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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规模国家的经济有何特征和规律

欧阳晓

摘 要 大国经济学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 即超大规模国家经济的现象 、特征和规律 。

为了划分大国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边界 , 需要科学地分析大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大国经济即国

家规模约束下的经济 , 大国经济学的核心原理即规模优势原理 。大国经济学应该研究大国经济

发展 、大国体制转型和大国政府管理 , 三部分内容构成了大国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同时 , 大国

经济学学科体系需要以反映大国经济普遍性的范畴来构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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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学科就是学术分类 , 即按照一定的学术标准将人类的知识积累划分成不同

的学科 。一般认为 , 只有具备特殊的研究对象 、 运行规律 、 知识体系及研究方法 ,

才能独立成为一门学科 。鉴于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背景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基础 ,

大国经济学成为一门学科的条件愈益成熟 。因此 , 很有必要创立一门大国经济学 ,

专门研究超大规模国家的经济特征和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 。

现实背景和研究基础

经济学发展遵循着一条基本规律 , 即经济理论的重要程度往往取决于被解释的

经济现象的重要程度 。 世纪末期以后 , 中国出现了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 “东亚

奇迹 ”, 新兴大国经济出现了群体性崛起的 “世界奇迹 ”。 一 年 , 金砖国

家的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 , 在世界各国中的排位居于前列 。根据复旦大学国

际竞争力研究基地发布的 《世界竞争力报告 》 一 , 美国 、 中国 、 俄罗

斯 、 巴西 、 印度的国际竞争力总指数分别为 、 、 、 和 , 分

别居世界第 位 、第 位 、第 位 、第 位和第 位 。这些国家在国土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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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量和经济总量上都是超大规模的典型大国 , 它们展示的大国风采证明美国与

新兴大国共同支撑世界经济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 , 大国经济现象成为一种新的国际

经济现象 。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历程 , 世纪 “亚洲四小龙 ” 的经济快速发展使小

国经济令世人仰慕 , 世纪 “金砖四国 ” 的经济迅速崛起使大国经济现象令世人

瞩目。怎样科学地解释大国经济现象 , 从大国经济的典型化事实中寻求大国经济发

展规律 , 构建大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 已经成为新世纪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重大现实

课题 。

回顾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 , 国内外经济学家对大国经济的初步研究奠定了创立

大国经济学的基础 。首先明确提出 “大国 ” 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 ·库兹涅

茨 , 他在 年出版的 《现代经济增长 》 和 年出版的 《各国的经济增长 》

两部著作中 , 研究了 “大国 ” 和 “小国 ” 的概念 , 分析了国家规模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 , 揭示了大国在经济发展上的某些特征 , 包括大国经济发展的内部差异性 、大

国经济发展的内力拉动以及大国的国内市场及资源条件允许其发展专业化和规模经

济的优越性 , 同时还具体分析了国家规模与对外贸易 、经济规模 、 产业结构的关

系 。随后 , 霍利斯 ·钱纳里和莫伊思 ·赛尔昆在 年出版的 《发展的型式 》 一

书中 , 专门研究了大国型式和大国模式问题 , 认为大国型式的优势主要表现在比较

平衡发展 、在发展的较早期改变经济结构以及投人和储蓄水平比较高 、经济增长速

度比较快等方面 , 而其劣势主要表现在比较封闭以及政治和行政管理困难等方面 。

后来的西方学者研究了大国的划分标准 、驱动因素以及大国经济的传导性 , 分析了

大国兴衰 、大国复兴 、新兴大国崛起的原因及规律 。

国内学者对大国经济的研究是从张培刚教授开始的 , 他在 年出版的 《新

发展经济学 》 中提出 , 应该重视对发展中大国的研究 , 并试图探讨大国发展的问

题 , 包括大国的特征 、大国发展的难题和大国的特殊道路 。同时 , 他分析了发展中

大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性特点 一是国内消费需求和市场容量较大 , 外贸比重较低

二是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大 , 对资金需求量大 三是采取内向型发展政策 , 建立门类

齐全的工业体系 四是拥有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丰富 、 国内市场规模大等工业化初期

