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理论述评

———自然资源丰富的中小国家的经济发展思路

文 礼 朋　郭 熙 保

提　要 | 初级产品理论是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一个分支 ,主要是用来解释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的经济成

长。那些自然资源丰富且人口不很多的国家 ,可以通过初级产品出口所产生的前向、后向联系和

最终需求联系效应 ,实现经济结构的多样化 ,走向成熟的经济。20 世纪 30 年代大危机之前 ,拉丁

美洲国家落入初级产品陷阱 ,主要是由于其不利的社会内部机制和贫富悬殊的收入分配 ,降低了

初级产品生产的联系效应和最终需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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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论

初级产品理论或大宗产品出口理论

(staple theory)是出口导向经济发展假说的一

个分支 ,与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剩余出路”假

说紧密相关 ,主要是用来解释自然资源丰富

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①由于战后的主

流发展经济学主要是为了给那些存在大量剩

余劳动力的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 ,因而这种

主要是针对人少地多的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理

论也就不大为人们所关注 ,在我国尤其如此。

一般认为 ,初级产品发展理论主要是由

加拿大的经济 (史) 学家提出来的 ,是加拿大

经济学界对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独特贡献。它

最 早 是 由 麦 金 托 什 ( William Archibald

Mackintosh ,1895～1970)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

一篇论文中提出 ,后由英尼斯 ( Harold Adams

Innis , 1894～1952) 的众多著述使其广为人

知 ,引来了众多追随者。这些经济 (史) 学家

认为 ,加拿大的现代经济是在初级产品出口

的推动之下成长起来的。后来的加拿大经济

(史)学家们 ,借助于赫希曼的联系效应理论 ,

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初级产品出口发展理论。

在这个理论的形成过程中 ,不少经济史学家

把这种主要用于解释加拿大经济成长的模

式 ,扩展到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等欧洲

38

① Morris Altman , Staple Theory and Export2led

Growth : Constructing Differential Growth ,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43 ,No. 3 ,2003 ,pp.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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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经济史研

究中。著名经济史学家诺斯也利用初级产品

发展理论来解释内战以前美国南部和西部的

经济发展模式。①

总的来说 ,初级产品理论主要是用来解

释新大陆人少地多的移民国家的现代经济成

长 ,不过也有不少经济史学家把它用于描述

其他资源丰富的小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的经济发展历程 ,如丹麦 (农业资源丰富) 与

