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禀赋约束与制度演进视角下的

外向型经济发展

———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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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 经济学系，浙江 杭州310027）

［摘 要］台州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内源性民间资本的积累、“互助”型的地方政府及发达的专

业市场，是最大化自身收益的最优选择结果。这种独特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了

大量有价值的素材，也为严重缺乏资金和企业家资源的西部欠发达地区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来拉动地

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的借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并不存在评价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优劣

的统一标准，关键在于寻找到最适合本地区特点，能在现有约束下，最大化自身收益的外向型经济发展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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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或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路径和经济绩效有明显差异。经典经济学理论认

为，这种差异源于当地要素禀赋约束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关系。但探讨外向型经济与中国经济

发展互动关系的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改革开放后，外向型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显著推动作

用；较少论著选择特定个案，从要素禀赋与制度演进约束下探求一个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变迁与成

因。本文以台州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调查资料为基础，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特定外向型经济发展是初

始要素禀赋约束和制度变迁路径共同演进的结果这一研究视角切入，对其演进特征与形成根源进

行实证研究。

一、禀赋约束与制度演进的结果：演进特征

台州，地处浙江中部沿海，人口540万，陆地与海域面积约9411和20000平方公里，占全省海

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海岸线长745公里，约占全省海岸线总长的28%。受自然资源限制，历史上

台州当地的居民以经商为主业，便利的沿海区位优势使其成为沿海最早开展海外贸易的地区之一。

改革开放后，当地外向型经济经历了从恢复起步到发展腾飞，从单一对外贸易到全面推进的发展历

程，初步形成全方位的开放型经济格局和独特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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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历程

建国后，台州外向型经济的恢复发展分四个阶段：（1）单一对外贸易萌芽恢复阶段（1949—1978）。

在这一时期，台州的对外贸易逐步恢复，从最初主要对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出口，向世界各国扩展，

1976年国家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后，出口增长显著。50—60年代，台州主要承担出

口生产货源的收购调拨；1973年台州设立了外贸专门机构，开始组建外贸公司出口销售渠道。（2）

出口商品综合基地起步阶段（1978—1985）。现代意义的外向型经济自78年起步，1979—1987年

成为全国33个出口商品基地之一；80年代初，外贸部门开始组建工贸联营企业及兴办自属出口企

业，台州也有了很大发展。此时，台州主要外向型经济模式是传统单一对外贸易。（3）全方位外向

型经济发展阶段（1985—1994）。地区开放格局初步形成，椒江、临海、温岭列入沿海经济开发区，海

门港正式对外轮开放；外贸体制改革后，自营出口起步；全方位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初步展开，第一

家外资企业（临海华侨宾馆）的成立，打破了单一靠内源式民间力量推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格局。

同期，台州开始向台湾渔轮输出渔工的对外经济合作；天台山美术馆在新加坡创办的中国特艺公司

拉开了境外投资序幕。（4）全方位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阶段（1995—现在）。对外贸易、引进外资、

对外投资齐头并进、综合发展。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形成以民营企业为主体，外贸公司、生产企

业、三资企业齐头并进的外贸格局；利用外资规模扩大，质量提高；对外经济合作、对外投资略有成

就。

（二）外向型经济的现状特征

经过多年积累，台州外向型经济已初具规模，形成独特的发展轨迹与成长模式，具有与国内其

他地区明显不同的特征。

首先，从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看，外向型经济基础薄弱，增长势头较强劲。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

台州经济外向度较低：2002年，外贸、外资依存度只有21.1%① 和1.1%（浙江省与全国平均分别

为45.3%和27.9%，50.2%和4.5%），低于同期GDP在浙江省排名。但在1994—2002年间，台州

外贸进出口增长较快，年均增幅高于浙江和全国平均水平（台州为129.6%，后两者为117.6%和

106.2%）；但台州利用外资极为薄弱，外资企业进口增幅大于出口增幅并大大超过投资增幅（投资

年均增幅仅为20.9%，而相应进出口增幅为34%，其中出口31.7%，进口48.5%），换言之，台州外

资企业发展势头欠佳，在资源、经济基础、交通运输及劳动力等方面都不具备吸引外商投资的经济、

技术优势。

其次，从微观经济基础看，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民营经济是外向型经济的主体，对外贸易方式

以生产企业自营出口为主。与固有经济状况及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外贸经营权下放相适应，外

