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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源环境角度分析资源诅咒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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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源诅咒现象是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学现象，其表现为地区资源优势常

常表现为经济发展的抑制因素而非积极因素。 环境问题是引发资源诅咒现象的诱因之一，
资源型城市地区在制定新经济规划时，应当将生态修复及环境治理因素考虑在内，并保证

环保政策的落实，地区的经济复苏将会更加快速，新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也更加健康，经济

发展的可持续性也会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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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自 19 世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后，全球进入

了工业经济发展时代。经过近二个世纪的发展，到

20 世纪中后期，全球工业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高

的阶段，达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工业产业的高度

发达，带给了世界经济的繁荣，同时发展过程中也

产生了不少经济和社会问题， 资源诅咒现象就是

产生于这个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之一。 其主

要表现在全球范围来看， 就是大多数自然资源较

为丰富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要比那些资源稀

缺的国家和地区更慢， 即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

地区经济发展的诅咒而非福音。
上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荷兰病的出现，引

起了世界各国的警觉和经济学家的深刻反思。 80
年代中期， 一些经济学家研究发现自然资源优势

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反而比较缓慢，1993 年，
Auty 第一次提出了“资源的诅咒”(Resource Curse)
这个概念， 即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

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 此后，
Sachs 和 Warner(1995，1997，2001)连 续 发 表 了 三

篇文章，对“资源诅咒”这一假说进行开创性的实

证检验，结果表明，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

有着显著的负相关性。

1 资源诅咒现象研究现状

1.1 传统研究领域内资源诅咒现象的成因分析

对于资源诅咒现象的研究， 国外开展的比较

早。 Gylfashon 研究发现，资源比较富裕的国家对

教育和人力资本发展的投入所占国民 GDP 的比

率比较低，人力资本缺乏是导致资源诅咒的关键，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罗摩模型和卢卡斯模型也

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Mutshed 的研究结论含有相

似 的 观 点，但 同 时，Mutshed 在 Sachs（1999）基 础

上， 进一步研究后认为， 资源诅咒的本质在于资

源-经济的类型，而不是资源富裕度，点源经济破

坏了发展的基础，影响了经济的长期发展。 Olsson
和 Addison 则认为， 短期资源繁荣增加了国家陷

入冲突的危险，经济因素是不满的根源，经济利益

的不均衡和贪婪的本性造成国家冲突， 从而使资

源收益消耗于争端，破坏了国家经济基础，增长难

以维持。
20 世纪末期直至进入 21 世纪以来， 人们对

资源诅咒现象的研究逐渐向深层次拓展， 范围也

由非制度层面开始延伸到包括政治制度、 经济结

构、 历 史 背 景 等 方 面 。 Robinson，Torvik&Verder
（2005 年）研究认为，在资源诅咒国家，丰富的资

源或资源价格的上升，提高了权利的价值，使掌权

者获得更多的资源租金， 政客们为了谋取更大的

政治利益，或趋向于更多的抽取资源，进行分配，
资源的分配不能在产业之间、 投资和消费之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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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合理分配，导致经济增长长时间停滞。这实际上

反映的是国家制度的缺陷，诸如监督机制不健全、
决策不透明、信息不对称等方面。 Lane&Tornell 研

究结论与之观点相似， 但其同时提出了利益分配

导致出现的统治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强权联盟，其

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抽取或从社会的其他部分抽取

租金， 这种转移是以其他社会组织和生产部门分

配损失作为代价的。 同时这种转移又使强权联盟

的占有欲望得到膨胀，使其变得更加贪婪，国家资

源分配不平衡的进一步加剧直接导致了生产边际

效益下降，回报率减少，经济增长率降低。 Isham
观点则认为， 单一的出口模式决定了一个国家坏

制度的产生，Mutshed 的资源禀赋学说与之相似，
也认为资源禀赋的类型是坏制度形成的关键，以

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为例， 石油价格上涨导致一

些国家形成贪婪的和贪污的体制，从而形成“掠夺

型”国家。
从历史层面上解释资源诅咒诱因的比较有代

表性的，是 Acemoglu，他认为，一个国家坏制度是

由国家的历史决定的， 一个国家现代的掠夺性适

度是一个世纪前殖民模式的延续，例如拉美、非洲

等国家。
1.2 国内资源诅咒现象的研究现状

我国工业经济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开始，经

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 到目前已达到了相当的

高度，进入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资源诅咒现象在

国内不少地区开始呈现， 不少专家开始关注并研

究这一经济现象。 清华大学的刘贞教授从演化制

度经济学角度对资源诅咒现象进行分析， 较好地

解决了由传统的制度经济学角度对资源诅咒现象

进行分析时， 所产生的难以捕捉利益结构所发生

的变化问题； 王文行教授在对资源诅咒领域新进

展进行系统研究后， 认为国外该 领 域 的 研 究 以

2000 年 为 分 界 线，2000 年 前 的 研 究 侧 重 于 两 方

面，即资源诅咒现象的普遍性，以及以荷兰病为基

础分析资源诅咒现象产生的条件和机制；而 2000
年以来的研究则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层次展开，
延伸到发生资源诅咒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的现