芬兰 (森林资源丰富) 的经济发展史。②从严

格意义上来说 ,初级产品理论主要是解释这

些国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危机之前的经济

发展模式。尽管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仍然带有强烈的初

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的色彩 ,但是随着经济

结构日益多样化 ,初级产品出口对于经济成

长的贡献在逐渐下降 ,不再成为经济发展的

主要动力 ,这些国家不再被人们称作是初级

产品出口国。

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能否成功是

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英尼斯本人就持一种

悲观的态度 ,认为当时的加拿大似乎就陷入

了初级产品出口的陷阱。不过麦金托什却对

加拿大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的发展前景持乐

观态度。在他看来 ,尽管加拿大和其他初级

产品出口国一样 ,其经济运行受到外部需求

的巨大冲击 ,经济发展很不稳定 ,但是加拿大

正在走向一个成熟的经济 ,经济结构日益多

元化 ,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性已经大为降低。③

麦金托什的乐观态度在英裔移民国家成为主

流观点 ,部分导致了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后坚持开放式发展模式 ,在某种程度

上也就是继续其以往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的

发展模式。他们相信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的发

展能够带动资源丰富的中小国家走向成熟的

经济。

在拉丁美洲 ,由于 20 世纪 30 年代大危

机的痛苦记忆 ,人们普遍对初级产品出口导

向发展模式持悲观态度 ,各种反对初级产品

出口的理论相继问世 ,主要有中心 —外围理

论、初级产品出口条件恶化论、依附论、世界

体系论等。这些观点在我国学界相当盛行 ,

人们普遍认为 ,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战略

不可能取得成功 ,而是导致一个国家的依附

性发展 ,永远成为中心发达国家的附庸和初

级产品供给者。

不过那些放弃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方

式 ,转而实施内向型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

拉美国家 ,也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成功。从 70

年代智利改革开始 ,到 90 年代 ,拉美国家基

本上都放弃了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而一旦

它们放弃了进口替代发展战略 ,实行贸易自

由化 ,在其特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之下 ,智利、

阿根廷、乌拉圭等国不可能走上东亚式的以

加工制成品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模式。

东亚式的加工制成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 ,是

以东亚国家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结构 ———资源

贫乏、劳动力丰富、初始工资很低为出发点

的。对于智利、阿根廷、乌拉圭这些资源比较

丰富、初始工资水平较高的国家而言 ,在开放

式的发展模式下 ,意味着它们将重新采用类

似于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

二、初级产品出口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初级产品理论认为 ,在新拓殖地区 ,人口

稀疏而土地等自然资源丰富 ,人均资本稀缺 ,

在原材料的生产方面拥有巨大的比较优势。

由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对原材料产品需求的

迅速增加 ,以及远洋航运费用的大幅度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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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annica ,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43 ,No.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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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原材料的价值迅速增加 ,原材料出口成

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引擎。原材料的出口带来

了当地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 ,吸引了大批移

民 ;原材料的出口收入也吸引了大量的外来

投资 ,以弥补本地资本的稀缺 ;原材料出口也

带动了当地运输业的发展 ,而运输业的发展

又为当地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人口的

增长也带来了城镇的繁荣和服务业的发展。

随着人口和财富的增加 ,国内需求市场日益

扩大 ,经济活动日益多样化。经济发展逐渐

摆脱了对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的依赖 ,走向

成熟的和多样化的经济发展。①

初级产品理论充分吸收了赫希曼的联系

效应理论 ,以及其他学者所发展出的最终需

求效应理论。尽管赫希曼的《经济发展战略》

一书对于初级产品生产的联系效应评价不

高 , ②往往被人们用来当做进口替代发展战

略的理由 ,但是初级产品理论家仍然通过赫

希曼的联系效应理论成功地解释了加拿大等

国经济成长的原因。而赫希曼本人后来也对

于原材料产品生产所具有的联系效应有更高

的评价 ,认为这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可以

通过初级产品出口所产生的各种联系效应 ,

从不平衡的增长走向平衡的增长 ,并且对拉

丁美洲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施的进口

替代发展战略提出严厉批评。③

所谓后向联系效应 ,就是说为初级产品

生产和出口提供条件的产业的兴起。为了初

级产品出口 ,必须发展交通运输、仓储、港口、

航运、信贷、保险等产业 ,以及初级产品生产

加工部门所需要的机器设备生产制造部门的

发展 ,促进产业部门的多样化。而这些由后

向联系所催生的产业 ,又为其他产业的发展

提供了条件。所谓前向联系效应 ,就是以该

初级产品为原材料的加工生产部门的发展 ,

比如说由木材生产的发展带来的家俱制造

业、造纸业的发展 ,由畜牧业带来的奶酪与黄

油生产部门的发展 ,由矿产开采发展而带来

的冶金工业的发展 ,逐步实现产业升级。④所

谓最终需求效应 ,就是由初级产品生产、加

工、出口所带来的社会财富的增加会带来国

内需求的增加 ,这种需求一旦达到一定的程

度 ,就使得以往的进口商品可以在国内进行

有利可图的生产 ,最终取代进口 ,实现国内产

业结构的多样化。

人们往往把这种发展称作进口替代 ,但

是赫希曼认为 ,它与人们通常所说的进口替

代有很大区别。在他看来 ,这种由联系效应

所带来的国内制造业的发展 ,是一种自然的

发展 ,而非进口替代战略中以人为措施 (如高

关税)所带来的发展。⑤

初级产品理论对于外资的作用评价很

高 ,认为它是这些新大陆国家现代经济发展

的重要条件 ,尤其对于资本密集型的铁路、港

口等基础设施产业的发展 ,没有外资的引入 ,

新大陆国家的铁路快速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在这方面 ,初级产品理论的倡导者与依附论