贸体制改革后，台州不再有国有外贸企业。截至2002年年底，有自营出口权的民营企业四百多家，

占总出口企业半数以上，国有、外资、民营企业出口比约为1:1:2，民营企业出口比重明显高于浙江

及全国平均数。经营方式以生产企业自营出口为主，生产企业自营出口、外贸公司出口及三资企业

出口比约是2:1:1，生产企业自营进出口比重也远高于浙江与全国平均数。

再次，从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看，台州已完成从传统单一资源驱动型出口模式向以产业结构优

化为主、多种模式共存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化；出口商品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与全球产业结构

调整及转移相关联，是顺应后者的趋势与承接，因此，台州出口产品结构与外向型经济产业结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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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期以来，台州当地的外贸公司出口渠道不完善，使当地企业大量通过未经台州海关的自营出口及省级外贸公司出口，一

定程度上也造成台州的出口总额在浙江省的比重大大低于当地GDP占全省的比重。



整和升级明显快于周边地区。一般贸易方式一直占绝对优势，2002年的比重高达87.2%，高于浙

江同期82.5%。出口商品构成已发生明显变化，主要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仅占7.1%，工业制成品

占92.9%。台州已脱离以初级产品、轻纺产品为主的中低级阶段而逐步进入以机电、医化产品为

主的中级阶段，水产品、罐头、服装、工艺品等低附加值的传统产品比重下降，高附加值的轻工业品、

机械和医化产品比重明显上升，并已成为主导出口产业（如表1所示）。

表1：2000年台州、浙江省、全国外贸出口企业主导行业分布

地区
外贸出
口总额
增幅%

高新技
术产品

机电产品 第一位商品 第二位商品 第三位商品 第四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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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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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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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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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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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州 52.9 5.8 -7.544.4 57.6
医化
产品 11.4 38.5

节日
灯 8.5 52.1 鞋类 8.2 103.3

阀门、
龙头 6.1 62.5

浙江 28 3.9928.1932.9333.47

服装
及衣
着附
件

22.8514.7

纺织
纱线、
织物
及制
品

13.9 42.8 鞋类 3.8541.96
塑料
制品 2.224.18

全国 22.320.8546.148.2532.3

服装
及衣
着附
件

12.6512.7

纺织
纱线、
织物
及制
品

6.32 22.2

自动
数据
处理
设备
及其
部件

6.18 53.8

自动
数据
处理
设备
的零
件

4.0364.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版、《浙江统计年鉴》2001年版和《台州统计年鉴》2001年版。

值得关注的是，台州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出口产品升级上有自身独特性，与浙江（尤其温州）产业

一贯以低技术、低附加值的轻工业为主，产品以服装、轻纺等低附加值、小件物品为主显著区别，其

出口产品档次及发展速度均高于浙江平均水平。台州外向型经济产业结构演进历程未按发展经济

学证明的，首先以农副产品为主的初级产品、然后经过服装纺织及鞋类为代表的轻工业产品，再过

渡到机电、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产品发展路径，而是直接从初级产品转入到高附加值的机电、高新

技术产品跳跃式发展。这对一个长期缺乏外援、依赖内源民间力发展的经济体而言，是较为特殊的

现象。

台州外向型经济地源倾向明显，以2000年为例，进口市场基本集中于亚洲（65.3%），贸易对象

以国以日本（49.4%）、韩国（7.4%）等东南亚国家为主，对亚洲市场（尤其日本）依赖性比浙江省及

全国其他省份更强。近年，台州对日本、韩国等传统进口地区的贸易略有下降，对北美与欧洲进口

的增长较快（年增幅为45.9%、43.81%）；出口市场则主要集中在欧洲（28.6%）、亚洲（25.1%）和北

美洲（22.5%），呈三足鼎立之势，最大出口国依次为美国、德国和日本，分别占出口总额的20.7%、

7.9%和6.6%。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与全国（包括浙江省）基本一致，但倾向性更明显，更依赖亚洲

资金，主要以港澳台及东南亚国家为主。

因此，综合台州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可以归纳出以下特征：（1）从演进历程看，台州经

济的发展与起步是依赖自身区位条件和民间经济自我积累逐步发展而形成外向型经济模式。与世

界上绝大多数内生性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相类似，台州也经历了从初期的单一发展模式到逐步到

