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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欠发达地区实施后发赶超战略必须依据自身发展的特点和类型，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有效整合后发优势要素，加快优势资源的深度开发与转化，引进资本与技术，着力进行制度

创新，增强产业的后发动力。强化要素的集约利用，努力实现政策刺激，投资拉动和制度创新

的协同作用，实施工业化带动，城镇化推进战略，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走出各具特色

的后发赶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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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区域发展差异显著，探讨欠发达地区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后发赶超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典型的欠发达地区贵州省资源丰富、特色轻工业优势明显，但存在经济发展滞后、贫困发生率

高、人均受教育程度低、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层次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如何依托资源要

素比较优势实现深度开发转换，着力探索符合自身区情和科学发展要求的后发赶超道路，确保

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成为摆在学者和地方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为此，本文以贵州为例，探寻切合欠发达地区实际的后发赶超路径。 

 

一、欠发达地区后发优势的再认识与研究综述 

“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最早由格申克龙提出。他认为后发优势是

“后起国家在推动工业化方面所拥有的，由后起国地位所致的特殊益处”。这种特殊益处先发

国没有，后发国也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是来自于

落后本身的优势。此后，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对后发优势理论进行了更深入研究。M·

Abramovitz 系统论证了后发国家发挥后发优势“追赶”先发国家的现实性。VanElkan 基于开

放经济条件下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认为后发国家通过技术模仿、引进和再创新等多种途径，

实现后发赶超。陆德明则在建设性地提出“后发展经济体”概念基础上，从资源型、政策型和

改革开放后发优势三个方面对中国西部进行了分析。郭熙保论证了发展中国家资本后发优势的

存在性。郭丽认为后发优势主要包括资本后发优势、技术后发优势、制度后发优势和结构后发

优势。 

后发优势只是一种潜在优势，只是提供了欠发达地区加速赶超的可能性，后发优势并不等

于后发利益。后发优势转变为后发利益，必须发挥欠发达地区动态比较优势，找准转化路径实



现后发赶超。对此，学者们有着较为深刻的研究。南亮进从日本相对于欧美等国所具有的后发

优势入手，得出发挥后发优势是日本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验证了后发优势的存在性。

Brezis、P.Krugman&Tsiddon 提出了发展中国家技术后发赶超下的“蛙跳模型”，认为后进国

家采用先进技术是实现后发赶超的重要途径。王必达则将欠发达地区纳入后发优势的研究视野

，揭示出区域后发优势的形成机理。林毅夫认为欠发达国家通过技术的移植、模仿和创新是加

速后发赶超的重要途径。杨小凯指出后发国家构建先进的制度是后发优势转变成后发利益的前

提条件。简新华、许辉分析了中国存在的后发优势和劣势，指出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扬优

克劣”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本途径。郑享清认为培育和提高学习能力，是后发地区发挥后发

优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对先发地区经济追赶的战略取向。学者们对后发优势由潜在优势向现

实利益的转化路径的探讨都很有见地，但是对欠发达地区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后发赶超的发展路

径研究依然显得过于笼统，没有考虑具体区情施以差别化策略并提出切实可行的道路。 

 

二、后发优势转化的路径 

推进欠发达地区跨越式赶超，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对资源要素禀赋各异、经

济发展阶段迥异的欠发达地区来说，找准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后发赶超路径更有特殊价值。 

（一）欠发达地区的特征与类型 

1.后发地区的特征。第一，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较小，人均

GDP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国民经济极易陷入“低水平陷阱”（Low Level Equilibrium Trap）

，地区经济增速趋缓，地方财政拮据，政府无力支撑自立发展，资源利用水平低下，发展环境

欠佳。无论、踅绝对增量还是相对增速都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产业结构不合理且层次

低。在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产值所占比重偏高；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缓慢；资本积累率低；产

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存在较大偏离。第三，贫困人口多，人均受教育年限低。该类地区普遍具有

贫困面广、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等特点，而且人均受教育年限低。第四，经济发展不平

衡。欠发达地区内城乡间、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大，有限的要素资源都向优势区位和城镇集中

，空间结构呈现明显的“中心一外围”分布。第五，基础设施落后、农业生产率较低、城镇化

水平低。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能有效聚集人口和产业，落后的农业生产率不能有效地转移农

村富余劳动力，导致城镇化发育程度低，产业发展对城镇化带动不强。 



 

2.欠发达地区的类型。欠发达地区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是一类发展起步较迟，发展水平

较低，发展阶段落后的地区。基于欠发达地区资源要素禀赋差异明显、要素资源组合多样的特

性，笔者将其划分为资源倚重型、资本一技术匮乏型、制度落后型、结构失衡型 4 类。 

（二）欠发达地区实现后发优势转化和后发赶超的路径 

1.后发优势转化和赶超发展的一般路径。 

（1）区域优势资源的深度转化。依托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禀赋，提升资源加工层次和深

度，构建资源型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增强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后发动力，提高居民收入水

平，改变贫穷落后的局面。 

（2）整合要素与结构优化。一方面通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实现“

富民强区”；另一方面在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着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进入高

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将其培育为地区发展的先导产业和支撑产业，在局部地区实现率先赶超。 

（3）工业化、城镇化带动。坚持工业化道路，努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以产业发展为纽

带，着力提升产业发展对城镇化的支撑带动，推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化

质量。 

（4）基础设施建设。欠发达地区应实施投资拉动，优先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走以基础设

施建没为带动，以提高农业生产率水平为目的的开发式脱贫减贫道路。 

（5）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开发。强化政策刺激，加快物质资本的区外引进与区内积

累相结合，提高地区资本积累量，为经济“起飞”打下基础。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加快人力资