者几乎截然不同。在依附论者看来 ,外资的

引入 ,导致了外国资本对本国经济的控制 ,以

及对本国资本的排挤。依附论者对于那些起

初为出口服务而兴建起来的产业 ,也是大加

挞伐 ,认为它们促进了本国经济的依附性发

展 ,使本国经济更加具有殖民地经济的色彩。

但是在初级产品理论的倡导者看来 ,引进外

资乃是这些资本稀缺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重

要条件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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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一开始主要是为了初级产品出口而服

务的产业的兴起 ,不仅本身就证明了初级产

品出口能够带来经济的发展 ,而且还为其他

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自然资源的诅咒”与初级产品

出口导向发展模式

由于新大陆的国家人均自然资源丰富 ,

劳动力稀缺 ,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世

界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不但没有恶化 ,而且

是总体大幅度改善 ,因而这些国家在制造业

尚不发达的时期就获得了较高的人均收入 ,

工资水平很高 ,甚至超过当时的欧洲工业先

进国家。在这种情况下 ,新大陆国家的制造

业部门既没有技术优势 ,也没有劳动力成本

优势 ,显然难以和欧洲国家相竞争。这也就

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学术界热烈讨论的

“荷兰病”。
表 1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几个欧洲工业国和

新大陆初级产品大国的工资比较

( Hadass and Williamson ,2001 , Table 1)

国别

初级产品出
口比例 ( %)

(1905～1914

年平均)

非熟练工人
实际工资

(1913 年 ,以
英国为 100)

1913 年人均
GDP(以 1990

年美元价格
计算)

英国 1919 100 5032

法国 3618 60 3452

德国 3119 84 3833

加拿大 8810 199 4213

澳大利亚 9710 116 5505

阿根廷 9917 101 3797

乌拉圭 9919 95 3938

　　注 :这里的初级产品包括活动物、食品、饮料、未

加工的原材料或简单处理过的产品 (也包括烟草制

品) 。

　　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认为 ,尽管落后国家

暂时因为技术落后而在制造业部门不具备竞

争力 ,但是落后国家可以通过暂时的保护 ,在

生产过程中进行学习 ,以提高技术水平 ,降低

劳动成本 ,最终可以使该部门获得竞争力。

而 19 世纪的美国就是一个榜样。建国之初

的美国 ,生产技术低于英国 ,而劳动力价格却

高于英国 ,因而美国的制造业无法与英国竞

争。但是美国通过很高的关税保护 ,利用其

广阔的国内市场 ,利用其丰富而廉价的自然

资源 ,发展大规模生产技术 ,降低平均成本 ,

抵消劳动力价格高昂的劣势 ,最终获得了强

大的竞争力。①

然而对于其他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来

说 ,由于其人口总量不足 ,经济规模偏小 ,难

以容纳大规模的生产方式 ,因而很难通过发

展大规模生产技术来使制造业部门获得竞争

力 ,因而美国式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难以成

功。最近的研究表明 ,包括阿根廷和乌拉圭

在内的拉丁美洲国家 ,在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 30 年代大危机之前 ,实施了与美国差不

多的关税保护 ,而非以往人们所认为的自由

贸易。②可是它们的制造业并没有像美国那

样发展起来。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拉丁美

洲国家成倍地提高关税 ,全力实施进口替代

发展战略 ,同样遭致失败。不仅那些依靠高

度保护与巨额补贴建立起来的制造业缺少竞

争力 ,那些受到压抑的初级产品生产部门的

发展也受到了严重阻碍 ,技术进步缓慢 ,出口

竞争力大幅度下降 ,更加恶化了这些国家的

国际收支与政府财政。

国内学术界很少有人注意到 ,20 世纪 30

年代大危机之后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实施

了很高的关税保护 ,试图实施进口替代的工

业化政策 ,可是两国的许多制造业部门一直

没有从幼稚产业走向成熟。尽管有较高的关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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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保护 ,但仍然一直靠补贴而生存 ,成为政府

