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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民族地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与可持续发展
*

李俊 清

[摘 � 要 ] 制度变迁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通过对民族地区的政府职能转变和路径变迁选择进行分

析, 认为民族地区在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方面, 普遍存在着诱致性因素不足或一些诱致因素会产生严重

负效应, 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如果在目标设定、内容和措施选择失当的情况下则会引发政府与市场错位的

问题。因此, 本文认为,民族地区制度变迁应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选择恰当的变迁路径, 以实现经济

社会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 制度变迁;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 ] D633� � [文献标识码 ] A� � [文章编号 ] 1006- 0863( 2009 )07- 0077- 06

� �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以及各项社

会事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截止 2007年底,民族地区 (指 5

个自治区和云南、贵州、青海 3个多民族省 ) GDP总量达到

24768亿元,与 1978年的 324亿元相比, 按可比价计算增长

了 15. 2倍,年均增长 10. 1%。但是,由于诸多因素制约,民

族地区的发展依然相对落后, 生产总值仅占全国的 9%左

右,人均生产总值只相当于东部地区人均水平的 35% 左右,

地方财政收支差达二千多亿元。目前, 我国农村绝对贫困

人口和初步解决了温饱的低收入群体也主要集中在少数民

族聚居区,贫困发生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改变民族自

治地方的落后状况, 实现民族自治地方经济与社会的跨越

式发展,维护国家统一和增强民族团结, 需要多元力量的推

动。但通过制度创新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 无疑相当关键。

所谓制度是指一系列约束和激励社会成员行为的规

则,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具有非常直接的关联。制度变迁

一般通过两种方式进行: 一种是诱致性变迁, 即社会群体或

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

性变迁;另一种是强制性变迁, 是指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强

力推进的制度变迁。目前, 我国民族地区的发展进入了一

个关键阶段, 一方面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以促

进民族地区发展, 实现民族关系的和谐; 另一方面, 长期历

史进程中形成的区域间、民族间发展差距, 在市场经济体制

下其实并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因此, 民族地区社

会各界尤其是政府, 都在试图通过大规模的制度创新以推

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但是在制度变迁的路

径选择方面, 却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

响着制度变迁的效果, 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民族地区的长远

发展。本文结合民族地区政府职能转变与制度变迁的路径

选择 ,对相关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一、基于社会需求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在制度经济学理论中, 引起或影响制度变迁需求的要

素有六项,其中任何一项的存在, 都可能导致社会产生制度

变迁的需求。它们分别是: 要求与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

动、技术进步、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市场规模、偏好的变化

和偶然事件。民族地区在过去多年里, 非常注意对制度变

迁需求的把握,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 以

减少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 但在这一过程中 ,却因为对制度

变迁的需求把握不足,或者内部诱致动力缺乏, 而暴露出一

些问题。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 政府所需要发挥的作用非

常有限,而且制度变迁直接由社会需求引发 ,由社会组织完

成, 其满足社会需求度高且社会代价也相对较小, 是较为理

想的制度变迁模式。但是, 民族地区诱致性制度变迁却在

以下几个方面受到了重大局限并引发了一些问题:

1.技术、市场及其他制度的诱发能力微弱

近年来,学术界在研究总结东南沿海经济快速发展的

成功经验时,经常把浙南和苏南两种发展模式加以对比, 认

为浙南的经济发展主要是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推动, 而

苏南则更多地由强制性制度变迁推动。在分析浙南的诱致

因素时,认为浙南地区相对较差的自然环境带来的生存压

力, 善于经商的传统习俗,敢闯荡、敢冒险、不怕苦、讲实效、

勤俭节约的价值观等内在的地方文化是当地政府可以实现

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内部条件, 而 1978年之后中央政府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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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控制的放松、浙南过去与海外的密切交流带来的对外部

