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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和自然资源 *诅咒+’中国的增长

威胁到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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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 迅 猛 发 展 和 快 速 融 入 全 球 市 场#东 南 亚 资 源 丰

裕国家正在不断丧失其在劳动密 集 型 制 造 业 上 的 比 较 优 势#同 时 其 资 源 开 发 变

得更为有利可图&对这些东南 亚 国 家#尤 其 是 一 些 最 为 贫 穷 同 时 却 又 正 处 于 减

少中央对资源控制管理的分权过 程 中 的 国 家 而 言#这 一 趋 势 如 何 影 响 长 期 增 长

和福利$正如 *自然资源诅咒+所预言一 样#快 速 的 资 源 采 伐 和 减 速 的 工 业 发

展可能会使这些国家进入慢速经济增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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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资源丰裕 #诅咒$

*自然资源诅咒+是发展经济学塑造的众多富有神秘色彩的短语之一&它

意指由于不能持续有效地利用资源要素#尤其是那些生产力潜能最高的产业

没有能 够 做 到 持 续 有 效 利 用 生 产 要 素#而 导 致 的 低 增 长&正 如Q*,’C*)N
c*1)31!"##%’>">"所描述的#*66事实上那些自然资源最为丰裕的国家

群体和高_;‘国家群体之间是没有共同点的#66密集的资源总是和低经济

增长联系在一起&+
自然资源诅咒至今从未在东南亚国家灵验过#该地区一些资源丰裕的经

济体保持着无论是相对于全球资源丰裕国家整体还是发展中国家整体都异常

高的长期平均增长率&然而对于那些处于工业分工链最底端的东南亚国家而

言#近来全球经济发展态势以及其国内改革和制度上的缺陷给其今后发展提

出了直接和间接的现实问题&
本文认为那些持续 获 得 经 济 发 展 成 功 的 东 南 亚 资 源 丰 裕 的 经 济 体 正 面

临着全球和其国 内 新 形 势 的 挑 战&从 全 球 角 度 来 看#随 着 中 国 不 断 地 活 跃

于世界市场 !诸如加入 c]Z#E:V服装出口配额的取消#削减与日本(东

亚以及东盟之间的贸易壁垒"#可预期中 国 持 续 的 发 展 和 结 构 调 整 将 对 东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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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国家的生产和贸 易 结 构 发 生 显 著 的 影 响&世 界 银 行 最 近 评 估 认 为 中 国 经

济的持续增长和积极 参 与 全 球 贸 易 以 及 地 区 贸 易 将 导 致 东 南 亚 资 源 丰 裕 国

家在服装等劳动密 集 型 制 造 业 方 面 的 出 口 萎 缩#同 时 他 们 会 更 多 地 集 中 于

资源密集品的 出 口&已 经 有 相 当 文 献 !c3(CC*)N_*-#"##")<*),’-b(,’()*
*)Nc*4.C435#"##U)8G*)Nd3*2C#"##U)<*),’-b(,’()**)NE*12()#"##H)

M*44*)NV4W*4*N3K-#"##H"记载了各国制造业出口的发 展 趋 势#然 而 相 对 应

地在自然资源出口上 的 地 区 比 较 优 势 变 化 趋 势 及 其 后 果 至 今 仍 没 有 得 到 深

入地分析&
从这些东南亚国家国内情况来看#对森林(渔场和耕地等自然资 源 控 制

的分散化使得本来已经很弱的资源控制体系摇摇欲坠&尽管地方分权有很多

正面作用#从已有记录来看这些运动对 *国有资产+管理的影响是相当复杂

的&本文的一个主要论点认为’如果地方分权削弱了对自然资源存量的管理

和保护#那么中国贸易效应将对这些国家的福利造成负面影响&
在关注资源丰裕国家特殊的管理体制的同时#本文着重于从一般均衡角

度研究部门间的联系&资源采伐速度的增加不仅是管制弱化引起的#开采活

动相对于制造业生产的利润变化也是重要原因&需求驱动价格变化的直接影

响在制造业和资源部门扮演着重要角色&进一步来说#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

部门的收缩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劳动力成本的降低使得资源开采的利

润上升#由此资源采伐速度也上升了&
本文从讨论 *诅咒+以及对相关经验证据的回顾开始#接下来我们要简

单地考察来自东南亚资源丰裕国家的数据&这些回顾引出了以下问题#*中国

的扩展和不断 融 入 世 界 市 场 对 东 南 亚 国 家 的 生 产 和 贸 易 结 构 有 什 么 样 的 影

响$+随后#我们探究东南亚正经历地方分权的资源丰裕国家中一项新政策以

及新制度安排与各种假定的生产贸易结构变化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可能方式&
最后文章对东南亚国家未来的增长路径(福利后果和环境影响给出了进行深

入探索的意见&

二!资源诅咒"理论和经验证据

该理论认为资源丰裕引发了低增长并因此扩大了资源富裕国和资源匮乏

国家之 间 的 人 均 收 入 差 距&这 一 发 现 已 经 得 到Q*,’C*)N c*1)31 !%==!#

"##%"在数篇著名文章中的计量 结 果 支 持&对 这 一 现 象 的 解 释 远 不 止 一 种 理

论&第一#自然资源出口的荷兰病效应阻碍了制造业的发展#而制造业被认

为最具有正的生产外部性因此能够给整个行业带来规模经济&资源部门扩展

和非贸易部门的二次发展增加了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市场上的竞争#这些竞争

增加要素成本从而降低了制造业的发展#慢速的制造业发展降低了经济动态

增长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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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有观点认为自然资源的开发降低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从 而 减

少了教育投资激励 !_54a*C-)#"##%"&制造业是随着发展人力资本投入集中

度不断增加的部门#因而教育投资激励的降低使得人力资本存量不足#资源

丰裕国家在努力往制造业分工链高端或者产品多样化方向发展时#经历了陷

入低水平陷阱的风险&
第三#一些政治经济学文献认为资源财富促使国家从 *发展型政府+向

*掠夺型政府+升级&这个过程中资源财富起着两种作用#获取资源租金引发

的腐败积极地诱导着 *掠夺型政府+的成长#或是由于资源开采获得的收入

降低了政策和管制的有效性从而侵蚀了 *发展型政府+ !V025#"##%"&这一

流派的观点在研究拉丁美洲和非洲次撒哈拉地区的案例时被广泛地运用&
第四#有观点认为荷兰病引发了非资源贸易部门产出的收缩#这 些 收 缩

带来动荡性的后果引发了低增长&由于资源产品等日用品价格比其他商品价

格的波动大得多#一个国家的_;‘和贸易越是集中在资源密集部门#资源出

口引发的全球市场波动效应会被显著放大%&

% *̂0C.*))和T(G-W-)!"##""指出#由于资源部门专业化 伴 随 着 非 贸 易 部 门 规 模 的 增 加!通 过 荷 兰 病

效应"#全球市场的动荡转变为更大的国内市场变化&消化外部冲击的负担更多地通过支出效应进行 调

整而不是跨部门要素移动与支出变动共同来完成#这样增加了实际汇率的不稳定性&
" Q*,’CDc*1)31模型数据中#标准的 *̂0C.*))检验发现资源依赖变量也就是_;‘中 资 源 出 口 比 例 是