综合发展模式。台州在发展历程中受自然资源与社会条件的双重约束，只能利用区域内资金技术

制造并出口，因此，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民营经济填补了外商与国有投资空白，成为当地外向型经

济主体，并形成以生产企业自营出口为主的外贸方式。1994年，台州逐步走上以传统出口模式、转

移产业模式为主，兼顾利用外资模式和两头在外模式的综合发展道路。目前，在台州产业转移模式

已成为外向型经济的显著特点。（2）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看，台州经历了初期的资源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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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发展模式，发展到目前以结构优化型发展模式为主，辅以原有资源驱动发展模式及近年出现的科

技领先型发展模式。因地处东南沿海，气候适宜，自唐代起，台州就是各种传统土特产和手工艺品

的主要出口地。20世纪80年代，台州逐步从东南亚国家承接了服装、鞋、工艺品等劳动密集型产

业；90年代，相继又从这些国家承接了塑料业和源于欧美的医药化工、阀门、汽模业并逐渐成为主

导产业。近年，科技先导型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开始萌芽。

二、禀赋约束与制度演进的过程之一：非制度因素探源

台州外向型经济的演进路径和现状特征是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及制度与非制度原因，是历史必

然演进和人为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笔者首先从固有自然禀赋决定的发展因素中寻找内在推

动力。

（一）自然禀赋因素

台州的自然要素禀赋特征决定其外向型经济的结构及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斯密、李嘉图的

要素禀赋理论就充分肯定一个地区的要素禀赋对该地区对外贸易模式选择与演进的决定作用，在

台州外向型经济的演进过程中，尤其起步阶段，一些关结点上必然烙有固有要素禀赋特征的印痕：

首先，自然资源的约束的影响。台州地处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列全国倒数第七的浙江沿海地

区，自然资源极为稀缺，因傍海而居，水产资源充足，1974年发展的水产品一直是当地重要出口产

品。有利于非粮食经济作物生长的独特山地气候使其成为农副产品加工出口地。2002年，水产品

和农副产品仍占出口总额的14%左右。

其次，区位的约束的影响。台州孤处浙江南部一隅，改革开放前，周边均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虽

面临东海拥有漫长海岸线和众多港湾、岛屿、渔场，却因多方限制无法开发利用。台州历史上与海

外有发达的商贸关系，也因政治原因中断，加之交通闭塞与外界联系困难。这样的地缘区位，虽说

历史上发达的商贸关系或多或少为区域文化埋下市场经济的种子，但总体上却使发展备受掣肘。

台州因地处中国东南海防前线，一来，得不到上级政府的直接投资和政策扶持；二来，偏离当时以上

海、南京、苏州、无锡等大中城市构成的经济辐射圈，承接不到经济中心的扩散效用和较大外资投

资。因而，台州自计划经济时，集体经济就不发达，国有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不足10%；外资依存

度一直很低。

因而，依赖市场力量、通过民间内源力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似乎是台州在固有自然要素禀赋约束

下的惟一选择。这一定程度上为外向型经济发展锁定了依赖路径。

（二）人力资本因素

特有人力资本的转化与增值弥补了自然资源及区位劣势，为台州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了市场

经济的人力资本。

首先，与市场经济相匹配、普遍存在于当地民众中的特有人力资本形成台州外向型经济的内源

力推动的民营性特征。新经济增长理论把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认为人力资

本存量增长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尤其在经济起飞前期更具决定意义。对处于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能否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度专业化人

力资本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力资本的及时转化，加快与市场经济相关的知识、经验、能力、技能

的积累增值，对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都极为重要［1］（p.38）。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由改革开放带动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中，台州在自然禀赋方面没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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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有关资料也表明，其一般人力资源，尤其高级人才也极为稀缺。因此，如果要从要素角度寻求

台州外向型经济的人力资本优势，绝不是总体水平而是在于某种特性———体现在人的观念和行为

方式中、能形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获得先发优势的人力资本禀赋。这种人力资本转换

与增值的先发效应对外向型经济的增长绩效甚至现代化模式、路径选择都非常关键，其中，经营管

理能力，特别是经商能力，使台州人较早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通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在进入市场获取

商机上占得先机，创造了良好市场条件，弥补了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的严重不足。改革开放后，台

州民营企业产值年均增幅为44.7%，1984—1988、1991—1995近十年间，高达30%—110%。民营

经济发展为外向型经济快速成长提供了重要动力支持，在人力资本边际报酬递增下迅速完成民间

资本原始积累，填补经济发展中国有外商投资空缺，为当地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民间资金和充分