世界的了解、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等则是外部因素。内外因

素共同激发了社会群体追求利益的强大积极性, 而政府因

势利导,不断地放松对经济的限制, 鼓励新的市场经济制度

的生成与完善, 从而进一步激发了民间的经济活力, 促成了

浙南经济的空前繁荣, 在短短二十几年里, 使得浙江这个既

没有区位优势、又没有资源优势的省份, 人均收入从全国排

名靠后一跃而成为除几个直辖市外最高的省级区域。[ 1]对

于当前民族地区而言, 外部诱致性因素与浙江有很多相似

之处 � � � 国家控制放松, 发达国家、发达地方产业要向内地

转移。但是,民族地区却存在着内部性诱致因素不足的问

题, 市场狭小、观念落后、社会发展水平低使整个社会对制

度变迁的需求远没有东部沿海地区那样强烈。由于地理的

封闭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民族地区社会缺乏参与市场活动、

追逐个人利益的激情和能力, 许多少数民族群众根本无法

接受高风险、快节奏的市场经营方式; 少数民族群众大多注

重当前的生活, 重视宗教和传统仪式, 而不太在意生产资料

和资本的积累, 在民间很难形成可观的资本力量;由于教育

水平相对较低, 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民族地区

各族群众对市场信息的了解和利用程度都远低于其他地

方,利用市场机制的能力也受到更多的客观条件限制; 民族

地区的企业管理者与发达地区相比, 整体上思想解放程度

以及能力和素质方面存在差距。这些内在的不利因素, 使

得民族地区政府想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来激发本地发展动

力的努力往往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 民族地

区政府更多地想通过要素与产品价格因素, 利用外部诱致

因素,来实现制度变迁,但这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2. 要素与产品价格引发的诱致因素具有反生态性