源开发，为后发赶超提供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本积累。 

（6）技术和制度模仿与引进。技术进步使得要素的密集投入（尤其是资本）“遭遇”边

际报酬递减的概率降低。稳定规范的制度体系，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提高经济系

统运行效率。为此，努力构建稳定规范的制度体系尤为重要。 



2.不同类型欠发达地区实现后发赶超的现实路径组合。由于欠发达地区具有各自的区域特

色，现实中应结合具体区情和资源禀赋的差异，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后发赶超路径。（如表 2） 

 

现实的欠发达地区往往兼具 4 种类型中的多种，因而其赶超也应该实施多元化路径组合。

在制定针对该类地区的区域政策时，应着力实施政策“组合拳”，加强政策协调和配合。 

（三）欠发达地区后发优势转化的实现条件 

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后发赶超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区域后发优势是潜在的，只是为后发

地区发展提供了一种机遇或可能。推动后发优势向后发利益的现实转变，不仅要有支撑要素，

还要实现要素在不同时空范畴的有机组合。 

1.必要的资本的积累。无论是古典经济学派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三要素”论，还是新古

典经济学派的“四要素论”。对于推动经济增长的所有单一因素分析中，资本积累与形成是最

有影响、最为持久的。无论是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还是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

Poor Vicious Cycle Theory）抑或是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都说明了物质资本

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只有资本积累率达到一定的程度（罗斯托认为是 10%），才

能冲破资本短缺的瓶颈制约，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起飞”。 

除了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以外，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至关重要，历史

发展的经验表明文化教育水平和生产技能较高的国家，吸收 FDI 的能力较强，一旦有大量的物

质资本注入经济体内，经济活力即会瞬时进发，推动经济体加速发展。 

2.要素的有序组合。性质上相互适应和时空上有效组合的经济要素能够实现总体远远大于

各要素简单加总的效果。从微观层面看，要素的有序组合即各要素通过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

的手”，实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帕累托改进。从中观层面看，要素的有效组合离不开产业

对资源要素“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优化配置“。从宏观层面看，要素的有序组合离不

开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因而实施有效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可以有效避免市场

缺陷和市场失灵，促进经济系统高效有序地运转。 



3.稳定的制度环境和政策保障。制度既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又可以成为内生变

量发挥作用，稳定的制度环境是实现生产要素有效组合，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维持经济系统正

常运转的必要条件，是欠发达地区经济快速提升的保障。促进欠发达地区在短时间内，以相对

较小的成本获取资本、技术和市场。制度安排之外，政策支持必不可少。因为，市场机制的作

用往往倾向于扩大地区差距，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因此，对欠发达地区实行倾斜的政策支持

是加快其发展的有力支撑。 

 

三、贵州发挥后发优势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路径分析 

2011 年贵州 GDP 总量为 6500 亿元，排名全国倒数第一；人均 GDP 为 16117 元，是全国最

高的北京市的 18.6%，仅为全国人均 GDP 的 45.8%。2010 年贵州工业化程度系数 0.8，落后全

国 15 年；城镇化率 29.9%，落后全国平均水平 16.6 个百分点。按照 2300 元国家新贫困线标

准，贵州有贫困人口 1521 万，占全省农村人口的 45.1%，占全国贫困人口的 11.9%，贵州贫困

发生率约 45.1%。因此，贵州后发赶超任务紧迫而艰巨。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

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等利好消息，为贵州

统筹区域城乡发展、加快经济转型、推进跨越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 

贵州应抓住黄金机遇期，发挥后发优势，找准着力点，努力走出一条具有贵州特色的后发

赶超道路。 

1.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贵州应加快突破瓶颈制约，努力构建以民航、铁路、高速公路为骨

架，省级干线公路为支撑的现代化快速交通网络体系，不断巩固和提升贵州在西部地区的陆路

交通枢纽地位，把贵州建设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陆路交通枢纽。同时，加强城镇、水利、信息

、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的投入力度，重点加快破解喀斯特地区工程性缺水难题，提高基础

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 

2.实施“两化互动”战略。坚持“工业强省”战略，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着力发展特

色优势工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发展烟、酒、茶、民族医药、特色食品等特色轻工业；

做大做强能源资源产业，大力发展资源深加工产业，积极延伸产业链，在有条件的黔中经济区

因地制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坚持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战略，加快贵安新区建设

，重点建设黔中特大城镇群，加强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积极稳妥推进中小城镇发展

，提升城镇化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3.以扶贫攻坚为抓手，解决“三农”问题。以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黔桂石漠化区三个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主战场实施扶贫攻坚战略。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实施政府主导、农民主

体、社会参与的扶贫战略，着力发展特色农业体系，加快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加快发展生态畜

牧业和特色养殖，促进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走出一条多民族聚居山区省份以特色扶贫开发

为抓手，着力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路子。 

4.推进旅游与文化的融合发展。围绕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以服务提升为抓手，不断完善

旅游基础设施体系，加快精品旅游线路的设计与建设。积极发展乡村、民俗、休闲度假、秀美

山川、红色景区等旅游，推进旅游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发展，着力发展民族文化游和红色旅游，



努力把贵州打造成为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胜地。 

 

四、简要结论 

欠发达地区实施后发赶超战略必须依据自身发展特点和类型，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有效整

合后发优势要素，加快优势资源的深度开发与转化，引进资本与技术，着力进行制度创新，增

强产业的后发动力。强化要素的节约集约利用，努力实现政策刺激、投资拉动和制度创新的协

同作用，实施工业化带动、城镇化推进战略，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走出各具特色的后

发赶超道路，这是坚持科学发展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背景下我国后发地区增强自

我发展能力，实现跨越式赶超，促进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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