适应市场经济的人力资本。

其次，以与市场经济匹配的区域性人力资本为核心形成的民营经济进一步决定台州外向型经

济的模式与特征。硬约束下的民营企业必然要求任何决策成本收益内在化，并突出反映在台州外

向型经济发展中的各转折点和飞跃点的最优发展模式及最佳出口产品产业结构选择上（如表2
所示）。

自然资源缺乏使台州经济发展缓慢，1978年GDP首次突破10亿元，人均GDP仅为225元，第

一产业的比重高达47.3%。缺乏外来资金扶持的台州只有少量依赖本地自然资源的传统产品出

口，如柑橘、兔毛、砩石等初级产品，手工制成的绸绣衣、麻帽等纺织品和工艺品，处于通过低附加值

产品出口为外向型经济发展积蓄民间力量时期。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后，台州的民营经济出现萌芽，

内源式民间力推动经济发展的特征逐步显现；以开发自然和人力资源为启动点、以“两水一加”、“两

建一出”为主要内容，进行民间资本原始积累：（1）对前一阶段出口的农、水产品及工艺品进行加工，

提高附加值，如冻虾仁、脱胶苎麻、麻制品、珍珠出口。（2）黄岩、路桥、仙居、天台、临海等地从台湾、

香港等承接了工艺品业的梯度推移；温岭、临海从东南亚地区承接了服装鞋帽业的梯度推移。因

此，虽然台州外向型经济仍是单一出口模式，但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种类增加；粮油食品

比重下降，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品及经初加工的土畜产品比重增加；工艺品出口比重下降，但增加

了经深加工的节日灯、圣诞礼品及麻制品出口，且比重逐渐超过了原本占统治地位的麻帽、草制品

等传统产品。

在面向市场的自我积累和承接外来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台州的民营经济长足发展，经济外向度

逐步提高，逐步从台湾、香港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承接了塑料业的梯度推移，实现从日用品塑料到

塑料管件等工程塑料、汽模塑料配件的生产转换，成为当地第二大支柱产业；黄岩、椒江、临海、仙居

等地从欧美发达国家承接了医药化工业，成为当地最大出口产业。承接于美、德、法、日、意等国，以

水暖配件为主的阀门业，结合玉环、路桥等地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较成熟的车床、铣床等技术优势，

使阀门、龙头等成为又一主要出口产品；从日本、欧美等发达国家承接的汽摩业也在原有发达模塑

技术和成熟发动机开发技术优势基础上使摩托车、汽车及其配件业蓬勃发展，车辆及零件出口成为

近年台州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又一亮点。其他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也开始出现。截至2002年，台

州有外商总投资60977万美元；2002年，对外经济合作营业收入为6262万美元，合作方扩大到15
个国家；共投资境外企业73家，总投资1703万美元。

因此，台州特定自然禀赋和当时特殊政治环境下的区位条件决定其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缺乏外

力推动；依赖民间内源力的推动是在这个时期不得已的次优选择，但却为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潜在

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提供了发展空间，决定了外向型经济的产权结构。硬约束下的民营企业势必

按照市场原则选择资金流向和市场定位，在追求个人收益最大化过程中对出口产品档次与产业结

构作出各个历史阶段的选择，从而决定其外向型经济的演进史和现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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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台州历史上主要出口产品的起始年份及最高出口年份

类别 出口商品名称 出口起始年份 最高出口年份

粮油食品类 最早 柑橘 1952 1960
最迟 冻虾仁 1987 1990

土畜产品类 最早 兔毛 1971 1986
最迟 脱胶苎麻 1984 1987

纺织品类 最早 绸绣衣 1952 1990
最迟 工艺手套 1990 1990

机电产品 最早 节日灯 1979 1990
最迟 人造水晶 1987 1990

轻工业品 最早 劳保手套 1974 1989
最迟 塑料衣夹 1986 1990

工艺品 最早 麻帽 1949 1957
最迟 木珠靠垫、坐垫 1987 1990

五金矿产类 最早 麻制品 1985 1988
最迟 砩石 1966 1990

化工医药保健类 最早 药用纱布 1978 1983
最迟 3-氯基-4-甲氧基乙酰苯胺 1990 1990

资料来源：《台州地方志》，统计数据包括了1949年至1990年的情况。

三、禀赋约束与制度演进的过程之二：制度因素探源

杨小凯的新兴贸易理论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提供了统一理论内核。他认为理性人对国内贸