随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资源、能源和其他初级产品

的价格在不断上升。许多落后地方正是利用这一趋势, 通

过制度变迁参与全球市场, 实现了本地经济的高速发展。

民族地区在内部诱致因素缺乏的情况下, 也积极地利用当

前存在的发展差距, 以及民族地区富有资源、能源和其他初

级产品的优势, 鼓励本地社会进行制度本迁以参与到全国

乃至世界经济大市场中, 以实现本地区的快速发展。招商

引资、企业改制、大建工业园区都是这种制度变迁的表现。

但是,这种基于要素和产品价格长期变动而进行的制度变

迁,却给民族地区长期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

首先,外部资本向高能耗、低效益产业集中。据新华社

报道, � 2002年下半年以来,国内能源趋紧, 高回报低投入的

巨大反差,使高耗能产业一时间成为暴利行业, 各国投资者

蜂拥而至, 西部能源富集区成了高耗能工业发展的乐园。

在一些招商引资快速膨胀的贫困地区, 高耗能工业已成为

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如今, 高耗能产业在我国西部能源

产区出现遍地开花的发展态势。� [ 2]这种高能耗产业集中的

现象,在民族地区相当普遍。许多民族地区都出台了大量

的优惠政策, 鼓励外来资本开发本地资源, 以换取本地经济

的快速成长。尽管社会各界认为这种发展模式对于当地长

远发展极为不利,希望能够改变, 但是当前要这些地方寻找

新的发展路径以替代这种高能耗产业,却非常困难。

其次,外部资本往往投向资本密集型产业, 对促进民族

地区民生问题的解决作用甚微。由于外部资本进入民族地

区, 纯粹本着逐利目的, 它们不关心当地的就业和民生问

题, 尽可能地回避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而政府出于引资

和留资的需要,对外来资本的投向引导不力 ,对其社会责任

监管力度不强。这使得很多外来投资往往都投向了追求短

期利益的资本密集型产业, 在疯狂地掠夺当地资源、剥削当

地本已廉价的劳动力之后, 往往形成外来资本获取暴利, 政

府财政迅速膨胀,经济成长指数高位运行, 而民生状况却没

有改善甚至降低的奇怪现象。 2006年 5月 15日, �瞭望新

闻周刊�以�富财政穷百姓�现象: �百强县�竟是贫困县�为

题, 报道了内蒙古准格尔旗等地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企业、政

府、百姓在经济发展中获利极度不均的现象。该报道认为,

�由于大企业采用机械化作业方式,因此当地文化程度低的

农民根本无法到企业就业。所以从经济上看, 资源开发促

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但是对当地百姓的脱贫贡献甚

微。� [ 3]实际上, 这种由外来大企业参与开发民族自治地方

资源 ,使当地经济发展速度和财政增长速度都大大提升、但

百姓却获利甚微的现象, 在民族地区极为普遍。这使得借

助外部诱致因素的制度变迁带来的经济发展, 不具有可持

续性。

3�诱致性制度变迁导致经济更加边缘化, 进一步恶化

了民族地区自主发展的环境

由于民族地区诱致性制度变迁带来的经济发展, 主要

是由来自区域之外的企业推动, 而民族地区内部诱致因素

的成长现在效果还不明显。这种制度变迁造成的发展模

式, 使得民族地区的经济有边缘化趋势, 民族地区自主发展

的环境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可能出现恶化。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民族地区在国家产业分工中处于低端, 经济产出

的附加值更多地被其他地方获得。在经济领域, 处于产业

分工高端的产业, 经济产出的附加值往往更高, 反之亦然。

在当前民族自治地方产业结构中, 处于低端的以生产初级

产品为主要业务的产业占据了绝对优势, 而科技含量高的

深加工产业比例较低。这使得民族地区在产业分工上有沦

为其他地方附庸的危险,而这种附庸地位一旦形成, 将很难

改变。例如, 新疆是我国的棉、毛主产区, 但新疆却没有几

家有实力的服装设计和生产企业, 只能向东部服装产业基

地供应原料, 获利较低。但是,东部服装产业基地生产出的

服装成品, 利润一般要高很多。这种产业分工, 不利于民族

地区的竞争力提升。

第二,民族地区产业单一,导致其在市场价格竞争中处

于劣势。在对内蒙、宁夏等煤产区, 云南、贵州等金属矿物

和能源产区的调研中, 当地官员对当前矿产资源和能源的

定价机制都极为不满。以内蒙为例, 内蒙的煤炭出境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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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只有煤炭消费地市场价格的 1 /2到 1 /3, 而内蒙采购外

来产品却只能依据市场价格。这种价格机制一方面固然有

国家政策的影响, 但从根源上来说还是因为民族地区产业

结构单一,在市场定价机制中缺乏影响力。这种价格竞争

的劣势,使得民族地区事实上处于被剥夺的不利地位。

第三,社会自发展能力低下导致各种资源外流, 进一步

恶化了当地的自发展能力。由于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对民

族地区自发展能力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 民族地区与其他

地方的发展差距在这些年不但没有缩小, 反而呈现进一步

扩大的趋势。这使得民族地区的人才、资金等对本地发展

至关重要的资源大量外流, 进一步恶化了民族地区本已不

佳的发展环境。

二、基于政府自觉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的需求对于民族地区而言始终存在, 但是诱

致性制度变迁带来的发展问题也非常严重。民族地区制度

变迁的诱致受到局限之后, 政府习惯性地承担起了推动制

度变迁的责任, 从而使得民族地区整个社会制度变迁的主

体日益单一化。政府要实现制度变迁, 只能利用政策、法令

等具有强制色彩的工具, 这就使得整个民族地区的制度变

迁逐渐从诱致性向强制性转变。 �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

政府命令或法律引入和实现的制度变迁。� [4]民族地区政府

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 出台了不少法令和政策, 以实现

政府引导下的制度变迁, 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但这一过程,

仍然会引致许多问题。

1. 民族地区政府强制性社会变迁的行为

由于诱致性社会变迁可能带来诸多的不利, 因此, 民族

地区政府在继续通过诱制性制度变迁来吸引外部逐利组织

来本地发展的同时, 也采取了许多强制性制度变迁手段,刺

激本地的内在发展动力, 或者限制外来资本的不利影响。

主要形式有:

第一,新观念的灌输。民族地区强制性制度变迁首先

表现在政府掌握的舆论资源在社会中灌输新观念, 而这种

灌输往往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在许多民族地区, 如果政府

试图采取某种新的方式来干预经济, 试图在制度方面进行

创新,往往会通过各种会议、各种媒体来向社会宣传政府的

意图,统一全社会的思想。在宣传过程中, 与新制度有着重

大利益关系的企业家或者社会组织往往会被要求参与有关

会议或者学习有关精神。由于政府拥有的强大的资源, 这

种宣传方式对于社会主体而言, 具有非常强的压力。通过

灌输新观念从而为制度变迁创造思想基础的行为, 与林毅

夫在�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理论: 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