内生的!M(*)N&-J’3*N"##!"&

关于资源诅咒的实证经验并不像理论那样能够说服人&有些看起来似乎

是由于自然资源财富引起的低增长其实可能是由某些跟资源无关的现象造成&
特别地#有一点很重要#Q*,’C和 c*1)31观察到的自然资源丰裕国家的低增

长现象并不是从始至终的#很多资源丰裕国家的经济增长在"#世纪六七十年

代是相当快的#到了八十年代开始减速&因此把相当长时间的增长率平均值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的结构稳定性是有问题的&此外#>#年代的低增

长并不是资源丰裕国家的特有现象#更可能是债务问题或者石油危机后的格

局不均衡以及调整不完全 !E*)e*)-*)NT(G-W-)#"##%"#加上当时全球商品

价格低迷的结果&
另外一些批评把注意力集中在导出资源诅咒的计量方法上&一种论点把

事前的资源丰裕度衡量和事后的资源依赖区分开#后者 !比如贸易要素密集

度"易受到内生性的影响#因为 事 后 的 要 素 密 集 不 仅 取 决 于 比 较 优 势#同 时

还反映了影响 特 定 部 门 的 政 策 以 及 诸 如 汇 率 等 跟 贸 易 有 关 的 宏 观 变 量 的 作

用"&
另一个受到关注的问题是关于资源丰裕和资源依赖的定义以及被定义为

资源丰裕或是依赖的国家在资源要素丰裕 !稀缺"上的稳定性&这个争论类

似于关于开放的鉴定问题#在一种衡量指标下一个国家可能被划分为 *开放

的+而在另外一套指标体系里就不是 !T-N1(G03e*)NT-N1(B#%==="&相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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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增长文献中 的 方 法#Q*,’C*)Nc*1)31!%==!#"##%"没 有 对 *丰 裕+
和 *依赖+给出严格的定义#但 是 如 何 鉴 定 资 源 *过 多+却 是 他 们 得 出 结 论

的前提U&
以上回顾能够得出的一个合理推论是’尽管有很强的理论研究提出资源

财富丰裕与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但是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即非直接也远非

简单明了&更进一步#资源丰裕和经济福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有赖于至少一

种扭曲%%%市场失灵或是制度安排失效&事实上每一个资源丰裕国家 都 在 其

制度和经济特征基 础 上 经 历 着 独 有 的 资 源 财 富 与 增 长 之 间 的 相 互 作 用 关 系#
只是所有这些过程导致了类似的结果H&

U 同样值得注意#在增长经验研究文献中#绝大多数回归模型都专门集中于资源诅咒假说从而把资源丰

裕度作为影响长期增长率的一个显著因素!深入研究请参考M(*)N&-J’3*N#"##!"&
H 类似于生物学中的趋同进化概念#举例来说#鸟和蜜蜂都有翅膀不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祖先#而是由于

它们以相近的方式去适应环境&同样#观察到资源财富与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并不能简单地把所有的数据

归为由同一作用机理生成&真实原因的检验必须包括分析各个相关之间的显著差异并以此区分数据#就

像一些增长研究经验文献中所做的!;014*0a*)N9-’)C-)#%==!)R1-,B*)N;014*0a#"##%"&

三!东南亚如何逃离了诅咒%

资源诅咒的所有理论特征都以某种形式存在于东南亚各个资源丰裕国家&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事实上以世界标准来看这个地区的资源丰裕国家一直处

于快速增长中&图%显示了在%=@%年初级产品出口占总出口至少$#?的国家

群体的人均增长率 !%=@!%"##%"&增长率均值和出口要素均值线将整张图划

分为四个象限&从图中容易看出 马 来 西 亚(印 度 尼 西 亚 和 泰 国 !包 括 智 利 和

斯里兰卡"组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群体#这些最初高度依赖资源出口的

国家经历了几乎三十年的高_;‘增长&因此如果资源诅咒对发展中国家是普

遍成立的#那么这个地区的经济体一定经历或是正在经历某种特有的发展推

动力影响#并且这种推动的作用远超过仅仅弥补资源诅咒的负面影响&最显

而易见的解释是该地区大量的:;<流入#流入东南亚 !不包括新加坡"的净

:;<资本从%=>!年的%%亿美元飞涨到%==%年的超过@"亿美元 !图""&资

本流入的海量增加启动了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并且使得泰国(马来西亚和

印度尼西亚跟随比他们富裕得多的东北亚国家以及新加坡一起入围了世界银

行冠以 *东亚奇迹+的八个经济体&
这三个经济体不仅在%=>$年后十年多时间里持续快速地增长#同时他们

经历了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其对资源的依赖性大大消减了&到=#年

代初期#所有的东南亚市场经济国家出口的制造业产品在总价值上远超过农

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于是#我们可以假定在这些经济体中资源诅咒是被这

样一个机理过程阻止的’大量:;<流入驱动了>#年代中后期劳动密集型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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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两条线表示均值

图%"自然资源丰裕度与人均产出增长率

图""净:;<流入 !中国和东南亚"

注’新加坡除外&

资料来源’c;<7

业就业的快速膨胀#于是乎资源诅咒没有得到灵验&事实上对于其他所有的

资源丰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可以毫不夸张地把>#年代称为 *失落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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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十年中#伴随着出口品价格大幅下滑#高水平债务利率不断攀升以及净

资本流出#导致_;‘持续低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相比之下#除菲律宾以外的

东南亚资源丰裕国家在%=>!年经历增长减速或是温和的不景气后就步入了历

史性快速发展的十年&
从=#年代后期开始#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两个显著的逆转和两个积