易和国际贸易的选择原理相同，都是折中处理专业化经济与节约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的结果。一个

国家或地区卷入国际贸易及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程度同样取决于该地区的分工水平和交易效

率［2］（pp.77-79）。缺乏外来资金推动、基本依赖民间积累的江浙地区，因资金和劳动力约束势必导致

企业规模偏小，产业（产品）以“轻、小、加”为主。为提高产业和区域经济竞争力，就会依地缘形成典

型的“小企业、大产业”块状经济格局，使区块内企业享有一般小企业不具备的外部规模经济，共享

公共基础设施、与生产相关的资产专用性很强的配套服务以及市场、技术、管理等方面知识的溢出

效应；享有分工经济，包括不同区域块状经济间根据比较利益进行区际分工，获得生产率增进和同

一块状经济内企业间分工带来的生产率增进［3］（p.178）。因而，江浙一带发达的分工体系不仅造就了

区域经济的繁荣，推进了内源性民间力量积累，也为台州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了发达的分工和专业

化体系［4］（pp.35-40）。那么，是否存在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就成为其能否发展外向型经济的

关键。

基于上述考虑，笔者将试图寻求台州外向型经济演进的更深层次原因———制度因素，借此说明

台州之所以形成以内源民间力量推动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的关键在于：与市场经济高度兼容的区

域商业文化环境促成市场化快速推进并形成充足民间企业家资源；作为制度提供者的地方政府和

作为制度需求者的微观经济主体为寻求制度变革中的共同经济租金最大化而携手，成为了当地制

度创新中的“第一行动集团”，互动合作，有效解决了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的激励和交易效率

问题。

（一）初始制度分析

从历史角度切入的初始制度分析表明，民营经济奠定了台州外向型经济的私有产权基础。路

93第6期 史晋川，吴晓露：禀赋约束与制度演进视角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



径依赖理论指出，初始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制度变革路径和既定

方向的前进或修正，总比另辟路径更便捷，既然“西方经济史上一个产生于西欧的有效率的经济组

织的发展导致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兴起及数千年的辉煌”［5］（pp.5-6），那么，同样能从台州上千年外向

型经济发展史中寻求制度演进的历史根源。

首先，与市场经济高度相容、数千年的区域商业文化和对外经济关系不仅孕育了适于市场经济

的潜在人力资本，也形成了比中国内陆地区更能与外界融合的市场关系，降低了对外贸易的成本。

历史上多次设立通商口岸，临海而居远离中原统治中心的浙江台州一直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之一。自唐代起，台州就开始与日本、新罗等国进行贸易；唐、明时期，是全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场所；

即使清代海禁时期，海门一带仍有大量民间走私贸易，对外经济关系从未中断。

其次，因缺乏上级政府扶持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和不能提供足够的制度租金，这促使制度提供

者———台州政府彻底改变初始制度的演进路径，形成“体制落差”，并造就了市场化改革的先发效应

与内源民间力量的发展，提高了区域经济的交易效率。诺思认为，作为“公共物品”的制度变革就是

改变制度原有演进路径和方向，而利益因素是形成路径依赖的深层原因；制度变革也就是利益格局

的调整与改变，而理性制度变革主体的动力源于制度转换过程中可能的耗散租金的攫取。

建国后，中央扶持政策的缺失使台州政府不能从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中获得足够租金，因此，没

有足够激励推进强制性制度变迁（不同于苏南模式下基层政府）形成了台州与内地的体制落差，为

体制外民间经济预留了发展空间。20世纪70年代的改革开放，台州是对原有体制外经济的认可，

政治风险下降；苏南地区的制度变革动力和主体主要源于社区政府，是新一轮供给主导的强制性制

度变迁。加上前一阶段改革的不彻底，缺乏集体资产积累、社队经济薄弱，受历史延续的区域商业

文化熏陶，台州很快走上民营企业为主的工业化道路，奠定了外向型经济的民营化基础。

因而，正是“历史传统”和“区位条件”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路径依赖效应，决定台州外向型经济

的主要特征之一———依赖自发性内源民间力推动的民营化基础；而这种明确私有产权制度的形成，

也为当地早期实行区域开放创造了条件［6］（pp.54-60）。

（二）制度演进分析

制度变迁角度的分析表明，在制度演进中，台州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发达专业市场与外向型

