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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势在必行，转型的制度变迁具有其他传统要素无法替代的作用。在生命周期

理论框架下转型制度变迁的模型表现出各异的内容。转型制度变迁的供求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二者的均衡

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对应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资源型城市所采取的制度变迁模型组合存在差异，

强制性制度供给在未来较长的时间里将对制度均衡发挥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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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资源型城市初期因资源开采和初级加工业的

比较优势明显而兴起，资源的交易成本比其他要

素的交易成本低，逐渐形成了资源型产业产值和

就业人员在该类城市中比重较大的局面，导致资

源型城市的发展对资源型产业形成了严重的路径

依赖。由于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储量有限性的特

点，资源型产业和城市在经历或长或短的繁荣发

展期后必然会出现衰落的局面。因此，资源型城

市转型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不可避免的。聚焦国

内，由于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以

及资源型城市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战

略地位等多种原因，我国更重视资源型城市的科

学转型。2007 年 12 月 24 日，国务院制定并出台

《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

意见》。2008 年、2009 年、2011 年，国家发改委会

同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分三批确定了全国 69 个资

源枯竭型城市( 县、区) ，中央财政给予了财力性

转移支付，增强了这些城市的公共保障能力，为转

型创造良好的资金条件。期间，2010 年 12 月 13
日山西省被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设立为“国家资

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就是在国

家层面高度重视资源型地区及城市转型发展的最

好例证。
国内外学术界对资源型城市 ( 镇) 的研究始

于 20 世纪 30 年代，至今已在资源型城市经济、社
会、生态和环境等领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追根溯源，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基础和根本是经济

的转型。现有理论无论传统的还是内生增长理

论，对经济转型的研究，大都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

论基础上，更多地强调资本的投入、劳动的投入、
科技进步及人力资本的提升等要素的作用，而把

制度忽略不计或默认为外生变量。①这样一来，制

度和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或效率程度

就被忽视了。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从制度的角度入手，对资

源型产业及城市的发展与转型做了相应的研究，

包括从调整组织机构、进行制度和战略创新及研

究制度与技术的交互作用等。②但这些研究大都

基于个案研究和实证的平台基础，应用指向性强，

缺乏对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制度变迁关系的共性研

究，对二者间逻辑关系的理论论述较少。这也是

本文试图探索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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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制度变迁的必要性

我们先从新制度经济的视角来审视城市的内

涵。任少波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城市的定义

是: 城市是由各种交易规则、信念、方式和各种交

易主体一起联络起来的自发空间秩序，是一种节

省交易成本和实现集聚经济为基础的人类空间组

织制度，是保障和形成集聚化交易的制度集合

体。［1］遵循这个思路，资源型城市的制度内涵可

以界定为: 它是资源型产业发展、产品交易的有效

规范和集中的制度集合体。
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制度变迁是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 一)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制度变迁是克服计划经

济路径依赖、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由于我国受前苏联经济重工业化发展战略的

影响和我国经济安全的需要，资源型产业从建立

之初就蕴含着浓厚的计划经济味道，国家管得太

多、太死，长期以来行业的竞争力明显不足。在向

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资源型产业又因先

天发育不足，产生了对计划经济的锁定效应而在

短期内无法适应残酷的市场竞争，逐渐演变成以

提供原材料和生产初级产品为主的低水平价格竞

争，无法实现技术创新的提升，行业盈利部分被不

断挤出。这种行业发展现状导致了资源型城市呈

现出经济发展市场化水平不高，城市功能残缺、弱
化，发展后劲不足的态势。这就要求资源型城市

在国家整体制度环境下，积极推动各项制度创新，

克服对计划经济的路径依赖，逐步健全和完善市

场经济体制，实现新的城市化“由突出人口流动

转向突出功能提升”［2］。
( 二)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制度变迁能有效实

现外部性内在化

资源型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外部性收

益( 正外部性) 和成本( 负外部性) ，而资源型城市

正是潜在承担这些外部性收益和成本的主体。外

部性收益，诸如规模经济水平的提升带来的经济效

益、技术创新导致的全行业生产率提高，以及教育

质量改善引发的生产率提高等，都与较高程度的城

市发展水平相联系，低发展水平的资源型行业及城

市是无法获得这些外部性收益的。同样，还存在一

些外部性成本，如资源型产业生产造成的环境污

染、生态退化等。这些负外部性的产生很大程度上

与产权界定不清晰有关。由于制度创新具有降低

交易成本和界定产权的功能，因此，在资源型城市

转型中，制度变迁能有效实现外部性内在化。
( 三)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制度变迁是产业结