极的转变&全球市场上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空前加强#流入该经济体

的:;<不断减少 !图""&比较积极的转变是#在一些国家中技术密集型制造

业#尤其是电子产品(计算机和零配件生产增加了#同时自然资源出口已经

迅速增加&给定各国经济结构和贸易模式的差异#这些趋势对各个东南亚国

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那么#如果这些趋势一直发展下去#是否资源诅咒就

会在该地区的一些国家灵验呢$接下来的两部分我们首先探讨这些国家比较

优势的潜在变化#接着考察这些转变与该国已知的市场和制度安排失效相互

作用应验资源诅咒的可能方式&

四!东南亚对中国发展的反应

从上个世纪>#年 代 开 始 东 亚 内 部! 贸 易 量 已 经 出 现 了 巨 大 增 长#其 贸

易增长率在%=>!年到"##%年 间 达 到%!?#远 超 过 同 期 其 他 地 区 !北 美 自

由贸易区对应的数字为=L%?"&中 国 与 东 亚 其 他 国 家 之 间 贸 易 的 地 位 在 地

区贸易间 与 日 俱 增#从%=@!年 占 地 区 总 贸 易 的%?上 升 到"##%年 的@?
!8G*)Nd3*2C#"##U"&"##%年时_;‘占地区 总 量HU?的 中 国 吸 收 该 地 区

U#?的出口 !8G*)Nd3*2C#"##U"&中 国 从%=>#年 起 持 续 的 大 约 年 均@?
的增长 !在"##U年和"##H年 超 过=?"成 为 地 区 贸 易 发 展 的 主 要 推 动 力&
从>#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经济贸易依 赖 度 越 来 越 高#很 多 因 素 造 就 了 这 一

趋势#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加入 c]Z和与包括东盟在内的周 边 国 家 的

贸易自由化&

! 该定义包含了东盟国家&

在中国总进口中#东盟所占比例在=#年代从$?上 升 到=?#从 进 口 价

值量来说增加了U=#? !<*),’-b(,’()**)Nc*4.C435#"##U"&相 对 而 言#东

盟经济体地区贸易中流向中国的比例飞速增长#出口到中国的总量的增长远

超过其总出口量的增长 !表%#或是8G*)Nd3*2C"##U#表$L%"&可预期这

一贸易增长模式最起码在未来的十年会得到延续#即使不一定以同样的增长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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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东南亚’中国在其贸易国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百分比"和排序

国家 %==# %==! "### "##% "##" "##U

马来西亚 出口 "7%# "7!$ U7#= H7UU !7$U %#7@>
排序 %# = = $ ! U
进口 %7=" "7"# U7=H !7%= @7@H $7>"
排序 @ @ ! H H H

印度尼西亚 出口 U7"! U7>U H7H$ U7=% !7#> @7HU
排序 ! ! ! ! ! H
进口 "7=@ U7$> $7#U !7=! @7@$ %%7@"
排序 @ > ! ! H "

菲律宾 出口 #7@! %7"# %7@H "7H@ U7>! %"7##
排序 %# %# %# %# > U
进口 %7H# "7UH "7"> "7=! U7!H $7==
排序 = > = @ @ H

泰国 出口 %7%$ "7>@ H7#@ H7H# !7%$ @7#=
排序 %# $ $ ! ! H
进口 U7U% "7>H !7H! !7=> @7$% >7##
排序 $ @ H U U U

越南 出口 #7U% $7HH %#7$% =7HH $7H! $7H#
排序 $ U " " H H
进口 #7%$ U7=H >7=$ =7=% %%7>" %H7#$
排序 > $ H H " %

""资料来源’亚洲发展银行#*主要国家指标+!’22I’,,OOO7*NW7-1G,Q2*2(C2(,C,"#"##H年

>月&

五!全球市场上的竞争

中国在制造业 上 的 膨 胀 会 产 生 复 杂 的 影 响&从"##!年%月 开 始 实 施 的

V]& !]’3VG133.3)2-)]3J2(43C*)N&4-2’()G"制定了有秩序地瓦解 E:V
的程序过程#V]&将 对 全 球 生 产 贸 易 格 局 发 生 深 远 的 影 响&该 协 定 取 消 了

E:V在对美国和欧盟服装出口上的配额#由此将消除全球资源配置上的一个

严重扭曲#把低成本制造商特别是中国$ 推到了生产和出口一线&

$ 只需对比美国和欧盟市场中所占份额和没有配额限制的日本市场中中国产品市场份额#这一点就很明

显&

与此同时#中国与其他低收入国家之间在两者之外的世界市场上的竞争

空前加强了&中国加入 c]Z后获得了更多的市 场 准 入#同 时 消 减 了 进 口 中

间品的成本#所 有 这 些 都 削 弱 了 东 南 亚 经 济 体 中 主 要 制 造 部 门 的 竞 争 优 势

!<*),’-b(,’()**)Nc*4.C435#"##U)<*),’-b(,’()**)NE*12()#"##H"&更进

一步#如果:;<流向跟生产配置变动同方向#那么从长期来看中国在这些部

门的领跑优势显得越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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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的发展趋势对东南亚国家有多重要$答案部分地取决于中国与

东南亚国家在贸易中相互竞争或是互补的程度&事前的要素禀赋测量对于预

见贸易模式作用甚微 !]13a431#%==!"#因此经验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事后

测量&测量的一个指标是两个 国 家 !经 济 体"在 出 口 品 上 的 重 合 度&最 近 的

一篇文献用这个指标显示了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出口之间的高重合度#并且中

国与除菲律宾以外的东南亚国家的出口重合度在不断增加 !表""&从中国制

造业发展增加了出口生产流水线同时逐渐变得更为资本密集型开始 !AO*)#

"##")c3(CC*)N_*-#"##""#重合度就与日俱增@&

表""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

!用价值权数加总的同一产品分类中的重合百分比"

国家 %==# %==! "###

新加坡 %H7> %=7" U!7>
印尼 >!7U >!7! >"7>

马来西亚 U@7% U>7= H>7@
菲律宾 H$7U H@7> H$7%

泰国 H"7" !$7U $!7H

""资料来源’AO*)!"##""#表"7

@ 生产结构 上 一 些 相 似 性 的 增 加 反 应 的 是 地 区 内 部 产 业 内 贸 易 竞 争 而 不 是 在 第 三 市 场 的 竞 争

!V2’0B-1*4*#"##U"#尽管:;<从东盟向中国明显的转移趋势被当作是这些潜在收益的原因&
> 当然#T&V作为测量相当比较优势指标的精确度会受到诸如贸易政策等扭曲的影响&由于数据限制#
在此我们忽略了这些影响&

显性比较优势的测量 !R*4*CC*#%=$!"提 供 了 更 多 的 多 边 贸 易 中 要 素 密

集度的详细启示&T&V衡量一个国家某种商品出口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

界上该类商品占世界出口份额的比率&具体来说#假定国家X在"时期出口商

品P#T&V被定义为T&VXP"[
WXP",WX("
W<
P",W<("

