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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型发展∗

———长江经济带建设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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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思路指出“本土区域发展模式和绿色生态是整个建设目标的核心”,这是内生型发

展的路子。 内生发展模式就是要保证地方经济体系转型过程的自主权,而它通过强调地方社会行动者的决策过程

中心地位和控制并内化外部知识和信息的能力来实现。 这个过程应该以“社会包容力”的生产为基础,在地方社会

的共同体的层次上建立“转换社会和经济体系的能力”、“应对外部挑战的反应能力”、“社会控制能力”,并强调这

种能力即为“集体知识”的生产能力。 简而言之地方领导是在集体授权基础上的能力集合体,而这种能力恰恰是完

成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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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１９７５ 年瑞典哈马绍财团在联合国特别经济

会议报告(《Ｗｈａｔ Ｎｏｗ》)中第一次使用了“另一种

发展”(Ａｎｏ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概念开始,“内生发展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开始被广泛关注与讨

论。 这种讨论在后工业化之后的欧洲开始,迅速波

及到了“快速后发工业化”之后的亚洲,其关心的一

个主要议题是:工业开发型城市化及资本流动型全

球化背景下,“本土区域”的急剧“空心化”和“衰竭

化”问题如何解决? 讨论主要在欧洲的英国和亚洲

的日本展开,其主要观点是:以全球化为背景的工业

化和货币一体化正在使得后发区域面临发展的困

境,要改变这种状态就需要培养区域的内生发展能

力,以形成“后发发展效应”。
类似讨论,同一时期在中国也曾经被广泛提起,

但是,它却是以国民国家“自力更生的‘大跃进’模
式”发展重工业(农业被明显忽略)对抗西方世界的

方式提出,“以人的基本精神与传统为基础,尊重发

展多样性,重视‘区域’存在与自立”的内生发展思

想被阵营对立的意识形态所掩盖。 目前,中国的发

展正在面临着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低谷期”,中
国已经成为区域内的第一大经济体,总体上看“向
外”发展的动力正在减弱,如何盘活“本土资源”成
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是一个亟待解决

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国务院印发《关于依托黄金

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部署将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
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和生态文

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 《意见》指出“在国际环境发

生深刻变化、国内发展面临诸多矛盾的背景下,依托

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有利于挖掘中上游

广阔腹地蕴含的巨大内需潜力”。 我们看到,“内
需”实际上成为了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切入点,而这

一过程在,西方发展的过程中也同样发生过———即,
强调内生发展的路子。 本文通过对内生发展理论在

欧洲和亚洲的演进过程进行分析,试图从内生发展

理论的视角对“长江经济带”策略进行诠释。

１　 内生发展理论的提出

内生型发展 (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上个世

纪末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是一个常用的术语,
而在同时期的中国则鲜有提及。 在西方它作为一个

理论被广泛运用到区域发展(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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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中。 但是,即使讨论诸多,却没有一个准确

的定论,欧洲的讨论注重强调本土资本的开发与强

化,亚洲则更加重视“传统再造”及“多元主义”,其
分歧展现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欧亚特色。
１.１　 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

继 １９７５ 年报告之后,哈马绍财团 １９７７ 年出版

了《另一种发展(Ａｎｏ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在该书中,
针对经济成长优先的发展模式,提出了五点主张:
(１)发展的目标,不只是财物的无限度增加,而是应

指向满足人们物质及精神的基本需求；(２)应尊重

发展方式的多元性；(３)应该是自立的；(４)环保的

和健全的；(５)需要应对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①在

此基础上,日本学者西川润②,对内生发展模式进行

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１)内生发展模式有必要

转换经济学的基本理念,而实现经济人向社会人的

转变,应该把人类的人性发展作为终极目标；(２)内
生发展应该否定他律型、支配型发展理念,建设分化

整合、人类解放等多元共生的均衡社会；(３)内生发

展的组织形态应该与参加型、合作主义、自主管理的

社会心态相关联；(４)内生发展应该具备以地方分

权与生态重视为基础的自立性、恒常性特征。
作为国际开发理论最初以文本形式提出是在

１９８８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撰的《内生发展战略》
一书中,该书认为:“内生的和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有

两个基本要求:在形式上,发展应该是从内部产生

的；在目的上,发展应该是为人服务的。”③ １９９０ 年

“联合国开发计划”以“人类发展报告”的形式把此

观点进一步展示,指出:开发的目标应该从经济成长

向人的成长、能力重视及多元选择等方向转换。④

①　 ②鶴見和子,川田侃,(１９８９)『内発的発展論』,東京大学出版会。

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生发展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 ２页。

④　 守友裕一,(２０００)「地域農業の再構成と内発的発展論」『農業経済研究』第 ７２巻 ２号。

⑤　 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ｏ Ｍａｒｉａ Ｃａｐｏｒａｌｅ, Ｐｅｔｅｒ Ｈｏｗ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Ａｌａａ Ｍ.Ｓｏｌｉｍａｎ(２００５),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ｓｔｏｃｋ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ｆ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９, ｐｐ. １６６.