的发展优势 。随后 , 国内学者对大国经济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 , 从 年开始成

为学术界的热点 , 主要研究了大国特征和大国优势 、大国模式和大国战略 、大国治

理和大国体制等问题 。国内外学者提出的关于大国经济发展的思想观点 , 已经孕育

着大国经济学理论的雏形 。然而 , 现有研究存在对象不够明晰 、 内容比较分散等问

题 , 从而需要开辟一门大国经济学 , 通过广度和深度的拓展 , 在核心原理和学科研

究上取得突破 , 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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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 研究对象和思维逻辑

明确研究对象是创立新学科的基本前提 。大国经济学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 ,

即超大规模国家经济的现象 、特征和规律 。为了划分大国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边界 ,

首先需要科学地分析大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国内外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大国

进行界定 第一种是采用单项总量指标 , 如库兹涅茨和钱纳里以人口为尺度界定大

国 第二种是采用多项总量指标 , 如张培刚和童友好以国土面积 、人 口数量 、 资源

状况及市场潜力 、经济规模为尺度界定大国 第三种是采用经济学定价原理 , 如郑

捷以能否成为某种国际市场中价格的制定者为尺度界定大国 。笔者根据以往的研

究 , 筛选出国土面积 、人口数量和经济总量三个易于量化或排序的初始条件 , 将大

国定义为 同时具有幅员辽阔 、人口众多和经济总量大的条件 , 并对世界经济发展

有相当影响力的国家 。综合考虑人口 、 国土和 三个指标 , 可以遴选出 个大

国 中国 、 印度 、 美国 、 巴西 、俄罗斯 、 印度尼西亚 、 墨西哥 、埃及 、埃塞俄比

亚 、 刚果 、伊朗 、 日本 、德国 、英国 、法国 、 意大利 、西班牙 、韩国 、加拿大 、 澳

大利亚 、 阿根廷 、苏丹 、 南非 、 哥伦 比亚 。 年全世界 国家 地区 总数为

个 , 大国的比例为 , 这种比例是比较适合的。同时 , 还把大国分为三个层

次 特大国 、 中等大国和一般大国。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典型性 , 可以将三项指标均

居世界前列的特大国— 美国 、俄罗斯 、 中国 、 印度和巴西作为大国经济学研究的

主要对象 。

认识事物是从现象到本质 、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 , 经济研究大致上包括从零散

事实到典型化事实 , 最后到规律发现的过程 。为此 , 研究大国经济应该遵循从描述

“现象 ” 到分析 “特征 ” 再到揭示 “规律 ” 的思维逻辑 。大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可以分为大国经济现象 、 大国经济特征和大国经济规律三个层次 , 具体的研究过程

也可以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观察零散事实 , 描述大国经济现象 。即以具体的大

国为直观对象 , 描述 世纪末期以来大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 国内市场需求旺盛 、

对外贸易总量扩大的具体事实 。第二步是刻画典型化事实 , 分析大国经济特征 。即

进行去粗取精 、 去伪存真的思维加工 , 并通过同小国比较来分析大国经济的特殊

性 , 如市场规模巨大 、经济系统完善 、 区域优势互补等 。第三步是研究内在机理 ,

提出大国经济规律 。即将大国经济发展的条件与大国经济发展的特征联系起来进行

思考 , 提出其中的内在本质联系 , 发现大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 , 如内外牵引动力

规律 、产业整体推进规律 、增长阶段演进规律和国家自主创新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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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核心原理和基本理论

明确核心原理是衡量一种理论的规范性和科学性的重要标志 。所谓核心原理是

指一种理论的中心内容或者观点 , 这种理论的全部内容及整个体系都是由核心原理

派生出来的 。根据笔者的理解 , 大国的基本涵义是国家规模 , 大国经济即国家规模

约束下的经济 , 大国经济学的核心原理即规模优势原理 。 “规模经济 ” 即大规模生

产的经济节约 , 在经济学意义上即生产规模与产品的最低可能成本之间的关系 。经

济学家对规模经济和规模优势的研究 , 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 ·斯密那里 , 他