#其中( 表示从X国 家 或 是 世 界 出 口

的总和&一般地#T&VXP"值大于%时意味着X国家在"年P产品生产上具有比

较优势#小于%则对应该国在该商品上的比较劣势>&表U给出了根据几个大

分类商品的最近数据计算的中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的T&V !大于%的数值用

黑体表示出来了"&中国在绝大多数农业部门 !Q<]&分类##%#H和"""以

及除了煤炭和化肥外的自然资源部门 !Q<]&分类"#U#$>"显示了低T&V
值#同时在各种装配部门 !@%%>%#特别是电器电子设备#计 算 机 以 及 其 零

配件和办公设备部门"(家具部门 !Q<]&分类>""(服装和鞋类以及配件生产

部门有很高的T&V值 !Q<]&分类>U%>!"&东南亚国家中印度尼西亚(泰国

和越南在农业和资源部门拥有的高T&V值的子部门最为广泛&这些经济体同

时还跟中国一样在诸如家具(服装(鞋业(背包以及装饰品和电器电子产品

这些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存在高T&V值#并且这些部门出口占上述国家总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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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比例&这些都反应在图U%>中&水平轴上所列的每一个产品分类#根据

与其对应的气泡的纵坐标刻度即为相应的T&V值#气泡的大小则表示该类产

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图U显示中国几乎所有的出口收入来自于Q<]&分类@
和>中各种行业&菲律宾和马来西亚 !图H和图!"在%=>#年仍然有超过@!?
的出口收入来自初级产品#现在都倚重于诸如计算机元件和电器电子产品等中

等技术含量产业&尽管马来西亚在棕榈油(橡胶和一些木材产品上保持相当的

比较优势#这些产业对其出口贡献却是很小的&泰国 !图$"尽管也有相当部分

出口收入来自农业 !Q<]&分类#和橡胶#""""#制造业出口还是主要部分&
与此相对比#越南 !图@"和印度尼西亚 !图>"既是资源丰裕型#同时又是资

源出口依赖型的’农业(渔业和自然资源产品占总出口很大比例&在制造业领

域#尽管印度尼西亚有相当的出口收入来自木制品(家具和纺织品等基于资源

的半制造业#总体来说两国都严重依赖于服装(鞋业和饰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

表U"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T&V值!"###%"##U的平均值"

分类 分类号* 中国 印尼 马来西亚 菲律宾W 泰国 越南,

活动物 ## #7@> #7U= #7@" #7#$ #7"U #7%>
肉及肉制品 #% #7!> #7#$ #7#H #7#% !7YY #7"=
乳制品和蛋品 #" #7#$ #7"@ #7"U #7%= #7"@ !7XS
鱼(甲壳及软体类动物及其制品 #U !7XK K7RY #7!% !7RR Y7SW !K7TD
谷物及其支配 #H #7@# #7%$ #7"# #7%" K7!C S7SR
蔬菜和水果 #! !7!R #7H$ #7"# !7TC !7TY C7YX
糖(糖制品和蜂蜜 #$ #7HU #7HU #7HH #7@! R7YX !7DX
咖啡(茶(可可(调味品极其制品 #@ #7H$ R7CX #7>H #7#= #7"$ !D7R!
饲料 #> #7UH #7H= #7U$ #7"@ !7CW #7#$
杂项食品 #= #7$> #7>U #7=> #7!" !7TR !7YC
饮料 %% #7"@ #7#H #7"U #7#> #7"$ #7%#
烟草及其制品 %" #7H# !7CT #7@# #7U" #7U" #7HH
皮革及生毛皮 "% #7#U #7#U #7#! #7#% #7#U #7H!
油籽及含油果实 "" #7!= #7#= #7#H #7#" #7#! !7KC
生胶 "U #7%H !D7WC R7R! #7"= !S7DX Y7!C
软木及木材 "H #7"> !7CS C7SX #7%U #7H@ #7!H
纸浆和废纸 "! #7#% K7RY #7## #7"> #7!! #7##
纺织纤维!羊毛纱除外" "$ #7=! #7@> #7"@ #7%@ !7CK #7%!
天然肥料和矿物 "@ !7TT #7@> #7%= #7"" !7X! #7U!
金属矿砂及金属废料 "> #7#@ R7CS #7%% #7>H #7"U #7U@
其他动物(植物原料 "= !7KR #7!> #7%$ #7>" #7$= !7RW
煤(焦炭及煤砖 U" C7XR Y7CT #7## #7## #7## !7WK
石油(石油产品及有关原料 UU #7"H !7WX #7=$ #7%! #7H" K7RC
天然气及人造气 UH #7#$ X7TX K7!R #7#= #7"$ #7##
电流 U! !7!Y #7## #7#" )7*7 )7*7 #7#@
动(植物油(脂及蜡 H% #7#= #7#> #7#" #7#" #7#@ #7#@
初榨(精制 或 分 离 的 固 定 植 物

油(脂 H" #7%% !K7DC !K7RR R7S! #7H" !7CX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续表"

分类 分类号* 中国 印尼 马来西亚 菲律宾W 泰国 越南,

已加工的动(植物油(脂 HU #7#@ K7KX !S7CC #7@> #7>> #7#>
有机化学品 !% #7!H #7>U #7$! #7#! #7!U #7%#
无机化学品 !" !7TC #7!@ #7"U #7%= #7"H #7#@
燃料(鞣料及着色料 !U #7@U #7UH #7U> #7#> #7"= #7#@
医药品 !H #7U# #7#@ #7#H #7#U #7#> #7#"
精油(香膏及芳香料 !! #7"! #7@" #7U$ #7%! #7@% #7H!
肥料!"@"组货品除外" !$ #7!$ !7!D #7$" #7!" #7%" #7%U
初级形状的塑料 !@ #7%@ #7$" #7@# #7#@ !7YX #7#H
非初级形状的塑料 !> #7"@ #7!@ #7H= #7"# #7!> #7%@
未列名化学原料及产品 != #7!U #7U# #7!@ #7%U #7$% #7"$
皮革(皮革制品及已鞣毛皮 $% !7KR #7HH #7%% #7#H !7YK #7UU
橡胶制品 $" #7@H #7=$ #7!" #7"@ !7SR #7U%
软木及木制品!家具除外" $U !7CC X7XK K7!! #7>% !7DX !7C!
纸和纸板 $H #7U% C7!D #7"" #7%! #7!U #7"!
纺织纱线(织 物 未 列 名 制 品 及

相关产品
$! C7S! C7!! #7H! #7U% !7!C #7="

未列名非金属制品 $$ #7=% #7$U #7U$ #7"$ !7!W #7$#
钢铁 $@ #7!! #7UH #7U@ #7#" #7!" #7%U
有色金属 $> #7@% #7=> #7H@ #7!" #7"= #7#=
未列名金属制品 $= !7TY #7H% #7HH #7%= #7@$ #7"$
动力机械及设备 @% #7H# #7"> #7"= #7#> #7$H #7%!
特种工业专用机械 @" #7U% #7%# #7"@ #7%> #7%> #7%=
金工机械 @U #7U@ #7#H #7"U #7%U #7"! #7#$
通用工业机械设备及零件 @H #7@% #7%= #7U$ #7%! #7>> #7#$
办公 室 机 械 及 自 动 数 据 处 理

设备
@! C7DD #7@" K7SC K7YC C7!W #7!!