状甚至历史背景等领域， 并对总的研究成因归结

为制度安排和非制度安排的观点。 另外更广泛意

义上的资源诅咒诱因， 学者们将之归结为经济学

和政治学两层面。
但笔者发现， 寻求独立的解释在一个国家内

的不同地区之间， 以及相同地区的不同类型国家

中间所同样出现的资源诅咒现象比较困难， 引起

资源诅咒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除了上文所提

的诸多因素之外， 环境和生态因素是资源诅咒现

象的又一主要诱发因素。而且笔者发现，大范围研

究经济发展现象更容易受到诸多因素的干扰，适

当缩小研究对象的范围， 将更有助于问题的科学

分析和解释。

2 资源开发引起资源环境问题

通常情况下，一个地区具有某种资源优势时，
该地区围绕这种优势资源的开发、 加工以及出口

的产业就会成为该地区经济结构 的 主 要 组 成 部

分。 以矿产资源城市地区为例，矿产资源的采掘、
加工以及出口， 和以矿产资源作为原料或者燃料

的衍生产业所形成的围绕地区独 特 资 源 的 产 业

链，将会成为这个城市地区经济的主导。
自然资源， 比如石油煤炭等能源采掘的过程

通常是向自然界进行物质索取的过程， 地区生态

环境在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下会变得异常

脆弱，遭受到剧烈而严重的破坏；与矿产资源相关

的产业，诸如采矿、矿产冶炼加工、矿山机械制造、
电力、化工等企业通常属于比较高耗能、高污染排

放的企业， 往往这些地区和企业会将大量精力用

于工业生产，而忽略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从而形

成糟糕的环境状况。生态脆弱，环境破坏严重而不

注重保护的地区，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稳定性

和连续性往往比较差，经济产业结构不健康，社会

和经济发展就比较容易停滞或者容易受到打击。
矿产资源在开发过程中， 会形成多种多样的环境

问题。
深埋于地层以下的矿产资源， 在开采被挖空

以后，上覆岩层的应力平衡被破坏，导致上岩层断

裂塌陷，甚至地表整体下沉，塌沉体积可达整个采

空体积的 2/3。 地表沉陷后，较深处长期积水形成

湖泊，较浅处则雨季积水，旱季泛碱，由于原有的

地质结构发生改变， 塌陷裂缝使地表水和地下水

流紊乱， 同时地表塌陷还使坐落其上的城镇村庄

和建筑物遭到破坏。 我国井工开采的煤炭行业普

遍存在有塌陷问题。 露天开采是对地表生态破坏

极为严重的一种资源开采方式， 其机理就是将浅

层资源的地表覆盖层分条剥离，取出矿产资源，其

结果是整个地层地质结构被完全打破， 地表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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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力，地面被污染，水土流失严重，生态平衡被严

重破坏。
矿产资源采掘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水，这

些废水排入地表水体，将造成地表水污染。工业生

产过程中，向环境中排放的大量粉尘、烟尘和二氧

化硫将会造成大气污染； 以及生产过程产生的噪

声都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矿产资源相关产业， 例如矿山机械制造、电

力、化工等，多属于重工业，也是高耗能高污染企

业，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会排放大量的生产废水，
产生噪声污染，排放大量废气污染物，例如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和烟尘等，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
资源开发过程中所形成的环境问题是多方面