企业的双重互动不仅降低了与外界市场的对接成本，也减少了制度变迁中的摩擦成本，为外向型经

济发展扫清道路。制度变迁实质是制度的替代、转化与交易，制度变革势必引起利益格局调整和变

化，导致变革阻力或摩擦成本。但如果现有信息能使利益相关者意识到面临的制度变革是一种“目

标模式”（效益更高的制度）对“起点模式”（另一种制度）的替代，那么，只要重新分配制度变革租金

的交易成本低于制度改进收益，即使这种制度变迁只是“希克斯”而非“帕累托”改进，利益相关者也

能通过“串谋”，达成合作博弈、共同分享制度变迁租金来推进变革［7］（pp.21-22）。

首先，从外向型经济相关制度环境的演进看，作为制度提供方的台州政府通过在制度演进中与

微观经济主体的合作博弈、分享租金，调整自身功能定位，为内源性民间力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创

造良好的制度环境：（1）消除阻碍市场经济发育的政策性歪曲（由于政府对经济过多干预而导致市

场难以发育）和自然性歪曲（由于民间部门自身弱小或存在不利于市场发育的社会因素而导致市场

经济发育迟缓）；（2）对不能自然发育的市场经济特性，发挥制度功能，行使促进市场经济诞生和发

育的“市场创造者”角色。换言之，台州政府可定义为既不同于苏南模式的“合作型”政府，也不同于

温州模式的“辅助型”政府的“互助型”政府［8］（pp.20-22）：地方政府利用国家赋予的“让权放利”等优

惠政策，以独特的地理区位、土地和劳动力等优势，与外来资源相结合；在必要时候借助行政、经济

力量，调动行政区域内的人财物，配合本地或外来资源兴办经济实体或推动其发展壮大，促进经济

04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35卷



发展。表3简要说明了台州政府与各类外向型经济主体间的关系及功能。

表3 外向型经济中，“合作型”、“互助型”、“辅助型”政府异同比较

“合作型”政府 “互助型”政府 “辅助型”政府

经济起飞阶段
的政府作用

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起步

社会管理职能
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结果
实现农村工业化、经济起飞及
外向型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战略
外源型：借助上级政策扶持

和外力推动

内源型：民间内源推动与基
层政府主动推进相
结合

内源型：单一的民间内源推
动与基层政府的被
动协助

政府企业关系 主导：地方合作主义 外部服务：“准合作管理” 相互独立

资源 动 员 方 式 借助行政力量、引进外资 以民间力量为主，配合外资

行政参与程度 直接参与经济组织和调控 有限参与 几乎不参与

管理手段 内部管理和控制 引导、扶持等外部助动 宏观调控

利税主要来源 税收及参与企业利润分配
收费、资产性收益及参与
制度租金的分配

收费和资产性收益

其次，与温州相比，台州的微观经济主体更愿与政府合作，共享制度变革收益。在外向型经济

发展中，台州企业家有很强的寻求政府支持、通过与政府合作来推进对自身有利的制度变革以获取

经济利益的偏好。这种特点明确反映在两地选择的支柱产业和出口产品结构变迁上。台州的支柱

产业主要是医药化工、汽车、摩托车等国家管制行业，企业家通过当地政府为支点与中央政府博弈

后进入，从中攫取巨额利润。相反，温州企业家往往选择服装、鞋、低压电器等计划经济体制外的行

业，通过回避政府管制来壮大民间力量，推动经济发展。这也导致台州内源性民间资本积累和产业

结构升级快于温州。

因此，“互助型”基层政府与偏好向政府寻租的微观经济主体作为台州制度变迁的供求者，必然

在制度变革中“串谋”并携手成为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在双方互动中推进制度演进。而台

州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间的互动促进了民间力量积累；降低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成本和外

向型经济的交易费用，推进了外向型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

（三）具体的制度安排分析

杨小凯引入交易成本的新兴古典贸易模型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相互分割的局部市场

一体化，势必依赖交易效率的提高来扩大市场容量［2］（p.77）。赵伟在市场经济国家早期区域开放理

论中也提到，市场经济国家早期区域开放的两大前提条件之一是繁荣的地区（内）贸易［6］（pp.54-60）。

因而，笔者还将从市场关系角度对台州外向型经济发展动因作补充解释。

首先，由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必然要求在工业化初期，企业建立直接面向市场，享有