电信 及 声 音 的 录 制 或 重 放 装

置及设备
@$ !7WX !7!W C7SY #7@# !7CK #7%H

未列名电力装置和装备 @@ !7DS #7H$ C7YT S7!C !7TD #7U"
陆路车辆 @> #7"$ #7%# #7#! #7"" #7H! #7#=
其他运输设备 @= #7U# #7#@ #7%" #7%U #7%= #7#H
活动房屋)卫 生(水 道(供 热 和

照明装置
>% C7RS #7U@ #7"" #7U$ #7$H #7%>

家具及填充制品 >" !7XX C7RR !7S! #7=U !7CX !7TW
旅行用品(手提包及类似容器 >U S7!C #7>@ #7#$ C7RX C7DD R7KK
服装及衣着制品 >H R7!C C7CX #7$> C7!S !7T! K7XX
鞋靴 >! R7SW K7DC #7%U #7"H !7S! !K7RC

专业(科学及控制用仪器和设备 >@ #7!! #7#$ #7$" #7"# #7"! #7#@

摄影器材及钟表 >> !7CS #7"= #7@= #7== !7DS #7"%
未列名杂项制品 >= C7!D #7!! #7!> #7H" !7DT #7!H
特殊交易及商品 =U #7#= #7#% #7H" #7#% !7DW #7>U
铸币!金币除外" =$ #7@> #7#% #7#@ #7%" #7"@ #7#%
非货币用途的黄金 =@ #7## !7TY #7U$ #7># #7!% #7#$

""注’*Q<]&U产品分类标准)W仅"###%"##"),仅"###%"##%&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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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U"中国’T&V和商品出口组成#"###%"##U
!"##U年出口占 _;‘比重[UU?"

图H"菲律宾’T&V和商品出口组成#"###%"##U
!"##U年出口占_;‘比重[HH7%?"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图!"马来西亚’T&V和商品出口组成#"###%"##U
!"##U年出口占_;‘比重[%#%7>?"

图$"泰国’T&V和商品出口组成#"###%"##U
!"##U年出口占_;‘比重[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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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越南’T&V和商品出口组成#"###%"##%
!"##%年出口占_;‘比重[H$?"

图>"印度尼西亚’T&V和商品出口组成#"###%"##U
!"##%年出口占_;‘比重[U#7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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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双边比较优势变化趋势

T&V测度比较了一国某商品占全部出口的份额与全球出口中该商品所占

份额&东盟国家与中国之间快速上升的双边贸易比例!表%"和东南亚国家对中

国出口与其对世界其他市场出口!图="显著不同的方式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
中国凸现为领导型贸易伙伴将对东南亚地区出口模式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图=
显示了主要分类产品目前的贸易数据#证实了所有的东南亚国家尤其是越南和

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出口品的资源要素密集度要高于他们对世界总体出口的资

源密集度&我们可以通过调查中国和各个东南亚经济体之间的相对比较优势

来预测今后贸易趋势的发展#具体做法是把各东南亚国家的T&V值!向量"减

去中国的T&V值&图%#%%H显示了根据"###%"##U年平均贸易数据计算获

得的结果#每个产品分类气泡的大小代表一国横轴对应的商品出口占该国对中

国总出口的比例&基于目前的贸易模式#这些数据暗示了如果只与中国进行贸

易#这些东南亚国家可能的出口组成#并且提供了指标来反应当中国作为贸易

伙伴的地位上升时这些国家出口可能发生的变化&

图="东南亚国家对世界和中国出口的部门组成对比

双边数据清晰地显示了三个不同工业组的发展变化模式&首先#在诸如电

子业等中等技术和高技术行业拥有很强比较优势的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将会增

长#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是这一模式的代表!图%#和图%%"#泰国在一定程度上也

遵照这种模式!图%""&可预期这种双边贸易可以得益于东亚内部运输成本和

贸易壁垒的降低#以及组件!主要是零部件"生产国际化的发展!V1)N2*)N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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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菲律宾%中国T&V构成#"###%"##U

图%%"马来西亚%中国T&V构成#"###%"##U

31eB-OCB(#"##%"&第二#随着中国的发展#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国竞争的 服 装(
鞋业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将会收缩&尽管因果关系并不能严格鉴定#但

是对比他们在全球市场上的出口模式#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很明显正在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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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泰国%中国T&V构成#"###%"##U

图%U"越南%中国T&V构成#"###%"##%

这个方向发展!图%"%%H"&第 三#自 然 资 源 和 农 业 出 口%%%棕 榈 油(橡 胶(木

材(原油和煤气以及各种畜牧业和渔业产品%%%都将扩张&
当前贸易发展趋势似乎在东南亚国家中显现出两种模式&马来西亚(菲律

宾和泰国正在成为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商并且这些出口有助于它们的经济

发展)另外一些国家#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可预期它们将成为中国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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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H"印度尼西亚%中国T&V构成#"###%"##U

主要自然资源产品供应国#并以此进口各种工业制成品&随着中国市场的持续

发展#以上所述贸易模式将成为东南亚贸易的主导方式&

= 利用_]V‘全球贸易模型模拟的结果表明中国加入 c]Z对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在"##%%"#%#年间的

累计影响是负的#尽管对于不同国家不同部门情况不尽相同&其中最大的两个赢家是自然资源部门和高

科技部门#确定的输家有服装(纺织和诸如汽车 之 类 的 中 等 资 本 密 集 型 部 门#估 计 服 装 出 口 下 降"#?%
"!?#不同比例取决于不同国家!<*),’-b(,’()**)Nc*4.C435#"##U"&出口严重依赖于服装并且很少有

与中国相互补充的制造业的越南被认为将承受最大的受损#大概是其_;‘的#7H?&对中国加入 c]Z
影响的全面经济分析预测印尼经济总体增长会小幅减缓#但是林业(矿业和农业以及使用这些产品作 为

投入品的行业会更快速地发展&该分析同样预期了纺织(服装和皮革业的大幅度!"U7H?"下滑&
%# 劳动力从城市制造业向农业转移的可移动性显然是一个经验估计问题’在印尼#%==>年>月一份官方