构调整的主要途径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根本和基础是经济转型，

而经济转型的落脚点是表现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产

业转型。一方面，资源型城市因资源型产业独大，

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产生了较大的挤出效应，导致

资本和劳动等要素不断向资源部门流入，导致资

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不均衡。这种对资源型产业

的锁定效应导致了严重的路径依赖，完全依靠市

场的自发行为不可能对这种不均衡的局面产生多

大影响。另一方面，资源型城市处于被奴役的地

位，不仅自身造血功能逐渐退化，也会被进一步锁

定在发达工业体系的低端环节。［3］同时，资源型

产业还承担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角

色，地位突出，对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意义

重大。制度创新可以为经济提供服务和激励机

制，引导和规范三次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

合理调整。
( 四)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制度变迁是推动技

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升的根本动力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除了资本、劳动等基本

要素以外，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逐渐实现内生化

来推动经济发展。而按照以科斯、诺斯等为代表

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

提升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是经济发展的结

果。真正推动经济发展动力的是高效益新制度代

替低效益旧制度的制度变迁。资源型城市不断摒

弃不适应市场新形势的旧制度，尽可能供给新制

度满足制度需求，降低交易费用，实现外部性内在

化，从而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当然也发挥了包

括对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升的积极作用。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4］

它具有降低交易费用和实现外部性内在化的功能，

这是新古典经济学所欠缺的。同时，它还具有经济

价值，为经济发展提供激励机制。这些特点在资源

型城市的转型中也充分得到了体现，对资源型城市

的转型将发挥重要作用。制度变迁在资源型城市

转型中的功能和作用具体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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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制度变迁的形势分析

三、生命周期理论下的中国资源型城市制度

变迁模型

制度变迁的模型一般包括诱致性制度变迁和

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群 ( 个)

人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

自发性变迁; 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

引起的变迁。［4］ 两种模型对转型的影响各有侧

重。具体模型的选取和组合要因地制宜，不能简

单的一刀切，要与当地的生命周期发展阶段相联

系。不同发展阶段体现出各异的经济特点，要采

取不同形式的模型或模型组合。
( 一) 资源型城市的形成期和成长期应采用

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为辅的

模型组合

资源型城市的生命周期与其资源型产业保持

基本一致的发展趋势，包含形成、成长、成熟、衰落

或转型等几个阶段。［5］资源型城市的形成期和成

长期表现出其资源型产业正处于产业发展的上升

阶段，但尚未成为主导产业，未对城市的产业结构

布局产生决定性的作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主

要采用诱致性制度变迁，充分利用资源型产业成

本———收益的比较优势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

大幅度提升技术进步，增加资源型产品的科技含

量，发挥资源型产业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作用; 同

时，积极鼓励非资源型产业的大力发展，尤其是制

造业和第三产业，避免产生对资源型产业的路径

依赖和“资源诅咒”，推动资源型城市的全面发

展。此外，我们还应辅助采用强制性制度变迁，克

服计划经济的残余影响和市场经济的盲目自发行

为，积极进行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较大程度地避

免资源配置的无效和浪费现象。
( 二) 资源型城市的成熟期和衰落或转型期

应采用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诱致性制度变迁为

辅的模型组合

资源型城市的成熟期和衰落或转型期，资源

的保有量大量减少或接近枯竭，资源型产业的规

模报酬开始递减，收益小于生产和开采成本。资

源型产业的产值在资源型城市中占较大比例，产

业结构失衡，制造业和第三产业被挤出，城市失业

等社会问题逐渐显现。此时，尽管由于制度不均

衡导致的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但

负外部性和搭便车的现象较严重，诱致性制度变

迁的成本大于收益。这种情况下，应果断采用强

制性制度变迁，利用政府使用强制力提供新制度

安排可产生较大的规模经济的暴力潜能和意识形

态的优势，对资源型城市的转型进行强力干预，弥

补制度供给的不足，促使其经济和社会顺利转型。
当然，诱致性制度变迁由于具有“一致同意”原则

和经济原则，更多是针对非正式制度进行的创新。
它逐渐发挥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影响作用，

为强制性制度变迁营造良好的外部氛围。
总之，在资源型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应针对

