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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经济主要理论综述 

v基于部门间生产率差异的二元经济理论 
§ 伯克 

§ 刘易斯 

§ 拉尼斯和费景汉 

§ 托达罗

v基于空间发展不平衡的二元结构理论
§ 佩鲁 

§ 布德维尔 

§ 缪尔达尔 

§ 弗里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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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视角下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 

v基于部门间生产率差异视角下的我国二元经济结构    

　　 以2003年为例，我国总就业人数为74432万人，

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为49.1

％，但创造的产值却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6%，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为21.6％，

创造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52.3%，第二

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为第一产业的8.1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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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视角下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 

v基于空间发展不平衡视角下的我国二元经济结构

　　　我国2000年、2001年、2002年的基尼系数分别

为0.245、0.263、0.267，呈扩大趋势。1998-2002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5425元、5854元、

6280元、6860元和7703元;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

别为2160元、2210元、2253元、2366元和2476元,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51倍、

2.65倍、2.79倍、2.90倍和3.1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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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视角下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 

v基于空间发展不平衡视角下的我国二元经济结构

　　　把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国外有关数据相比

较发现，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仅高于发达国家，

也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据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

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

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是

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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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视角下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 

表１2002年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单位：元/人

3.112475.637702.80全国平均

3.991489.915944.08贵州

3.871590.036151.44甘肃

2.752306.456335.64江西

2.902397.926958.56湖南

2.374940.3611715.60浙江

2.136223.5513249.80上海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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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视角下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 

表２   1992-2002年中国各地人均GDP  单位：元/人

31532895266224752342221520931853155310341009贵州

44934163383836683456313729012288192516001314甘肃

58295221485146614484415537153083237618351439江西

65656054563951054953464341303470270120531487湖南

16838146551346112037112471051594558074614944312850浙江

406463738234547308052825325750222751894315204117008652上海

20022001200019991998199719961995199419931992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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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视角下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 

1992-2002我国东中西地区GDP绝对差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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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二元经济下的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 

v含义

　　　非均衡既有产业、部门之间的非均衡又有区域

之间的非均衡，不能强求实现工业和区域的均衡推

进，而应根据条件的成熟程度实行非均衡推进，但

在非均衡推进过程中必须把重点论和协同论结合起

来，注意协调产业部门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关系，以

先行的带动后起的，加之落后地区和行业自身加快

发展，以求在非均衡发展中求得协调，形成产业之

间、区域之间和整个地区经济系统良性协调运转的

经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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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二元经济下的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 

v解释

　　　非均衡和协同都是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非均

衡是快速发展经济的手段，但非均衡有临界点，不

能无限拉大，“协”是已经发展的地区或产业要通

过扩散效应带动落后地区或产业的发展，“同”是

落后地区或产业自身也要加快发展。非均衡协同增

长战略的关键点是在作发展战略规划时，就已经把

重点发展和全面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重点行

业、区域的发展与其它行业、周边地区的发展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即作了通盘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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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二元经济下的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 

v实现机制

§ 在产业部门发展方面，根据地区资源优势，已

有基础和服务全国、兴地富民的要求，选择重

点发展的主导产业和部门，给予投资和政策双

倾斜，使之率先起飞，成为产业发展的“火车

头”，在此基础上，协调主导部门与非主导部

门、基础结构部门的发展，通过主导产业部门

的前后项联系效应，使各产业部门处于协调发

展的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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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二元经济下的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 

v实现机制

§ 在区域发展方面，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和产业

发展优势，结合主导部门和优势部门的发展，

选择某些资源存量和聚集能力强的地域或地点

作为发展极密集投资。通过这些发展极的聚集

效应达到极化的效果，成为地区发展的“火车

头”，当发展极发展壮大后，通过扩散效应带

动周边地区，同时外围地区注重自身的发展，

进而达到促进整个经济发展的目的。

§ 发展极的例子（鲁尔工业区、湖南长株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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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二元经济下的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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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二元经济下的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 

v多层次的发展极

　　　发展极不是单一的，是有大小和层次的，可以

是大城市，也可以是星星点点的中小城市或县城。

在欠发达地区，就整个区域而言，可以优先发展某

个或某几个有发展潜力的城市作为极点；就县域而

言，发展也要有所重点。在多层次的发展极中，每

层的发展极所发挥的聚集、扩散的能力和范围是不

一样的，整个区域的发展极的聚集和扩散能力大于

低层次的发展极；同时每个层次的发展极的地位不

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相对的和动态发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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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二元经济下的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 

v多层次的发展极的原理

§ 发展极可以有效地形成地区的核心竞争力。

§ 发展极增长方式可以有效的降低交易成本。 

§ 具有信息优势。 

§ 可以促进基础设施的改进，从而加快经济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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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二元经济下的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 

v均衡与非均衡的辩证过程

　　　在极化与扩散进而达到均衡与非均衡的这一发

展过程中，均衡与非均衡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辩证过

程，均衡与非均衡是相对的和动态的。均衡增长是

发展的长期目标，非均衡增长是实现均衡增长这一

长期目标的手段。经济发展是在一较低水平的均衡

达到较高水平的均衡反复循环中完成的，非均衡是

为了更快更有效率的达到更高水平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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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地方金融对增长极的支持 

v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在欠发达地区资源聚集中的功能

§ 在欠发达地市区域经济发展极中 

• 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是中小企业外源融资的主要渠道 

   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壁垒很高，大金融机构在欠发达

地区投入资金相对较少。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了解本地企

业的生产、经营和前景，有条件满足这部分资金需求。 

• 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可以为地方政府市政建设融资 

   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生于本地，长于本地，与本地的利益

休戚相关；对本地建设项目可行性更了解一些，也有利

于监督资金使用和回笼。 （如长沙市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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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地方金融对增长极的支持 

v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在欠发达地区资源聚集中的功能

§ 在县域地区经济发展极中 

  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是县域地区资源聚集的主要渠

道。县域内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民营经济、中

小企业的发展还是产业结构的调整，都需要庞大

的资金流。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已经逐渐收缩了分

支机构并上收了县级支行的贷款权限。这样引导

县域资源聚集的重任就责无旁贷的落到了地方中

小金融机构的身上。（比如湖南省望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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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地方金融对增长极的支持