财政的包袱。①随着 80 年代以来两国重新实

施自由贸易的政策 ,不少制造业部门也因此

萎缩 ,事实上是重新回到了以往的初级产品

出口导向发展模式。

东亚国家能够在开放式体制下 ,从技术

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入手发展制造

业 ,关键是因为东亚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低廉。

尽管其初始的技术水平较低 ,劳动生产率也

较低 ,但是由于东亚国家的劳动力价格非常

低 ,劳动力成本优势超过了技术劣势 ,因而制

造业可以在开放式体制下获得竞争力。而对

于不少拉丁美洲国家来说 ,贸易自由化的开

放式发展 ,意味着它们重新回到初级产品出

口导向发展模式。

就这样 ,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的发展就

陷入两难之境。因而在 90 年代 ,国际学术界

提出了“自然资源的诅咒”假说。“自然资源

的诅咒”的依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

快速发展的国家普遍是资源稀缺的国家 ,而

那些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增长普遍较慢。他

们认为 ,丰富的自然资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成为发展的负担 ,一个国家自然资源的

丰富不仅不是国家之福 ,还会有损于其经济

的发展。丰富的自然资源导致本国工资水平

的上升 ,短期内获得了好处 ,但这使得制造业

失去竞争力 ,带来非工业化 ,危害本国经济的

长远发展。②因为制造业的学习效应更高 ,能

够发展出更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 ,从而更有

利于长远的经济发展。③要使本国的制造业

拥有竞争力 ,就必须实施高关税保护 ,而高关

税保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公认为与经济

发展负相关。根据“自然资源的诅咒”假说 ,

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很难成功 ,

这也不免过于悲观了。

四、加拿大等国的成功

如前所述 ,作为资源丰富的中小国家 ,实

施内向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 ,强行发展制造

业 ,难以取得成功。开放式的发展就意味着

它们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走初级产品出口

导向的发展道路 ,通过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

所带来联系效应和最终需求效应 ,导致本国

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发展 ,逐渐摆脱对初级产

品出口的过度依赖 ,成为成熟的经济 ,维持本

国的高收入水平。这样的成功实例其实并不

少见。在 30 年代大危机时期 ,加拿大和其他

初级产品出口国一样 ,遭受了初级产品出口

价格剧烈下跌的冲击 ,国际收支出现很大困

难。然而加拿大并没有因此而走上保护性的

进口替代发展道路 ,加拿大和美国、英国相继

签订了关税减免的协定 ,坚持以往的开放式

发展战略 , ④实际上也就是继续以往的初级

产品出口导向的发展。这并没有导致加拿大

的依附性发展 ,相反 ,制成品在加拿大的出口

构成比例日益提高 ,并成为汽车零部件的生

产大国 ,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依靠初级产品出口 ,

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

富裕的国家。两国同样也在 30 年代的初级

产品价格暴跌中损失惨重 ,两国都在大危机

之后实施了类似于拉丁美洲国家的进口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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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然而由于两国人口较少 ,又远离

世界制造业的中心 ,难以参与到制造业的国

际分工 ,因而两国的进口替代制造业的发展

很不尽如人意 ,缺乏效率 ,除了关税保护 ,还

需要大量的财政补贴 ,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

担。两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在发达国家的排

名中逐步下跌。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两国

重新实施自由贸易政策 ,大幅度减免关税 ,其

平均关税率低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其结果

是两国的不少制造业部门大量破产倒闭 ,出

现非工业化 ,两国的经济更加接近于初级产

品出口国。然而两国的经济却相对于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后到 80 年代以前获得了更快的