的劳动力市场数据调查发现#在前 一 年 制 造 业 和 建 筑 业 中 失 去 工 作 的 工 人 有U=?转 移 到 了 农 业!E*)D
)()G#"###’%"$"#增加了H@#####个农业就业或者%U7U?的年增长率!̂0G-#"###"&

促成东南亚生产和贸易结构改变的潜在驱动力是相当大的#这些驱动力

同时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产生作用&中国扩张对很多制造业出口的直接效应

可以通过贸易竞争的状况来衡量&间接效应表现在劳动力和其他要素市场上

对出口和生产模式变化的调整#以及国内经济的产业组成和:;<分布的转变&
东南亚制造业劳动力很大部分就业于服装(纺织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低技术行

业&在印度尼西亚#纺织和服饰生产占非原油出口总价值的"#?#同时在就

业人数上占大中型制造业总就业的"!? !9*.3C!"#$7"##U")在越南#服装

业占总出口价值的%H?#并且该行业雇用全部H$#####制造业劳动力的超过

"H?的部分)在柬埔寨#服装业出口占总出口比例以及就业占制造业总就业

的比例甚至都超过了>#? !F8<;Z"##H"=&中国竞争导致的这些出口收入的

丧失以及由此引起的低工资 !或低工资增长"将降低自然资源部门劳动力成

本#必定带来了比仅仅由于外部需求增长更高的利润%#&:;<带来了另一个间

接影响#尽管目前这种影响后果并不明确#一个可能的趋势是东南亚国家中

与中国竞争 激 烈 的 行 业:;<流 入 减 少 了#也 许 在 中 等 技 术 或 是 高 科 技 行 业

:;<流入的增加弥补了这一效应 !8G*)Nd3*2C#"##U)A10..*)NA’*1*C#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U"&
一些东南亚经济体 !尤其是印 度 尼 西 亚 和 越 南"与 中 国 经 济 不 断 增 加 的

互补性同样可以从T&V指标的相关系数显示出来 !表H"&负值意味着这些国

家专业化生产的出口产业与中国专业化生产的行业并不重合)反之正数表示

有相当的重合&表格中数字变化趋势说明马来西亚与中国互补#泰国与中国

重合生产的部分正在减少)越南存在高度重合#印度尼西亚有从弱互补到强

重合变化的趋势&

表H"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T&V相关系数

国家 %=>=%%==H %==!%%=== "###%"##U

印尼 \#7#U$ \#7#%! #7#%#
马来西亚 \#7%H% \#7%"@ \#7%HH
菲律宾 #7%H@ #7#H= #7%@U
泰国 #7U%% #7%"! #7#@>
越南 )7*7 #7U@= #7H#>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贸易数据库数据的计算&

%% 在很多美国制造商群体中#对中国贸易膨胀的不断关注正促使一些额外限制政策的出台&见1纽约时

报2’*]3J2(43/0-2*C]-+)NQ--)#+"8-b3.W31#"##H&

综上所述#中国的发展和全球化很可能引起东南亚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

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同时改善其初级产业贸易条件&印度尼西亚和越南

是受影响最明显的两个国家&中国增长引发的东南亚国家国内产业调整将会

增加他们密集使用自然资源和低技能劳动力的行业产出增加&在短期至中期#
这一转变会刺激 经 济 增 长#但 是 长 期 增 长 和 福 利 效 应 取 决 于 更 多 未 知 因 素#
可能的变数包括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世界其他市场的增长(投资和政策变

化趋势%%以及各个东南亚国家国内政策和制度环境&

七!分权活动和自然资源开采

中国的发展激起了对各种自然资源产品全球需求的扩张&鉴于比较优势(
地理相近和密切的贸易关系等因素#东南亚民族是这个需求膨胀的主要受益

者&种植作物%%%棕榈(橡胶(咖啡等的面积在截止到"##"年的十年中几乎

呈指数级增长 !&-J’3*N"##U"&沿海渔业和内陆河养殖渔业#以及采矿业等

部门也同样快速地发展&
中国森林产品 !原木(木材(纸浆和纸张(夹板(胶 合 板 和 木 制 品"进

口从%==@年至今已经增加了一倍多 !Q0)!"#$%#"##H"&自从中国在"##%年

禁止国内伐木后#木材进口增加了很多&新增加的贸易中很多是从俄罗斯进



第"期 <*)&-J’3*N’国际贸易和自然资源 *诅咒+ $"@""

口的#不过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继续供应相当大的部分&比如印度

尼西亚向中国出口的合法森林产品从%==@年已经增加了近$#?&当中国建立

了自己的木材加工生产能力后#这些国家至今最大的出口增长来自原木和木

材#夹板这一曾经是最主要的出口品的出口下降了 !Q0)!"#$%#"##H"&
在发展中国家#传统上对于森林和渔场等资源的管理权一直被牢牢地掌

控在中央政府的手中&然而#最近的政策倾向决定性地转向有利于资源管理

权向下移交#尤其是与此过程同时发生的在次国家层面上的民主化进程更强

化了这一结果&
然而分散管理存在明显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地方资源管理更

注重提高收入和创造就业而不是保护环境#尤其是保护环境的收益 !而不是

成本"往往可能被该地区之外和计划编制外的下游组织分享#这些下游团体

可以是在该地区之外或是未来的群体&另外还有一些常见的问题#不完全的

地方政府民主化对管理的有效性是一个制约’当管理无法对委托人地方政府

形成约束时#权力下放只会导致加速的采伐&此外#地方政府资源管理会产

生作用范围超过其地理边界的外部性 !之前所述对该国下游地区的影响和全

球范围内的生物物种和二氧化碳释放问题"#如何建立最优政策 *控制区+仍

然是很严峻的问题 !T-4**)N&-J’3*N#"##!"&上述问题叠加起来影响了地

方政府对自然资源管理的有效性&
最后#分权过程中构思并不精巧的管理法则损害了各级政府政策或管制

行动的能力&在大多数国家#地方分权包括了政府职员从首都向地方的转移#
这些中央政府机构地方办事处的权力往往从属于地方法令法规&此外#即使

是最优秀最诚实的地方管理也会受到能力限制的困扰)仅仅因为规模过小就

使得大多数地方政府无法支付资源管理(立法设计(法规执行和其他重要领

域中专业人员的费用&如果上述情况下地方政府管理受到各种相互冲突的目

标(贪污腐败或者能力限制的负面影响#资源管理权力向下移交的结果就是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丧失对资源管理的控制&