迁�一文中强调的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的作用较为类似,所

不同的是林毅夫强调既有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而

政府通过灌输新观念则是以意识形态的创新推动制度变迁

的进行。

第二,对企业行为的介入。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环

境中,企业的决策应该完全自主,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

主体, 不应该介入企业的行为。但是,当前民族地区政府介

入企业行为的现象不但大量存在, 而且介入程度非常深。

例如 ,为了完成政府的经济发展绩效目标, 给企业规定生产

增长计划;为了实现政府财政收入增长, 对企业的纳税额提

出具体要求;为了培育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 由政府主

导实现不同企业之间的联合或者合作; 为了使企业能够提

升科技含量,政府给企业下达科研指标; 为了节约企业经营

成本 ,政府动用公权力帮助企业建立原材料供应渠道或者

进行市场推广;为了培育新型的企业经营模式, 政府要求企

业按照其意图进行经营体制改革。诸如此类的干预行为,

在民族地区屡见不鲜。由于民族地区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

往往都是国有或者集体企业, 它们与政府的关系一般都非

常密切,因此即使政府的干预行动严重侵扰了企业的自主

经营权利,企业也很少会进行抵制。

第三,对市场调节机制的替代。市场机制是围绕着价

格机制的一系列资源流动机制的总和, 具体包括价格机制、

竞争机制、风险机制和供求机制。市场机制要发挥有效的

作用必须具备几个重要的条件: 价格由市场自发形成、市场

主体意志自由、资源流动不受非市场因素控制。为了实现

本地区经济按照政府的意图发展, 当前有不少民族地区政

府频繁地以政府行为代替市场机制, 改变市场运行的条件,

以控制资源配置, 使之服从服务于政府预期目标。这些措

施包括: 关键产品政府限价甚至定价,如政府对土地、农产

品、矿产资源等制定价格, 以方便或者限制使用者获取这类

资源 ;设定特别的市场准入标准, 使进入特定市场领域的市

场主体符合政府要求, 从而使特定产业或行业按照政府预

期目标发展;以公权力整合资源, 廉价供应特定的企业或行

业使用,帮助这类企业或行业获得超常的市场优势; 以行政

命令干扰市场信息,从而改变市场资源流向。

第四,政府承担市场中介角色。当前, 有不少民族地区

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为市场中介的主力, 活跃于各种掌握资

本的投资人中间游说。在一些民族地区, 招商引资被确定

为政府最重要的任务, 政府每个部门都被安排了一定的招

商任务, 而且招商绩效往往是部门绩效考核最重要的指标,

即使该部门的主要业务与经济并没有直接关联; 从最高行

政首长到基层的部门职员, 每年都会被要求去相对发达的

地方开展一定时间的招商工作, 完成一定额度的招商任

务。[ 5]为了促进本地企业的壮大, 政府出面游说本地企业进

行合作也是常见现象,政府经济主管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

就是安排企业之间的合作, 为企业之间的沟通协调提供服

务。政府整合科研机构资源, 要求高等院校为企业技术、管

理革新和人力资源素质提升提供服务, 从而提升企业竞争

力, 也是政府作为市场中介的行为表现。

总得来看,当前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制度变迁

大多数遵循这样的路径: 以政府承诺作为社会动员的主要

方式 ,由行政力量推动制度变迁信息的传播 ,资源分配方式

高度体现政府意志, 经济发展领域的选择由政府而非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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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正是在这样的路径下,政府将新的制度外加于社会,