增长 ,快于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①

20 世纪 70 年代自由化改革后的智利 ,

大幅度降低关税 ,实施贸易自由化。由于其

特殊的要素禀赋结构 ,实际上就是回到初级

产品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智利在改革之初

确实一度出现大面积的非工业化 ,成为初级

产品出口国 ,然而智利正是依靠大量出口初

级产品和资源密集型制造品 ,经济得到了快

速发展 ,其资本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

比以前更快 ,正在步入富裕国家的行列。②

对于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中小型工业化

后进国家来说 ,其制造业的发展应当充分利

用本国丰富的原材料资源 ,通过发展资源密

集型加工产业 ,逐渐建立少数几个以本国自

然资源为依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 ,进而建立

少数几个技术和 R&D 密集型产业。加拿大、

挪威、芬兰等自然资源丰富的中小国家就是

这样成长起来的 ,尽管在这些国家中至今初

级产品出口仍然占有很大比重 ,但它们毫无

疑问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 ,它们的初级产品

生产和加工部门的技术也已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作为中小国家 ,一般来说不可能建立一

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其少数几个技术高

端制造业部门的发展 ,应当着眼于与制造业

中心大国相整合 ,加拿大、挪威等国家的资

本 —技术密集型产业 ,如汽车零部件产业就

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当然 ,对于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的

远离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国家来说 ,就很难通

过与工业大国的整合来发展高端制造业 ,因

而制造业一直不发达。对它们来说 ,利用其

初级产品出口所带来的高水平的人均收入 ,

发展金融、保险等服务业比较适合 ,这些部门

能够比制造业提供更高的人均收入。30 年

代以前是如此 ,20 世纪 80～90 年代贸易自由

化改革以后同样也是如此发展。

对于那些中东的石油出口国而言 ,由于

其人口稀少 ,劳动力稀缺 ,人均初始收入水平

很高 ,但是初始技术水平很低 ,在这种情况

下 ,出口石油的比较优势太高 ,除了石油开采

与冶炼之外 ,其他任何制造业都不会有竞争

力。在这种情况下 ,卖石油是它们最好的选

择。对它们来说 ,利用其大量的石油美元发

展金融服务业 ,进行国际性的投资 ,实现资产

的保值与增值 ,是一种比较合适的选择。

五、拉美国家大危机之前初级产品

出口发展模式受挫的原因

最近的研究表明 ,拉美国家大危机之前

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成果 ,并不

像以前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令人沮丧。初级产

品出口确实产生了很强的联系效应 ,带动了

交通运输、加工工业等的快速发展。随着国

市场需求的扩大 ,不仅消费品工业有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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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一些重化工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中间