1999-2005望城县主要金融机构贷款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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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地方金融对增长极的支持 

v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在发展极扩散效应中的功能 

§ 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在欠发达地区发展极的资源向

周围扩散中具有孕育新的发展极的功能。 

• 当发展极规模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劳动力成本、运

输成本、运行费用和市场饱和等使市场中的企业首先有

动力去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新的发展极的形成和

老的发展极培育一样，首先需要规模比较小的企业，以

培育相对较好的经济氛围。另外一个新的发展极的培育

也需要有与之相对应的基础设施。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在

满足这些资金的需求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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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地方金融对增长极的支持 

v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在发展极扩散效应中的功能 

§ 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在发展极资源向周围扩散中具

有导向作用。 

• 经济发展极的资源扩散实质上是新的发展极资源聚集的

开始。在资源转移中，如果一个地区的地方中小金融机

构发展较为成熟，就可以在发展极转移前为本地的地方

政府融资，修建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同时培育一些比

较有成长潜力的中小企业，创造相对较好的经济环境。

这个地区相对于其它地区来说就具有相对的优势成为新

的发展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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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地方金融对增长极的支持 

v中小金融机构促进经济增长的国际借鉴

§ 发达国家

• 美　国

• 日　本

§ 发展中国家

• 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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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地方金融对增长极的支持 

v美国社区银行促进经济增长的国际借鉴

§ 美国社区银行一直以来定位于服务所在的社区。

社区银行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所在地居民的存款，

去向也都是投资于当地。

广泛分布于经济
欠发达地区

社区银行对缩小
美国经济差距
所做的贡献

加大对中小企业和
农业的贷款力度投身社区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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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地方金融对增长极的支持 

资产规模 银行数目

中小企业

贷款/银行

总资产

百万美元

以下贷款

总金额

百万美元

以下平均

单笔数额

十万美元

以下贷款

总金额

十万美元

以下平均

单笔数额

<1 4365 0.1821 43117885 5459.3 18627935 27.512

1-5 2839 0.2072 118705302 53.175 31290281 16.816

5-10 353 0.1734 41182128 23.781 8635794 5.415

10-100 311 0.1126 90561814 13.523 21228524 3.319

>100 76 0.0611 190429654 32.886 49104985 9.587

2002年美国银行中小企业贷款发放状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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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地方金融对增长极的支持 

社区银行对农业的贷款数额对农业的贷款数额占农贷的比例

农业房地产 23.9 64.6

$100k 11.0 82.6

$100k to $500k 9.6 64.9

> $500k 3.3 37.2

农业经营费用 28.4 60.6

$100k 16.0 82.2

$100k to $500k
8.7 64.4

> $500k 3.7 26.4

2002年美国银行中小企业贷款发放状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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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地方金融对增长极的支持 

v日本中小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借鉴

§ 发展民间中小企业金融机构

• 1951年6月，日本根据《相互银行法》将原来的57家无

尽会社转化为相互银行。其业务范围限于向中小企业提

供信用服务，并向参加原无尽会社的成员提供互助信用

业务。

• 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信用金库法》和《劳动金库法》，

并根据这两部法律将信用协同组合拆分成三类金融机构：

信用金库、信用组合和劳动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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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地方金融对增长极的支持 

v日本中小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借鉴

§ 建立完善的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体系 

• 1936 年，日本政府与中小企业组合共同出资成立了第

一家政策性中小企业金融机构：商工组合中央金库。 

• 1949年，日本政府出资成立了国民金融公库。 

• 1953年，日本政府出资成立了中小企业金融公库。 

• 同年，日本政府在各都道府县成立了信用保证协会。

• 1958年，日本政府出资建立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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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地方金融对增长极的支持 

v菲律宾中小金融机构促进经济发展的借鉴

§ 储蓄银行（私有发展银行、储蓄抵押银行和股票

贷款协会）。主要为中小企业发放中长期贷款、

从事房地主与消费贷款等。 

§ 农村与农村合作银行。遍布于全国各地大大小小

的城市和乡镇，主要的贷款对象是小农户。

§ 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为业绩优良的企业扩大规

模与现代化提供长期融资，其中的非准银行主要

为小企业、当铺、借贷投资者等对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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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地方金融对增长极的支持 

2003年菲律宾中小金融机构的构成、规模及市场份额表

金融机构类型 合计 资产总额(10亿比索) 资产份额(%)

银行 7494 3661.014 80.91

综合和普通商业银行 4296 3297.171 72.87

储蓄银行 1277 274.171 6.06

农村银行 1818 84.011 1.85

农村合作银行 103 5.661 0.13

非银行金融机构 11000 863.6 19.09

准银行 30 28.733 0.64

非准银行 10970 834.87 18.45

合计 18494 4524.61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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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v无论是从生产率差异角度考察，还是从地区间

发展不平衡角度考察，我国都是典型的二元经

济结构。

v非均衡协同增长战略是二元经济结构下经济发

展战略的较优模式。

v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在欠发达地区资源聚集和扩

散中具有重要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