从而释放社会发展的力量。

2. 强制性制度变迁带来的问题

强制性制度变迁, 对于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而言, 具有

必然性。因为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要想取得较好的效果, 必

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如交易受到的非市场因素阻滞很少,市

场信息传播顺畅, 产权制度比较完备。然而, �无摩擦交易、

完备的信息和明确界定的产权等假设条件, 在处理不发达

地区 (那里的要素和产品市场不完全 )的许多经济问题和理

解历史的演进过程时显得尤其不适当。� [ 6]在民族地区, 市

场交易受到的限制来自多个方面, 许多限制条件如果依靠

市场主体自身去应对, 或者无能为力, 或者成本过高而无意

去应对; 市场信息由于相对落后的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状

态,由于整个社会普遍的教育水平的相对低下等因素, 无法

顺畅传播;而产权制度不明晰, 一直是我国经济领域里的顽

疾。这些市场机制中存在的缺陷以及民族地区后发劣势的

现实,使得民族地区如果完全依靠诱致性制度变迁将会导

致许多问题, 最终影响经济健康发展。而通过强制性制度

变迁,则有可能纠正诱致性制度变迁中的不利因素, 使经济

按照政府理性规划而运行, 从而确保经济成长的健康稳定。

事实上,当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 且出现了一大

批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 这都与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有着直接的关系。然而, 强制性制度变迁却也给民族地区

带来了许多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 就有可

能影响到民族地区的长远发展。

( 1)政府庇护下的企业、产业竞争力具有一定虚假性

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一般

都是直接针对特定企业或特定产业, 其主要内容往往都是

通过新制度的实行, 为这类企业和产业的发展提供便利,使

之能够获得超常规的发展。由于政府权力的特殊关照, 这

些企业或产业相对脱离市场竞争机制来发展自己, 提升自

己的实力。但是,这种脱离市场竞争机制而获得的实力,是

不是真实的市场竞争能力却值得怀疑。

( 2)强制性的产业聚集并没有带来经济效益的实际提

升

在民族地区政府对经济发展所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安排

中, 通过集中土地、公用设施、公共服务等一系列资源整合

行动而建立开发区, 以政府的力量推动产业聚集是非常普

遍的现象。然而, 这种由政府强推的产业聚集而形成的开

发区,取得良好效益的却并不多。在民族地区, 开发区遍地

开花, 但许多开发区设立目标不明确, 主导产业不清晰, 入

驻企业数量少、投资额低,土地闲置率高等却使得其事实上

开而不发, 大量的土地、公用设施、财政投入和金融资产因

为这些无效率的开发区的建设而被浪费。

( 3)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关系与政府改革潮流背道而驰

由于民族地区强制性制度变迁, 往往采取的是对特定

企业或行业进行特别照顾的方式来实现, 而这种特别的照

顾总是伴随着政府对企业行为的介入, 对市场机制的替代

等, 这使得民族地区政府与企业、市场关系的调整进展缓

慢。在不少民族地区, 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 对政府的

依赖程度极高,企业事无巨细总是想当然地向政府汇报、寻

求政府的帮助;而政府特别是其经济主管部门, 也不认为政

府参与企业决策、参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存在什么问题。

行业协会、市场中介组织等也与政府有着密切关系, 实

际上大多数行业协会根本就没有脱离政府系统而独立运

行, 其主管人员来自政府, 主要决策依赖于政府意志, 日常

活动经费由政府提供。在行政命令与市场规则的博弈中,

经常是行政命令优先于市场规则。这些政府与企业、市场

的关系状态,与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公共服务型政

府的目标相违背。但要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目标, 却又

无法完全避免。

( 4)政府行为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公正

强制性制度变迁往往意味着政府凭借强制力量整合社

会资源, 供应具有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优势的社会主体

使用 ,以实现经济的更高效率的发展。而这又必然带来另

外一个严重的问题, 即本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已经非常

严重的社会不公平现象, 政府不但没有基于确保社会公正

的角度去消解,反而因为制度变迁的需要而使之进一步加

大。

( 5)权力滥用现象难以遏止

在政府掌握大量资源并且对这些资源的分配具有支配

性影响的时候 ,权力寻租现象就会难以遏止。近些年来, 民

族地区有不少党政干部因为贪污腐败而沦为阶下囚, 其中

不乏高级领导干部。腐败现象的存在, 与党政权力对社会

资源配置的影响太大、太直接有关, 使得想要获取资源和利

益但却不愿意付出体制内成本的投机者争相通过非法渠

道, 以腐蚀掌权者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利益。实际上, 贪污腐

败现象只是权力滥用的冰山一角, 在政府整合社会资源、推

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进程中, 以非法手段剥夺弱势群体利

益, 对丧失土地、房产等基础性生活资料的群体补偿不公,

以公共利益名义谋取政府自身狭隘利益, 以超越宪法公平

原则的方式赋予部分人特权等权力滥用现象也时有所见。

( 6)路径依赖导致制度僵化

在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 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就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现象往往很严重。诺斯