在 年出版的 《国富论 》 中分析了分工产生的原因 , 认为分工的程度 “要受市

场广狭 ” 的限制 , 这就提出了市场规模问题即 “市场范围假说 ”。沿着斯密提出的

思路 , 马歇尔 、 库兹涅茨等分析了规模生产的专业化优势 钱德勒 、波特等分析了

扩大规模和范围而形成的规模效益 克鲁格曼 、杨小凯等分析了市场规模与分工演

进的内在关系 。笔者认为 , 规模优势原理是最能反映大国经济特征的核心原理 , 大

国经济的各种特征都是由规模特征所派生的 , 大国经济学的其他原理也是由规模优

势原理所派生的。以大国规模优势原理为基础 , 可以从不同的要素具体分析国家规

模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 。

国家经济发展普遍面临着可持续发展 、体制转型和宏观管理的任务 , 与此相适

应 , 大国经济学应该研究大国经济发展 、大国体制转型和大国政府管理 , 这三个部

分内容构成了大国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 其中每个部分都体现着国家规模的特殊性要

求及特殊性规律 。第一 , 大国经济发展理论主要研究超大规模国家的发展目标 、 发

展动力和发展战略 , 探讨构建大国综合优势 、 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第二 ,

大国体制转型理论主要研究超大规模国家的转型目标 、转型内容和转型模式 , 探讨

通过渐进方式推进体制转型 、构建市场经济体制的路径 第三 , 大国政府管理理论

主要研究超大规模国家的行政管理 、财政管理和政府调控 , 探讨集权与分权相结合

以及在非平衡增长中达到协调发展的路径 。由规模优势原理与大国经济发展理论 、

大国体制转型理论 、 大国政府管理理论构成的理论体系 , 实际上就是国家规模约束

下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 。

了 研究方法和范畴体系

马克思在 《资本论 》 原版序中写道 “分析经济形式 , 只能用抽象的逻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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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进行 。” 科学的逻辑思维方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 为了完成从具体到抽象 、再从

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过程 , 需要运用各种科学的方法 。比如 , 运用分析综合方法 , 从

自然资源 、人力资本 、金融资本 、技术进步 、制度创新 、市场潜力和对外贸易等大

国经济增长要素的分析 , 到大国经济增长动力系统的综合 从中国 、 俄罗斯 、 印

度 、 巴西和美国经济发展的大国效应的分析 , 到大国特征和大国优势的综合 。运用

建模分析方法 , 首先提出三个假设 经济增长要受国家规模影响 、大国经济系统是

开放的 、大国经济体制是适宜的 , 然后构建大国规模优势通过分工深化 、产业推

移 、 内需拉动 、 对外贸易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型 , 从中揭示大国经济增长

的特殊性机理 。运用比较分析方法 , 通过对中国 、印度 、俄罗斯 、 巴西和美国经济

增长特点进行比较 , 从中概括出大国经济增长的普遍性机理 通过对大国与小国经

济增长效应进行比较 , 从中概括出大国经济不同于小国经济的特殊性机理 。运用典

型分析方法 , 以中国这个典型的发展中大国为案例 , 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国特征

和基本规律 , 并发挥中国经验对后发大国经济发展的普遍意义和借鉴作用 。

范畴是一种反映客观现实的思维形式 , 也是认识的工具 。认识过程的丰富内容

可以通过一系列范畴表现出来 , 知识体系的总体结构可以通过一系列范畴建立起

来 。因此 , 大国经济学学科体系需要以反映大国经济普遍性的范畴来构筑 。·例如 ,

通过大国 、大国经济 、 大国特征 、大国优势 、 大国战略的范畴 , 可以在思维中再现

大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 通过规模 、国家规模 、规模经济 、规模优势的范畴 , 可

以在思维中再现大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效应 通过差异性 、 多元性 、互补性 、 匹配

性 、 藕合机制的范畴 , 可以在思维中再现大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机理 。这些范畴是在

分析大国经济发展特殊性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 , 但在大国经济的范围内又具有普遍

性意义 。它们作为一种构建知识大厦的砖块 , 将构筑起大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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