控制权的规模大、辐射广的销售网络。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民营经济是典型的体制外经济，不能

直接利用计划经济原有销售渠道，而必须面向市场重新建立企业拥有控制权的销售网络。这种销

售网络不仅使内源性民间推动发展模式更有利于区域内的资本、企业家资源积累，也对外向型经济

的产生重大影响。

其次，民营企业主导的内生性销售网络与外力控制的销售网络相比，从短期看，尤其外贸起步

阶段，内生性销售网络下的区域市场难以形成规模经济。长远看，区域市场与外界市场更具相容

性，更有利于外向型经济发展，历史上，作为体制外经济存在的民营企业，不能直接通过服务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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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济的国有外贸公司出口，民营出口企业要进入国有外贸公司主导的出口渠道，就和进入国际市

场一样要支付破除壁垒成本，这使大量企业不得不选择自营出口。在经济发展初期，这是企业的次

优选择，因为在国际市场，企业不可能像国内一样依赖地缘优势，通过建立专业市场提供的共享销

售网络以替代外贸公司的贸易规模经济。但长期而言，这种内生性市场关系更具市场特性，使依之

而生的企业更易于与外界市场及国外企业与台州市场对接［9］（pp.49-54），降低了从国内贸易到国际

贸易的交易费用，实现了区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一体化，促进了外向型经济发展。因此，这种与市

场经济相容的内生经济关系，不仅降低了产业转移成本，也易于转移后的生产企业与原有国际销售

渠道相联接，确保台州能逐步承接七大产业的梯度推移，实现外向型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

最后，台州专业市场本身就是外向型经济主体，与民营企业互动，进一步推进当地产品产业结

构升级和外向型经济发展。专业市场不仅是交易场所，也是外向型经济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限

额以上贸易企业中，由专业市场带动的再生物资回收企业占贸易企业总进口的68.4%，社会总进

口的26.3%，居同期所有进口商品首位。目前，路桥、椒江一带经营废旧电器拆解、加工企业（包括

经营户）有2000余家，年产值20亿元，是台州主导产业之一。进口的废旧金属不仅为经济起步和

产业结构转移提供了廉价生产资料和稀缺资金，本身也是联结国内外市场的重要窗口。

因而，台州依赖民间力量而内生的发达专业市场和天然具有市场经济特性的市场关系，不仅具

备一般推动民间力量及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市场功能，而且也提供了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

效率，促进联结国际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制度保障。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台州外向型经济发展历程、现状特征和模式的归纳分析，追溯了其演进的自然资

源、区位、人力资本等要素禀赋约束以及深层次的制度根源。台州外向型经济发展是理性台州人结

合当地实际，创造性地贯彻中央改革开放政策、注重激发人民群众创业热情和创新精神，而成功走

出的一条依靠民间力量的内源积累、实现基层地方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和专业市场与民营经济主

体双重互动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

作为发展中国家，广大西部欠发达地区，同样存在经济现代化的两大基本要素———资金和企业

家资源的严重短缺，导致外向型经济的启动和推进困难重重。因此，内源性民间力推动的、有效借

助“互助型”基层政府和发达专业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台州现象”，对此问题可能有一定借鉴意

义。然而，任何一种外向型经济都不是一个静态格局，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处于不断创新和发展中。

从起点看，一项新制度的选择，首先要考虑当地特点，制度供给不同于商品，是既定制度遗产、制度

结构或制度环境共同形成的；确立一种新制度也必须考虑正式及非正式制度安排乃至现存的包括

宪法在内的制度秩序、制度设计成本、现有制度知识积累、实施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规范性行为

准则、公众态度以及上层决策者的预期收益等。只有通过渐进的、不是非常完善和规范的制度选

择，先促进经济的一定发展，再推动制度变迁，这种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的交替演进才是最佳方式。

这是具有一般意义的全国各地区都可借鉴的经验，不是囿有具体的“温州模式”或“台州现象”，而是

启示各地朝着市场经济目标，依据本区域特性，做出经济人的理性抉择。“人们可以根据本国和本

地区情况创造出有关市场经济模式的各种修订本⋯⋯在统制经济模式到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的

‘夜警国家’模式之间有一个区间，在这个区间里存在多种选择。”［10］（p.216）因此，笔者认为并不存在

评价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优劣的统一标准，关键在于寻找最适合本地区特点，能在现有约束下最大

化自身收益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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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LtheFactorEndowLentsandInstitutionEvolutionPerspectives，

theDevelopLentofOut-orientedEconoLy
———TakeingExampleforTaizhou

SHIJin-chuan，WUXiao-lu
（DepartmentofEconomics，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27，China）

Abstract：Fromthefactorendowmentsandtheinstitutionevolutionperspectives，offeringa
conceivableinterpretationtothedevelopmentofTaizhou’sout-orientedeconomyisthemainsubjectof
thispaper.