在其著作中这样描绘路径依赖的形成: �参加者的主观精神

构想会演进成一种意识形态, 它们不仅会使社会的结构理

性化, 而且还选择了不佳绩效。结果,经济中会演进出一些

加强现有激励与组织的政策。� [ 7]在民族地区, 制度变迁的

路径依赖在许多方面已经显现出来, 如习惯性地移植部分

发达地区现成制度和经验, 习惯性地依赖行政命令或政府

的组织力量推进社会制度改革, 习惯性地为本地企业和产

业社会责任的规避进行辩护等。而因为利益集团的形成导

致的既得利益者强力影响公共政策和制度设计, 使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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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停滞不前, 或按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方向进行的现象也

常有发生。而路径依赖会导致制度变迁事实上失去了变迁

的意义,使制度设计对生产力的释放效果变得非常弱, 甚至

成为束缚生产力的绳索。

三、民族地区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优化

1. 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制度变迁目标与路径选择

在当前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 , 虽然政府对于

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 但

是一些地方政府对于通过制度变迁应该实现的目标定位却

出现了偏差。有些民族地区政府只是简单地想要通过制度

变迁来实现经济的短时期快速增长, 从而获得本届政府的

政绩,并没有形成关于制度变迁的战略眼光 � � � 即通过制

度变迁的推进, 提升本地方自我发展的能力, 使本地方具有

长期发展的动力。正是这种目标定位的偏差, 使得许多可

能损害本地方长远经济发展能力, 但却能获得即时性经济

增长表象的制度, 居然会成为一些民族地区制度变迁路径

的首要选择。

首先,民族地区制度变迁的目标定位, 应当遵循�中共

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所

提出的 �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无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

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 都必须使其带来的利益能够惠及全

体人民,能够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不是畸

形发展,够确保民族地区内部协调可持续发展, 而绝不能是

只顾眼前不计长远、只顾局部而不虑全局的发展。其次,民

族地区制度变迁应以提升本地区的发展能力为根本目标。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明确政府并不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参与

者,只是经济运行的护航者。政府不应该片面地追求当前

的经济成长指标, 不能为了一时的政绩而改变经济发展的

正常轨迹;不能为了谋求政府自身或者个别领导人的狭隘

利益,而在制度变迁路径选择与目标设定的重大问题上草

率行为。

2. 坚持诱致与强制相辅相成的制度变迁方式

在制度变迁的两种主要方式中, 由于诱致性变迁是基

于社会自发形成的强烈诉求, 而强制性变迁则是基于政府

所拥有的强制性权力。因此, 诱致性制度变迁不仅成本较

低,而且变迁所产生的新的制度体系与社会的融合程度较

高,制度效果也会更好。目前, 我国民族地区制度变迁的诱

致因素很多, 如丰富的自然资源, 廉价的劳动力, 尚未开发

的巨大市场等等。而近年来诱致性制度变迁之所以产生了

一些问题,主要是由于民族地区社会内部对诱致因素的响

应不足,而来自外部的响应者则又利用政府引导与控制力

度不足的空隙, 不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搭便车�现象严重

所造成的。如果能够采取恰当的方式, 激发本地社会力量

对本地诱致因素的响应, 同时加强对外部响应者的引导与

约束,则完全可以将本地的诱致因素充分利用, 使制度变迁

高效而成本低廉。

要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与确保本地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