%"&-4a31*)NT3C-C0N*1.-!"##""最近的文章提供了对印尼分权运动与森林管理的精彩分析&

印度尼西亚很不幸地印证了地区分权如何以一系列方式损害有效的资源

管理%"&在其新法令 !83OZ1N31"体系下#森林管理政策和执行过程绝大部

分都被条文化在%=$@年基本森林法 !R:M"里&这一举措为国家扶持的商业

森林采伐提供了法律和制度框架#中央权力是至高无上的#特别地#当商业

或工业开采权与社区的森林使用权发生冲突时#传统法律不再有效#取而代

之后者无条件地被占优 !R*11#"##""&%===和"###年 通 过 的 新 法 条 款 修 改

了基本森林法 !R:M"#把实质性的管理权移交给了地方政府&这个开端标志

着国家分散森林管理的最初尝试#然而这些修改行动没有明确规定中央与地

方政府在权力和责任上的分工#并且它们只是过渡期颁布的法律#在这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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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期里地方上和农村中的一些精英分子摆脱了中央政府的新法规管制#开始

发起了事实上的地方发展政策制定权力分散化运动&&-4a31*)NT3C-C0N*1.-
!"##""注意到#缺乏一个强有力 !尽管同时也可能是独断的"中央政府或者

一套清晰的森林分散管理规则’*66政策执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事人和

场所&法律上确定性的欠缺加上没有合法的体系结构能够把自然资源及其使

用者一一对应链接使得几乎人人都可以去采伐森林#没有任何部门承担森林

管理的责任&+
事实上唯一确 定 的 是 印 尼 木 材 的 砍 伐 速 度 达 到 每 年 大 约>#######立 方

米#甚至超过雅加达制定的 *可维持标准+三倍多 !R*11#"##""&
印尼的捕 鱼 业 迄 今 一 直 是 该 地 区 单 独 经 营 渔 业 中 规 模 和 面 积 最 大 的#

%===年那个欠考虑的 地 区 分 权 法 导 致 渔 业 经 历 了 类 似 森 林 采 伐 那 样 的 过 程&
在该法律下#沿海渔场的控制被下放到省市政府#在此过程中没有出台任何

边界划分(管理协调规定或是其他基本的管制举措&类似于在森林资源管理

下放中发生过的情况#渔业的税收收入增加基本上都进入地方政府财政#这

样一来对应拥有开采权的地方政府来说保存资源是激励不相容的 !:-J!"#$%#

"##!"&几乎所有的沿海渔场都掌控在小经营者手中’大 约H#"###艘 商 业 捕

鱼船只中只有!@?是装有机械动力装置的 !;022-)#"##!"&因此控制这个行

业的成本很高#而且控制权已经下放到没有任何动机去实施管制的地方机构

了&如前所述#其后果是导致了每年捕捞量成倍增加#但是同等努力程度的

每次捕捞收获却不断下降 !表明鱼资源存量减少"&
越南近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U年该国按价值来分主要出口品是纺织

和服装 !%>?"#但是其他主要出口构成都是资源产品’海产品 !%%?"和大

米(咖啡(木制品以及橡胶 !%%?"&中国是其主要贸易伙伴 !表%"#对中国

出口中资源产品占总出口价值的=#?#同比对世界整体出口这一数字大概是

!!? !图="&缺乏对触犯土地(森林和水资源使用法律的违规者足够的法律

制裁#越南的权力下放刺激了类似印尼的资源采伐大赛&相对于其巨大的邻

居兼贸易伙伴国中国#越南和印尼面临了一样的问题’国内自然资源比较优

势的增加将会使得土地(森林砍伐需求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有强烈

环境保护意识的地方政府也无法控制资源损耗和污染问题&
东南亚国家权力下放过程中的另 外 一 些 制 度 缺 陷 促 成 了 一 些 特 殊 条 件#

使得地方政府在 该 条 件 情 形 下 倾 向 于 容 忍 资 源 高 速 度 开 采&大 体 来 说#这

一条件就是地 方 政 府 很 难 通 过 税 收 和 管 理 收 费 等 方 式 增 加 地 方 财 税 收 入&
印尼为了达到向地方政府转移收入的均等化 !著名的;VF"#采用了一个公

式来计算地方政府的 *财政能力+#然而 这 个 公 式 只 囊 括 了 很 小 一 部 分 来 自

自然资源开采的 收 入&也 就 是 说#对 于 自 然 资 源 丰 裕 的 行 政 区 选 择 增 加 开

采速度获得的收入 不 会 被 其 他 地 方 政 府 瓜 分#这 样 一 来 给 那 些 从 当 地 自 然

资源开采中 分 享 到 大 量 收 入 的 政 府 发 了 一 笔 不 小 的 横 财 !M3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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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UU"&在%===年法律框架第"!条条 文 下 !财 政 收 入 权 力 下 放"#印 尼 地 方

政府可以收 取 石 油 收 入 的%!?#煤 气 收 入 的U#?和 其 他 自 然 资 源 收 入 的

>#? !̂(44#"##"’"$"#然而地方政府真实 留 存 的 比 例 可 能 远 高 于 此 !:-J
!"#$%#"##!"&

八!资源开采地方化!全球化和资源诅咒

中国经济膨胀和不断融入全球经济引发的东南亚经济结构潜在的转变相

当巨大&不过#正如前面说过的#只有当这些变化与会阻碍最优政策制定的

扭曲相互作用时才会降低整体经济福利&在最贫困的国家#上述扭曲表现为

自然资源开采的不完全控制&这种扭曲作为一个历史现实存在#但同时引起

了大量的关注’近期资源管理分散化的脚步似乎大大降低了未来把资源开采

控制在一个社会最优化水平上的可能&由于资源管理权的不清晰和不完整或

是被滥用于寻租腐败#这个地区的经济体开始更加接近于R1*)N31*)N]*54-1
!%==@"描述的情况’一个在无管制的自然资源要素上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体

通过贸易损害了其自身的福利&缺乏对资源开采的有效控制并且无法保证对

未来资源租金的控制#这个经济体中任何个体都会尽快在短期内把其自然资

源出空套现#因而 不 难 想 象 其 长 期 经 济 增 长 速 度 会 降 低 甚 至 根 本 不 会 增 长&
如果这一可能成为现实#我们应该看到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中国的资源要素进