产品、资本货物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获

得了较快的发展 ,并且出现了不少大型企业。

因此 ,大危机以后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政策影

响下的工业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往制造

业发展的延续。①

不过总的来说 ,尽管一些南锥体国家 (包

括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通过初级产品出口

获得了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 ,但是其经济结

构的多样化发展还是很不尽如人意 ,在 30 年

代的大危机中损失惨重。从那以后 ,拉美国

家普遍放弃了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的发展模

式 ,实行高度保护下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 ,并

把 30 年代大危机之前拉美国家的依附性发

展主要归因于开放式的发展模式。

然而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乐观

主义者们认为 ,拉丁美洲的依附性发展更多

地应该归因于其内部的因素 ,而不是初级产

品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近来颇为兴盛的新

经济史学派更是认为 ,主要由于拉丁美洲国

家私人产权不发达 ,经济资源分配的极不平

等 ,以及由经济不平等而导致的诸如政治、教

育等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削弱了初级产品出

口所应该产生的联动效应和最终需求效

应。②

鲍德温于 1956 年发表的《新近移民地区

的发展模式》一文是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

理论的一篇经典论文。鲍德温的论文集中阐

述了最终需求效应的运行机制。鲍德温认

为 ,在那些收入分配很不平等的地区 ,本土的

工业部门就难以得到发展。巨富们的消费集

中于外国的高质量消费品 ,对于国内的产品

需求较低。而那些穷人们分享不到初级产品

生产和出口所带来的财富 ,只能勉强为生 ,缺

乏购买力。在这种情况下 ,国内市场狭小 ,难

以为本国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需求规模。

而在那些社会财富分配相对平等的地区 ,其

需求具有相对同质性 ,国内市场需求规模很

大 ,从而为本土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③

鲍德温的论文在经济史学界影响巨大 ,被初

级产品理论家们运用于对不同地区初级产品

出口导向发展不同的后果的原因分析。著名

经济学家墨菲、施莱菲和韦斯利还将这种理

论用数学模型表达出来 (Murphy , Shleifer ,

Vishny ,1989) ,从而进入到了主流经济学。

我们都知道 ,近代美国是一个严厉限制

大地产、积极培育强大的富裕自耕农阶层的

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都不同

程度地效仿了美国的政策 ,限制大地产 ,培育

自耕农。尤其是在加拿大 ,在广大的新开垦

地区实施了类似于美国《宅地法》这样的法

令 ,因而培育了一个强大的富裕自耕农阶层。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尽管这种政策的实施

远不如美国和加拿大 ,但是仍然培育出了不

少富裕自耕农 ,即便有很多农牧场主没有获

得土地所有权 ,但是他们的租赁一般也是自

动延续的长期租赁。在这种情况下 ,英裔殖

民地国家造就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 ,社会

财富分配相对平等。初级产品出口的最终需

求效应很强 ,因而较为容易地实现经济结构

的多元化发展。④

英裔殖民地的普遍富裕 ,使得这些地方

的工资水平较高 ,迫使这些地方的矿业、制造

业部门积极进行技术升级 ,以节省劳动力成

本。而社会的普遍富裕 ,也使得这些地区的

教育水平发展很高 ,因而能够较快地提升各

个产业部门的技术水平 ,推动这些地区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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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加工制造业的发展 ,实现产业技术升级 ,

维持高水平的收入。

然而在拉丁美洲地区 ,情况则很不一样。

在那些热带作物产区 ,起初是盛行奴隶制种

植园制度 ,后来奴隶制虽然终止 ,但是大土地

所有制被继承了下来 ,绝大多数的农业劳动

者没有获得土地 ,陷入极为贫困的状态。在

那些矿物开采地区 ,盛行强迫劳役制 ,后来强

迫劳役制虽然被废除 ,但是劳工权利仍然受

到极大压制 ,人为地压低劳动者所得份额 ,劳

动者所得极为低下 ,劳动者相当贫困。即便

是在阿根廷和乌拉圭这样的温带农牧业地

带 ,尽管这里没有种植园制度 ,但是这里同样

盛行大地产 ,大批农民没有获得土地所有权 ,

沦为地主的佃农或农业雇工。随着人口的日

益增加 ,地租大幅度提高 ,而农业雇工的工资

大幅度降低 ,社会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平等。

在这种情况下 ,拉美国家初级产品出口的最

终需求效应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国内市场

狭窄 ,制造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结束语

在我国学术界 ,当人们提到初级产品发

展战略的时候 ,人们往往认为它是反工业化

的。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初级产品理论认

为 ,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可以在开放式

的体制下 ,通过初级产品出口所带来的联动

效应和需求效应 ,逐步实现一个国家的工业

化 ,实现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发展。

　　参考文献 :

11 John H. Coatsworth and Jefferey G. Williamson ,

The Roots of Latin American Protectionism :

Looking Before the Great Depresson , NB ER

Working Paper , No. 8999 ,2002.

21Yael Hadass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 Terms of

Trade Shock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

Prebisch and Singer Revisited , NB ER Working

Paper ,No. 8188 ,2001.

31Kevin M. Murphy , Andrei Shleifer , Robert.

Vishny , Income Distribution , Market Size , and

Industrialization ,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4 ,No. 3 ,1989.

(责任编辑 :张燕晖)

《有组织犯罪趋势》

《有组织犯罪趋势》( Trend of Organized Crime)杂志刊载经过专家评审的原创性研究论文、重要政府报

告的摘要、重要新书的书评以及对有组织犯罪领域内当前问题的分析与评论。刊物面向打击有组织犯

罪领域内的从业者、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 ,致力于成为针对有组织犯罪的经验研究的论坛 ,鼓励对该领

域的研究工作。

刊物网址 :http :ΠΠspringerlink. comΠcontentΠ105856Π

印刷版 ISSN :108424791

网络版 ISSN :193624830

(真)

09

经
济
研
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