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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的经济发展与增长的源泉？

[T]he factors we have listed (innovation, 

economies of scale, education, capital 

accumulation, etc.) are not causes of growth; 

they are growth.

North and Thomas (1973, p.2)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 Douglas North (1920 – 2015), 1993 Nobel 

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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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实证

❖ Penn World Table数据库的建立让跨国经济增长比较实证研究成为可能

❖ 增长回归：𝐺𝑟𝑜𝑤𝑡ℎ𝑖 = 𝛽𝑋𝑖 + 𝐶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𝑠 + 𝜖𝑖
▪ 40年来各种𝑋都被研究过

✓ Solow模型：人均产出水平值，储蓄率，资本折旧

✓ RCK模型：时间偏好（影响储蓄决策）

✓ 内生增长模型：研发投入，创新，中间品数量，专利保护，企业进入退出

✓ 人力资本，贸易开放度，……

❖ Durlauf, Johnson, and Temple (2005)：总结了145个影响经济增长的𝑋s
▪ Durlauf, S. N., P. A. Johnson, and J. R. W. Temple. 2005. Growth Econometrics. Aghion, P. and S. N. 

Durlauf (eds.), Handbook of Growth Economics. Oxford: Elsevier.

▪ 145个变量分属于43个经济增长理论

❖ 但全球可供研究的国家/地区仅200左右，𝑋超过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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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了一大批“标题党”，比如这篇1997年A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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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转向Deep Roots，根源

ABSTRACT: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has 

moved from the study of proximate determinants to the analysis of ever deeper, 

more fundamental factors, rooted in long-term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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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主线：地理、制度与文化

❖ 地理论的代表：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1997

▪ UCLA地理学家、生物学家，1937 – 

❖ 制度论的代表：Douglas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1990

▪ 与Thomas 1973年的著作同样重要

❖ 文化论的代表：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905

▪ 德国社会学家，1864 –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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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细菌与钢铁》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表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地理论

❖ 地理因素对经济发展显然具有重要影响

▪ 温度、降水、海拔、地形、土地，以及自然资源

▪ 进一步影响经济形态（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人口聚集（城市化），交通

运输，市场一体化

❖ Diamond的地理论还强调更基础的地理因素：大陆的基本地理形态，决

定了适合农业发展的地理区域的范围大小，进一步决定区域内动植物种

群基因特征的交流与演变，从而奠定文明的基础

❖ 在这方面，欧亚大陆具有天然的优势

▪ 北纬30-40度线附近，东西向连贯的温带气候区，带来大范围东西向动植物种群交

流的良好条件，有利于培养出适合农牧业生产的优良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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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mond强调的欧亚大陆农业区地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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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论

❖ 经济学的偏爱：20世纪后半期，新制度(neo-institutional)经济学的蓬勃

发展，让制度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研究对象

▪ 企业理论：Ronald Coase (1910 – 2013)，提出交易成本概念，以分析经济组织与

制度环境的决定及影响

▪ North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全面审视了经济发展史，突出了制度对经济发展

的核心作用

❖ 制度总体而言强调正式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

▪ 政治制度：民主、包容vs专制、剥削
✓ Acemoglu, D., S. Johnson, and J. A. Robinson.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1369–1401.

✓ Acemoglu & Robinson. 2013.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Crown Currency.

▪ 法律制度：公权的界限，私有产权的维护，法律程序，法律执行

✓ 引申出法与金融(Law and Finance)学派，Shleifer, Vishny等
✓ La Porta, R., F. Lopez-de-Silanes, A. Shleifer, and R. W. Vishny. 1998. Law and Fin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6:11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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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论

❖ 马克斯·韦伯最早强调宗教信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基督教新教思

想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作用

▪ 新教强调个人使命(mission)，通过个人努力而非以来教会达成造物主的指引，进

而衍生出勤俭节约、专注分工、提升文化水平（人力资本）、控制生育的传统

❖ 20世纪末以来，对欧洲中心论的抵制，催生出更多元的文化论

▪ 典型例子：二战后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的高速发展，突出了东亚儒家文化在

经济发展中的优势

✓ 与韦伯最初的讨论相反，韦伯认为儒教倾向于保守，缺乏创新精神

▪ 另一个常见的例子是稻作文化与麦作文化的差异

✓ 前者强调集体密集劳动，需要很多协作，大幅增提高了社会信任水平

✓ 后者以家庭为单位生产，不需要村庄层面的协同，不利于社会信任文化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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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 世界代有奇迹出，各领风骚百十年

▪ 全球各地区经济发展路径轨迹有很强的异质性，并没有适用于所有发展与增长经

验的普世“根源”

▪ 地理、制度、文化都在不同地区、不同历史阶段发挥过不同的作用，并没有单一

的优势理论

✓ 一部分经济文献试图论述制度论的压倒性优势，但争论一直存在

✓ Rodrik, D., A. Subramanian, and F. Trebbi. 2004. Institutions Rule: The Primacy of Institutions over Geography 

and Integr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9:131–65.

❖ 两个思考维度

▪ 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并不一定是最恰当的经济发展与增长分析单位

✓ 很多民族国家不是自然形成，而且国家边界划分本身也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

▪ 政治共同体(polity)可能是更合适分析单位，经济发展需要社会集体决策并形成稳

定的发展意愿/意志，但集体意志总有可能和个人自由产生冲突，两者协调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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