其整体情况采取相应的制度变迁模型来应对。当

然，由于两种模型都有其局限性，单一使用会产生

较大的弊端。因此，形成恰当的模型组合是符合

经济学原则的“次优选择”。
四、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制度变迁的供求

分析

制度安排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进行配置，就

如同商品一样存在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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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或接近供求均衡是问题的关键。中国资

源型城市转型的制度变迁过程中，相应制度需求

和供给的均衡也是我们要探讨的一个问题。
( 一)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制度需求分析

1．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制度需求具有诱致性

的特点，是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中自发产生的。资

源型城市因资源保有量的有限程度，在成立之初

就产生了转型的潜在需求。从产业内部来看，在

通过资源型产业获取收益的同时，逐渐要求提升

产业的技术水平，增加资源产品的科技含量，尽可

能降低生产成本以延长资源型产业及城市的寿

命。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资源型城市存在功

能残缺、环境污染和制造业及第三产业退化的现

象，迫切希望非资源型产业得到充分发展，城市功

能健全，居民教育水平提升，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等。制度需求的主体是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

团体，即资源型城市的企业家和居民。
2．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制度需求除了受国家

宪法和制度环境的影响，还受到相对产品和要素

价格、技术和市场规模的作用。相对产品和要素

价格的变化改变了市场交易中买卖双方的博弈能

力，产生了双方重新谈判和议价的意愿，进而推动

了新的制度需求。诸如煤炭价格在 2012 年受国

家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影响下跌后，煤炭资源型

城市就迫切强化要推动煤炭产业向下游产业链发

展的意愿，同时也加大了对非资源型企业发展的

培育和吸引。人口和土地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因

素，人口变化将引起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替代价格

比率的变化。大量矿业工人劳动力流入城市导致

劳动力价值下降，资本、土地等其他要素相应升

值，将会产生对资本和土地等产权制度的需求。
相反，矿业工人外流减少导致劳动力价值上升，那

么关于人的财产制度需要将有所增加。技术的进

步带来了交易成本的下降，从而使以前成本大于

收益的一些制度需求成为可能。大型煤炭开采设

备的发明使用和大功率发电机组的上马，导致了

对新开与现有煤矿和发电厂生产规模下限进行提

高的需求。市场规模也是影响制度需求的一个重

要因素，市场规模的大小关系到交易成本有效降

低与否。拥有一个全国性资源型产品市场的城

市，必然要求制度创新能降低交易成本、提供经济

服务和形成规模经济。

( 二)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制度供给分析

制度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非帕累托改

进”的过程，每一项制度创新一般不可能做到在

不损耗一部分人利益的前提下增加社会的整体福

利，即制度变迁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增加的同时可

能使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产生损失。因此，制度供

给也可以理解为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博弈产

生的结果，他们之间的成本—收益分析很重要。
与制度需求不同的是，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制度供

给兼具强制性和诱致性的特点，既有城市政府强

力推行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又有社会中自下而上

逐渐形成的一致性行为规范准则。这两种形式的

制度供给各有侧重，形成了制度供给的主要来源。
制度供给的主体包括城市政府和推动政府行为的

企业家。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制度供给在国家宪法和制度

环境的许可范围内，受到一系列相关因素的影响。
第一，新制度的设计成本，是指参与到新制度设计中

的各要素价格之和。这些要素包括人力资源和各种

物质资源。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制度设计中，如果

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制度寄予厚望，那么设计的人

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入将价格不菲; 如觉得文化

教育事业的新制度的设计无关紧要，则在人力和物

质资本方面的价格必定十分有限。第二，现有制度

的路径依赖效应。现有制度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既

得利益集团，该利益集团极力维持当前的利益分配

格局，即使存在现有制度不均衡的状况，将对新制度

的供给在能力、数量和方向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这

也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很多时候，路径依赖产

生的制度供给成本巨大，以至于新的制度供给无法

实施。一些资源型城市的矿井由于管理制度缺失而

存在隐患，但利益主体为了谋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一

味强化生产作业的力度，无视管理制度的健全和完

善，往往成为一些安全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第三，

现有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的积淀情况。新制度供给

的思想建立在现有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基础上，

后者在降低新制度交易成本的同时还可能扩大其预

期收益。中国东部资源型城市转型水平高于西部该

类城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现有自然和社会科学知

识的差异。第四，实施新制度的预期成本—收益分

析。即便都是有利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制度，总有

一些制度不能付诸实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预期

的成本远远高于收益。一个资源型城市在非资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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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还没有发展成为主导产业之前，不可能盲目对