口需求#而是东南亚国家体制和政策的失败&

九!结""论

资源丰裕的东南亚经济体历史性的快速发展违背了Q*,’CDc*1)31的资源

诅咒假说#然而持续的全球化过程是否会使该地区资源最为丰裕的国家更易

于遭受新变量的冲击$特别地#中国的发展是否会把逃脱>#年代危机的经济

体卷入低增长$
中国的经济增长引发的贸易和投资效应被认为对东南亚地区有较为轻微

的负面影响#部分地中和了普遍预期的全球贸易自由化和贸易增长带来的积

极效应&工业部门分散化程度较低的国家诸如越南和印尼受到的负面影响将

远超过马来西亚等国#尤其考虑到后者在高科技部门的优势力量&对前者至

关重要的服装(鞋业以及相关产业尤其易受冲击#这些产业的萧条会引至劳

动力市场调整从而产生对经济的全面影响&自然资源外部需求的增长加上停

滞增长甚至下降的真实工资将刺激一系列行业产出增加#其中包括诸如林业(
渔业和矿业等开采部门#橡胶(棕榈和其他工业作物#专门的园艺作物 !热

带水果(咖 啡"和 渔 业&这 些 部 门 产 出 增 加 是 由 中 国 效 应 引 发 的 东 南 亚 国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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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转变的体现%U&
如果东南亚国家内部存在法律和经济体制能够正确地衡量和管制一系列

资源开采和出口的机会成本#那么它们在地区经济中重新定位角色的长期福

利效应是不显著的&然而#一旦对木材(渔业和耕地的需求增加没有法律保

护或是受到考虑并纠正外部性的经济政策的限制#更高的全球资源需求和更

低的劳动力成本会激起包括把森林变为耕地的资源采伐活动的加速&在该地

区的某些地方#这些难以逆转的变化降低了长期创收能力并使得这些地方更

容易发生环境灾难&本文认为在不完善权力分散化的国家发生上述结构的可

能性更高#这种不完善主要表现在资源使用权向下移交的过程中没有规定相

应的责任&

%U 有意思的是#这一变化趋势将使得东南亚国家*回到过去+&历史记载描述了东南亚%!世纪海上贸易

兴旺时期的情景’
*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原材料的出口商和制成品的进口商#其自身的制成品曾经是地 区 贸

易的一个主角#但是66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与其相邻的人口密集的制造大国不再需要这些产品&热带农

业作物和园艺作物66从贸易繁荣中获得最大的刺激7777紧随其后的是森林产品&+!T3(N#%==U’U""

有些忠告是必要的&中国经济持续的快速发展最终将使得其劳动力工资

上升#这个趋势将会降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近十

年来保持对美元固定汇率的人民币的升值会产生类似的效果#中国国内大量

使用进口原材料或是中间品的行业和主要面对国内市场的行业相对于其他行

业将会受益%%%两者都将削弱诸如服装和家具之类的劳动力密集型高附加值

行业的竞争力&在东南亚#善于把握市场机会的生产商将毫无疑问地生存并

兴旺起来#即使他们处在总体萎缩的行业中也不例外&最后#诸如马来西亚

和泰国这些与中国经济有很大互补或是重合部分不断减少的经济体将会在与

快速增长的中国更为自由的贸易过程中获益#诸如计算机元件和其他高端电

子产品这些专门产品部门的增长应该弥补一些本文之前所述的中国膨胀带来

的负面效应 !这些增长前景在一些资源最为丰裕的国家#尤其是印尼和越南#
则不是很强"&上述的每一种可能都值得仔细和深入研究&

至于政策建议方面#本文所提及的资源最丰裕国家可能的变化是否会成

为名副其实的 *诅咒+仍然有 待 时 间 去 证 实&首 先#这 些 变 化 是 在 全 球 化 获

益 !预期"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众 所 周 知#持 续 的 经 济 发 展 同 时 会 引 发 保 存

资源的需求并且会创造执行这些需求的规则体系%%%A0e)32C的环境曲线所描

述的机制&其次#自然资源诅咒有赖于市场或是制度失效#这些失效包括弱

制度和管制的效应&在制度较 强 的 国 家#产 权 !包 括 污 染 消 费 权"通 常 受 到

更好的保护#因此约束了彻头彻尾的资源开采大赛策略&就这点来看#越南

和其他国家境内的高地以及印尼外围的岛屿是亚洲地区受中央政府控制最薄

弱的地区#似乎也就成为了最容易受到诅咒攻击的地方&其他国家和地区显

示了更为复杂的经验证据#其中的一些表现似乎比预期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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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地方分权运动与全球市场变化如何相互作用以影响其自然资源管理

将成为决定这些地区的森林(土壤和其他自然资源存量及其全体公民的福利

的关键因素&

附录

表VD%"自然资源丰裕经济!%=@%年自然资源出口!占总出口百分比"和

%=@!%"##%年人均_;‘增长率

国家
自然资源出口

占总出口比例?
人均_;‘
增长率?

国家
自然资源出口

占总出口比例?
人均_;‘
增长率?

高自然资

源,高增长

泰国 >= U7@U 马来西亚 =% U7H!

印度尼西亚 => U7U@ 智利 =! U7U%

斯里兰卡 => U7#= 苏丹 %## "7U%

巴拿马 => "7U% 布基纳法索 =H "7""

所罗门群岛 %#U "7"" 新西兰 =# "7%!

贝宁湾 =H "7%"

高自然资

源,低增长

阿尔及利亚 =% %7= 玻利维亚 =@ %7$U
喀麦隆 =# %7@@ 乍得湖 =H %7H=

科特迪瓦 =H %7%U 厄瓜多尔 => %7=%
加蓬 =" %7%% 加纳 == %7@H

几内亚比绍

共和国
=> %7!! 圭亚那 =@ %7=H

洪都拉斯 =@ %7=U 伊朗 =! %7H>
科威特 =! #7$= 马达加斯加 =% %7%
马拉维 =@ %7>$ 马里 =% %7=U

毛里塔尼亚 =" %7>H 尼日尔 =$ %7%
尼日利亚 == %7H! 秘鲁 == %7H>

菲律宾 =U %7>> 委内瑞拉 == %7U"
赞比亚 %## #7>U 澳大利亚 ># "7!!

巴巴多斯岛 @! "7U> 巴西 >" "7"%
哥伦比亚 >@ "7"@ 刚果 $$ "7U"

低自然资

源,高增长

哥斯达黎加 @@ "7"@ 塞浦路斯 >U H7#U
埃及 @" U7#= 希腊 $= "7U@
约旦 @@ "7H> 墨西哥 $" "7"!

摩洛哥 >! "7U= 新加坡 $U U7@H
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
>$ "7!H 突尼斯 >H "7@!

土耳其 >> "7UH 乌拉圭 ># "7"
阿根廷 >! %7@= 中非共和国 $" %7%=

萨尔瓦多 $> %7$> 危地马拉 @" %7>@
尼加拉瓜 >! #7$

低自然资

源,低增长
塞内加尔 @@ %7@" 多哥 >" %7"!

""!把%=@%年自然资源出口占总出口比例超过$#?的国家定义为自然资源丰裕国家)表格中*高+和

*低+都是相对平均水平而言&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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