的，而且地区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再修复，
环境整治的难度也会很大。

3 资源开发造成的环境问题与人类健康

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通常情况下，矿产资源城市地区，环境状况恶

劣而不注重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的， 人们的生活

幸福值普遍比较低， 幸福感不高， 由于生活环境

差，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往往会导致地区人口

的外流，人力资源变得储备不足，地区人才结构也

比较单一， 从而影响地区经济和社会全面健康发

展，造成资源诅咒现象。
资源型城市和地区， 生态环境更容易受到破

坏，环境污染强度通常情况下比较大，在环境现状

恶化而又不重视环境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情况

下， 经济发展往往比较缓慢， 社会问题的日积月

累，也使地区经济发展环境变得更加脆弱，经济发

展更容易受到经济形式波动对其造成的冲击。 以

煤炭企业采煤沉陷造成的影响为例， 由地下采煤

造成了地表塌陷，使地表原有生态结构发生变化，
地表水系紊乱，地面城镇建筑物受到破坏，在塌陷

搬迁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就会暴露，同时

塌陷区城镇搬迁过程，也是重复建设的过程，原有

地区经济结构不复存在，在此基础上，地区经济发

展需重新起步，发展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被打破，经

济和社会发展受到滞缓。采矿废水、废气及煤矸石

的排放，加剧了周围环境的恶化程度，进一步降低

了地区经济发展外部环境质量， 进而使地区总体

投资环境降低，必将影响新的投资融资，导致经济

停滞不前；矿区居民生活质量的下降，也会导致人

口外流，全面的高素质人才流出，也会影响矿区经

济的进一步发展。
事实证明，资源型城市和地区，在制定经济策

略、发展规划以及调整产业结构时，注重对被破坏

的生态进行修复， 将环境污染的治理措施列入规

划，并付诸实施，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就会进入一个

比较健康的良性发展轨道， 环境改善带来的不仅

仅是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更重要的是区域产业

结构的优化， 地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也得到提

高。
发 达 国 家 的 几 个 地 区 可 以 很 好 地 说 明 这 一

点。 美国的匹兹堡是美国乃至世界有名的钢铁基

地，因为这里有储量丰富的烟煤，得天独厚的石灰

石资源和交通运输条件， 使这里成为全美有名的

钢铁城。 上世纪 70 年代经济进入衰退，后来在劳

伦斯任市长期间，执行强有力的减少烟煤法令，共

同创造匹兹堡崭新的环境和面貌-清洁的空气，漂

亮的楼群，高速公路和防水坝，使该市经济得到快

速复苏， 在各项政策措施的协同实施下，80 年代

后期，匹兹堡经济得到全面复兴，成为宾夕法尼亚

州的第二大城市。德国的鲁尔工业区，在调整产业

机构，大力扶持新兴产业的过程中，在环境治理方

面，提供大量的环境整治和生态修复资金，填充废

井等， 下大力度治理地区环境， 地区环境迅速改

善，经济实现成功转型，目前鲁尔地区已成为欧洲

乃至世界老工业区发展成为新兴经济体的典型地

区，其信息、电子信息等新经济工业，在德国发展

极为迅速，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北威州从事数据

处理、 软件及信息服务的企业绝大多数位于鲁尔

地区。法国的洛林地区是法国历史上以铁矿、煤矿

资源丰富而著称的重化工基地，20 世纪 60 年代，
因资源环境和技术条件变化及外部市场的竞争压

力，洛林下决心实施"工业转型"战 略，转 型 过 程

中， 洛林还把煤炭产业转型同国土环境整治结合

起来，并列入整个地区规划，为此专门成立了国土

环境整治部门， 负责处理和解决衰老矿区遗留下

来的土地污染，闲置场地的有效利用问题等，并且

对老矿区进行重新包装，或建居民住宅、娱乐中心

或指数种草等， 洛林地区经过向多元化的可持续

模型的转变， 已成功摆脱资源环境造成的发展问

题的困扰，实现经济转型，目前洛林已是法国对外

资最具吸引力的地区之一， 其创建企业居法国第

四位。
（下转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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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和建议

⑴资源型城市和地区， 在资源产业发展过程

中引发的环境问题， 是资源诅咒现象的一个重要

诱发因素；
⑵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制定新经济复兴计

划时，注重地区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会给地区经

济注入新的动力，加快地区经济复苏步伐，同时提

高了新经济体的健康度和可持续性；
⑶引起资源诅咒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

的，资源环境问题促发了资源诅咒现象的发生，环

境问题的解决应从政策措施层面解决， 即制度层

面上解释和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可以有效的帮助走

出经济发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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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电子鼻通过识别气体表象图谱的方法， 具有

扩展可检测气体的能力， 以达到识别多种气体的

功能。而且对不同的气体识别准确，同时可对所测

气体进行浓度测量，测量下限可达 ppm 级，精度

在 5 %以内。 与传统大气监测设备相比， 具有快

速、定性、定量、便携以及准确探测抗干扰能力强

的优点，在大气监测领域将会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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