资源型产业提出更苛刻的制度规范，即使它对该城

市造成了很大的环境污染。第五，规范性行为准则。
它本身侧重于非正式制度范畴，扎根于价值理念、文
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等，是长期潜移默化发展的结果，

对正式制度供给的成本—收益分析将产生重要影

响。许多资源型城市位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当地

牧民一直对生态环境异常重视。如何实现资源开采

对生态环境保护零破坏或少破坏是当地发展资源型

产业需要研究的突出问题。这个问题如不能得到有

效解决，新制度供给的成本大大提高，资源型产业及

城市的发展进程将受阻。它是影响制度供给的一个

重要因素。当然，影响资源型城市转型制度供给的

因素还有许多，包括城市决策者的净利益、经济社会

均衡发展的需要及资源型产业的发展水平等。
由于受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制度供给和

商品市场供给一样，也存在制度上的意愿供给和

实际供给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存在主客观之分。
二者之间的客观差异一般是由于制度供给的成本

远远高于收益，导致“次优”的制度供给短期内无

法实施。解决这种客观差异可以通过对现有制度

的逐渐完善，无论针对的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

制度。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中，非资源型产业———
尤其是第三产业———在制度的意愿供给中占重要

位置。但实际中，资源型产业将在很长时间内发

挥主导产业的作用，非资源型产业的壮大不是一

蹴而就的过程，需要经过长期的发展才有可能实

现。二者之间的主观差异的诱因包括现有制度的

路径依赖、新制度设计的成本等多个方面。资源

型城市向综合型城市转型中，现有形成的利益集

团为了维护自身群体的利益，会利用各种途径向

政府传递强化现有制度的意愿，影响城市政府在

制度供给上的实际行为。另外，对现有资源型产

业延伸和替代的制度供给研究，要对该类产业的

技术、工艺和流程等业务知识与潜在替代产业进

行系统科学的研究，成本占财政支出将很大。城

市政府就需要在现有财政支出的使用比例上进行

权衡。这样一来，意愿制度供给往往与实际制度

供给产生了不一致。
( 三) 制度供求均衡分析

在对制度需求和供给分别进行分析后，要讨

论的就是制度的供求均衡。制度供求均衡是指制

度实现了“帕累托最优”，而实际生活中，制度供

求不均衡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常态。在“帕累托

改进”的过程中，我们更多地采用影响制度供给

来满足制度需求以趋近均衡。一方面要尽可能避

免制度有效供给的不足，积极进行制度创新。资

源型城市的转型，既要鼓励和支持制造业和第三

产业的发展，同时也不能忽视第一产业的基础作

用。目前，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退二进一”模式，

就是将城市经济活动重心由资源采掘和初级加工

业转向现代农业，把现代农业逐渐发展成为城市

经济主导产业之一。［6］另一方面，也要克服制度

的过度供给。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是在国家经济由

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大环境下进

行的，更多的要遵循市场发展制度和规律。以强

制性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制度过度供给容易产生过

多的行政干预，甚至是寻租和腐败。这是当下资

源型城市政府尤其要重视和避免出现的问题。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实现中国资源型城市的

转型势在必行，它是资源型城市市场经济体制改

革的具体表现，是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按

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制度变迁由于具有

降低交易费用和使外部性内在化的功能，将对资

源型城市的转型发挥积极作用。全国各地的资源

型城市具有不同的发展特点，处于生命周期的不

同发展阶段的资源型城市所采取的制度变迁模型

组合存在着差异性，制度供给和需求双方的博弈

也在不断调整中。当然，由于资源型城市在国家

经济和安全中的战略地位，强制性制度供给在未

来较长的时间里将对制度均衡发挥决定性的影响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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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Models and the Ｒelation of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Ｒesource－based Cities

YANG Jian－guo1，2，BAI Yong－xiu1，ZHAO Hai－dong2
(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000，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Hohhot 010021，China)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resource－based cities is imperative． Compared with other traditional elements，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has played an non－substitutable part in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framework of life－cycle theory，the in-
stitutional change models of the transformation show different content．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can be in-
fluenced by different factors，so equilibrium is a dynamic process of change． Corresponding to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 of
the life cycle，the combinations about institutional change model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remains some differences，and the man-
datory institutional supply will have a decisive effect on 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 during a longer perio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transforma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transaction costs; supply and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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