良性发展方面取得平衡, 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在推动诱致性

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找准诱致因素, 有选择性地将存在于本

地方的诱致因素的势能发挥出来, 通过回应性的政策释放,

适当借助外部经济力量,培养本地的竞争力 ,而非仅仅追求

表面的经济成长数据。从这个意义上说, 对于民族地区而

言, 如果诱致因素及其诱致的外部经济力量 ,有利于本地长

远发展能力提升,则这种诱致因素是可用的 ;如果诱致因素

及其诱致的外部经济力量, 只能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 但会

损害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则要严格控制。

3.以强制性制度变迁推动诱致性制度变迁因素的成长

由于民族地区的市场机制还不完善, 社会成员的权利

观念、制度观念和风险意识等都还有待培育。因此, 仅仅依

赖于诱致性制度变迁来实现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能力的提

升, 其效果并不会很明显。民族地区政府需要有计划、有步

骤地通过一些强制性的手段, 如强制性的观念灌输、政策法

规出台、适当的企业扶持、对市场机制的部分替代等途径,

有目的地将一些本地社会中诱致因素较少, 但却有利于本

地方长远发展的制度在本地强制推行, 并以政府持续的政

策活动,使相关制度与本地社会文化实现融合。

由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相当高的风险, 因此政府在

推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中, 一定要以培育民族地区市

场环境的制度和法规为主要内容, 引入本地相对缺乏的诸

如产权制度、交易体系、竞争机制、权利观念等有利于市场

经济体制完善的制度和观念, 为资本市场的形成、金融服务

体系的完善、市场中介组织的成长以及市场活力的提升注

入能量。此外, 强制性制度变迁要特别注意强制的方式, 绝

不能把强制等同于政府强权, 等同于行政动员, 等同于事事

都由政府包办。否则只能扼杀社会自主发展和自我管理的

活力 ,形成市场主体对政府的无限依赖, 总是期待着政府给

资源、给服务、给市场、给政策,从而失去了自身的创新动机

和竞争活力。要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对制度变迁的广

泛参与,增强其对制度变迁的认知和响应能力, 使制度变迁

的收益增大成本降低。

4.通过发展教育提升制度变迁的动力

在诺斯及其他制度经济学派的视阈中, 制度变迁最根

本的动力,并不在于经济性的制度供给或者对具体经济问

题的解决,而在于一种与经济有关但却无法归入经济领域

的社会问题的解决, 那就是教育和社会知识的传播。诺斯

等人认为, �知识的积累, 教育体制的发展 � � � 导致了社会

和技术信息的广泛传播, 以及与工商业和政府机构的发展

密切相关的统计资料储备的增长, 减少了与某种安排革新

相联系的成本。� [ 8]

当前民族地区之所以在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

变迁过程中都会遭遇种种阻力,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

整个社会教育发展水平的落后, 以及因此导致的社会知识

的整体贫乏。社会对于市场、法治、竞争等市场经济体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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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关重要的观念认识不足, 而且缺乏追求利益的足够的技

术与能力,这些都导致了民族地区社会既缺乏制度变迁的

内在诱致因素, 又缺乏响应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意愿,从

而使得制度变迁难度相对较大, 成本居高不下。而反观国

内外制度变迁的成功范例, 几乎都在制度变迁的准备阶段

或者制度变迁过程中, 采取强制措施整合社会资源以优先

发展教育,提升社会知识水平。由此可知, 教育和社会知识

水平对于一个地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而言, 具有决定性

的意义。然而,目前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相对落后,教

育投入不足、教育水平不高仍然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9]

虽然民族地区政府对此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 但是在 GDP

至上的政绩观引导下, 具体的经济类事务仍然在政府事务

中占据着绝对优先的位置, 对开发区的建设, 对招商引资的

热衷,对企业的帮扶都远远超出对教育的关注。这种经济

优先教育的发展战略, 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带来部分地方

的迅速发展, 但是对于民族地区社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却

是严重的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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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ath Choice of Institu tional Change and Its Sustainab le Developm en t in E thn icM inority A reas

L i Junq ing

[ Abstrac t] Institutiona l change is an im po rtant m otiv ation for prom oting econom ic development�H ow ever, in the aspects of route

cho ice o 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Eth icM inor ity A reas, lack of inducem ent is qu ite universal and som e of them can bring

out ser ious negative effects. M eanwh ile, com pu lso ry institutiona l change w ill lead to the displacem en t between governm ent

and m arke t if w e inappropr iate ly se t the goa ls, or choose the con tents and strateg ies. Therefore,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ethn ic m ino rity areas shou ld be led by the Sc ientific Outlook on Deve lopm ent and choose the proper chang ing routes to a-

ch ieve the ha rmon ious and susta inable deve lopm 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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