。首先，区位因素是经济发展的最原始条件，与经济发

展水平及其体制和结构状态相比，区位因素处于逻辑的上位，这是政府决定其区域发展战略

的重要战略因素。东部之所以有先发之机，与其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下，拥有比西部绝对优

势的区位条件密切相关；其次，区位因素将通过经济障碍、社会障碍、法律障碍以及文化障

碍影响个人的选择性为。比如，东部比西部有更为灵活的房地产流动政策（经济障碍小）、更

为灵活的户籍政策（法律障碍小），从能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再次，与经济演化的阶段以及企

业的组织和类型相联系，区位因素将通过其各子因素的丰裕度、质量和价格影响企业的选择

行为。比如，在世界经济进入信息化时代，中国致力于发展新型工业化的经济发展阶段，东

部在区位因素方面占有比东部绝对的优势。由此可见，改善西部的区位劣势是解决西部发展

问题的根本方案之一。但有必要对区位资源进行细分，确认各子因素的改进性、流动性以及

逻辑位置
xi
。选择那些不易流动、处于逻辑上位以及可改进性强的因素作为西部开发前期的重

点任务。比如，基础设施是其中处于逻辑上位、不易流动而又具有较强改进性的因素。 

第三，政府政策。西部落后性决定了市场选择行为的“背离性”结果。要改变经济主体

的选择行为，必须借助于政府的政策安排。其内容大致包括：一是中央政府财政、金融、产

业政策等“区别”发展政策；二是地方政府所制定的区域内部发展政策。需要强调的是，西

部内部的发展及其战略的制定也应符合“协调非均衡”原则：既要培育增长极，又要注意协

调发展。 

第四，要素投入。包括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在西部，人口资源富裕，但在结构上大多偏



重文盲、半文盲和低层次人才，阻碍着技术含量不断提高的各个产业的吸收率，西部的劳动

力战略在于加强技能培训；“起飞理论”认为，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

国的经济实践也证明了资本增长率与区域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西部资本投入至关重要。 

第五，体制改革。西部国有企业的“强刚性”特征 ，决定了西部企业组织结构的改善要

在加大国有企业存量调整的同时，更多地倚重于非国有经济的培养，这是增强西部自我开发

性的关键。界定和保护私有产权是发展西部非国有经济的前提。特别是，西部资源丰富，实

施公平合理的土地、矿山、山岭、草场等自然资源的有效产权制度安排，有利于为“资源资

本化”战略提供前提条件。 

第六，结构改善。结构的改善可以带来 TEP 的贡献度。广义的结构包括体制结构和经济

结构，经济结构中较具代表性的是产业结构。而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远远低于东

部地区。利用多种方式方法加速西部区域劳动力在本地内部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化。  

通过上文的论述，西部开发的成功有赖于遵循以下逻辑：通过优惠的政府政策，实施西部

制度变迁，启动更多的潜在资源进入市场，并进行经济结构的改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达

到经济增长的目的。可见西部开发的过程，实质是提高西部资源配效率，提高资本投资收益

率的过程。 

西部区域经济的发展因素，表面上主要包括位以上六类，其实，其背后凭借的价值符号—

金融资本的支撑。所以，西部区域发展因素可以总体上划分为两大部分：“非金融因素”和“金

融因素”。前者是实体经济要素，后者是实体资本的调动的工具；前者是经济增长途径和保证，

后者是经济发展的实现途径和手段。这两种要素中，金融因素意义更加重大。这是因为：其

一，金融因素是一切实体资本的代言人，有了金融资本，就拥有对实体资本的调动权，就有

了实施政策保证、制度转化的加速器、结构调整的工具。其二，对于实物资本来讲，对于已

投入的资本，事实上是不可流动的，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流动会引致高额的迁移成本。

而相对来说，金融资本更易流动，成本更小。在这种情况下，等于将实体资本的流动性转化

成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当然，此时，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取决于实体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联系方

式、转换以及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其三，下文将看到，金融时代，金融功能不断丰富

和增强，金融具有了资产功能、调整功能和消除风险功能，体制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及

区域倾斜政策的实施等都有赖于金融功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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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特征，以及不同的增长路径和稳态，每个经济体都收敛于自身的稳态。所以条件β趋同所考察的是，
如果外生变量保持不变，初始收入水平与增长率是否负相关；三是σ趋同（σconvergence）。指各国或
各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缩小；四是群体趋同（club convergence）。指结构特征相
似、初始收入水平相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长时期相互趋同。参见：邓翔：《经济区同理论与中
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实证研究》，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年。 

xi
 在各种区位因素中，决定和派生其它因素的因素，称其处于“逻辑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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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rry along with theory 、The cycle adds up that the reason that cause and effect theory along 

with system school theory are analysis thing ministry divergence reaches such The settlement 

scheme supplyd the significant theory reference ，The reason that the thing ministry disparity takes 

shape may be carefully divided ：Zone bit element 、Policy element 、System element along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lement 。Resolving the thing ministry disparity issue first of all willfix 

hurrying along with the target of practical ，Such is less importantly verifyed the effect Intrinsic 

logic between every element that but this is hurryed along in common ，Finally propose the 

settlement scheme that the neck was takied along to the outline 。 

 

Keyword ：Hurry along with the thing divergence target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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