Attheverystart，thispaperstartsoffwithlookingbackwardthepathsofdevelopmentand
summarizingthegeneralsituationsofTaizhou’sout-orientedeconomy，themaincharacteristics&
patternsoftheevolutionofout-orientedeconomyin"Taizhoueconomicalphenomena"areconcludedin
thepartIofthispaper.Secondly，basedontheaboveanalysis，thepartIIandthepartIIIofthis
paperfocusontracingbackrespectivelythefactorendowments，suchasnaturalresources，location，

humancapitalandsoon，andtheinstitutionalenvironmentwhicharedependedon.Finally，thispaper
definesclearlytheessentialconnotationofthedevelopmentpatternofTaizhou’sout-orientedeconomy.
Namely，accordingtoexistingconstraints，thepathsofthedevelopmentofTaizhou’sout-oriented
economyistheoptimalchoiceswhichhavebeenmadebyrationalTaizhoumenineveryphaseof
history；thenitdependsbasicallyontheaccumulationofinternallyprivatefunds，furthermoreitnot
onlyhascarriedoutcreativelytheregulationsfromtheuppergovernments，butalsostimulatedfurthest
indigenestogreatesteffort.；eventually，ithasgainedremarkablesuccessbyachievingdouble
reciprocations，viz.oneisthereciprocationbetweenthelocalgovernmentsandthemicro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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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ties，theotheristhereciprocationbetweenthespecialmarketsandtheprivateeconomicalentities.
Consequently，thisresearchshowsthat，dependingmainlyontheaccumulationofinternally

privatefunds，the"mutualaid"localgovernmentsandthedevelopedspecializedmarkets，thepatterns
ofthedevelopmentofTaizhou’sout-orientedeconomyaretheoptimalchoicesunderexistingresources
constraints.Thisuniqueorbitofthedevelopmentpatternofout-orientedeconomynotonlyprovidesa
massofveryvaluablematerialforacademicstudies；butalsopresentswestpoverty-strickenregions
whicharehighlyshortoffundsandentrepreneurswiththeguidetodeveloplocaleconomicsrelyingon
developingout-orientedeconomy.Furthermore，themoreimportantsignificationofthisstudyliesin
themoregeneralconclusionthat，infact，thereisnotasimplexindicatorofevaluatingout-oriented
economy，thekeyistodiscovertheoptimaldevelopmentpatternofout-orientedeconomywhich
maximizesincomeunderexistingresourcesconstraints.
KeyWords：thedevelopmentofout-orientedeconomy；factorendowments；institutionevolution

本刊讯 2005年7月4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张洪明教授应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邀请，在浙江大

学西溪校区作了题为《语音与语法的界面关系———山西平遥方言连读变调例证研究》的学术报告。在报告

中，张教授从短语音系学角度探讨了语音和语法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相关本质，认为表层语法信息首先映

射到由韵律成分组成的一个结构上，音系规则运用是在词以上的韵律成分范围中进行的，语法不能直接支

配语音，语音和语法之间有一个起中介作用的韵律结构。他通过对山西平遥方言连读变调的研究，分析了

相关流行理论的价值及失误所在，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解释模型，并对语音和语法之间映射关系的本质特点

作了探讨。随后，张教授又从自己的个案研究谈到了语言研究的方法论，他指出，语言学研究需要运用一定

的理论和方法，但必须以具体的语言事实为依据，以此来揭示和说明语言的普遍规律在具体语言中的适用

性，进而为一般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

本刊讯 2005年9月9日，中国科学院知名学者孟建伟教授应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邀请，在浙江大学作

了题为“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学术报告。在这次报告会上，孟建伟教授从科学与人文学科出现学术

危机的现状出发，深入探讨了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问题，尤其是如何理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如

何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意义等问题。他认为，科学与人文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当前的教育

应该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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