⑥　 Ｐａｇａｎｏ, Ｍａｒｃｏ (１９９３)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３７, ｐｐ.６１３.

⑦　 Ｄｅｎｎｉｓ Ａ. Ｋｏｐｆ(２００７),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６０,ｐｐ.９７５－９７８.

⑧　 Ｓａｐｉｒ Ｆ, Ｈｕｅ Ｋ. (２００４)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ａ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⑨　 宮本憲一(１９８０)『都市経済論―共同生活条件の政治経済学』,筑摩書房,第 ３４８－３４９頁。

１.２　 经济学的视角

首先,在欧洲的讨论中,主要围绕资本与市场如

何促进生产力发展展开。 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ｏ Ｍａｒｉａ Ｃａｐｏｒａｌｅ,
Ｐｅｔｅｒ Ｈｏｗｅｌｌｓ和 Ａｌａａ Ｍ.Ｓｏｌｉｍａｎ 主要从重新审视股

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他

把长期内股票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作为理

论依据,认为内生型增长模式的假设是在金融发展

通过投资水平对生产力水平产生影响上引起更高的

经济增长,其数据模型表明,经济增长业绩与金融发

展、科技和收入分配相关。 这一研究通过从四个国

家的抽样中所取得的证据实证探索了经济发展的因

果增值技术,认为投资型生产力开发是经济增长的

一个重要路径。⑤与此同时,它也对“投资依赖”进行

了适当反思:认为在传统的增长理论中,增长速度是

外生型技术进步的一个积极功能,但是,经济发展并

不是与经济增长相关的,而是与每名工人的有形资

本(比如工人的福利及权利—作者注)相关。⑥与此

讨论不同,Ｄｅｎｎｉｓ Ａ.Ｋｏｐｆ 详尽讨论了内生增长理论

(ＥＧＴ),认为内生增长与新古典经济学模式不

同———经济的长远增长是内生性的,或者受人为决

定所驱使,并强调资助教育和研发将是保证长期经

济增长的基本动力⑦。 Ｓａｐｉｒ Ｆ, Ｈｕｅ Ｋ.认为近期的

政策研究报告也支持这种观点,声称相比美国来说

缺乏教育支出是导致经合组织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的

主要原因。⑧科技发展的投入者一般来说主要是地

方政府,这种投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内发的过程,简
而言之,投入型经济增长表面上看是外发过程,但是

实际上其主要目的是促进投资主体的“能力提升”,
这本身就是一个“内在促进”的力量。

其次,与欧洲的讨论局限于技术层面不同,日本

的研究更加趋向操作化。 宫本宪一通过其对战后日

本区域开发的研究提出了“宫本内生发展理论”。
宫本在其《城市经济论》中提出“为了破解大都市发

展迟滞问题,应该深入确立大都市的自治能力,以引

导开发投入模式让位于内生发展模式,‘城市文化’
应该向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农村文化’学习”⑨。
以此为起点,他对内生型发展作了如下定义“区域

的企业及组织应该基于自主学习确立发展规划,在
自主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利用以不破坏环境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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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资源,建立以自治为基础的以提高本区域民

众福祉为目标的符合自身文化特色的经济开发模

式。 在此基础上,作为自身发展的内生方式应对外

生型开发,不是简单拒绝外来资本与技术,而是应该

以区域企业、工会、行业协会作为组织、个人、区域自

治体的主体来自主决定是否引入发达区域的技术和

资本”。⑩在诸多的讨论基础上,宫本对区域经济社

会内生发展提出了 ４点主张○11:(１)区域开发不是大

企业和政府的简单投入型事业,应该以现地的技术、
产业、文化为基础,以区域内的市场为对象推进以现

地民众为主体的学习型和规划型发展模式；(２)开
发是以保护环境为前提的,终极目标是建立环境优

美的和谐社区,这一过程应该遵循提高现地民众福

祉和文化繁荣———即尊重现地居民基本人权为总目

标的开发模式；(３)不应该限定特定的产业业种,应
该积极推进产业形态的多样化,并建立与区域产业

高度相关的在所有生产阶段区域民众据可获得附加

值分配的企业制度；(４)建立民众参与制度,自治体

作为民意的代表,具有超越规划决定资本运作及土

地利用的自治权。 归纳来看,宫本内生发展论可以

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坚持开发不应该局限于经

济,而是应该注重环境、社区、福祉、文化的均衡发

展；第二,方法上应该考虑区域原有产业形态,在与

原产业建立必要联系的基础上把产业附加值以及社

会剩余价值还原给区域的福祉、教育以及文化建设；
第三,行动主体应该是区域自治基础上的民众,但要

求民众强化学习。 关于第三点,宫本认为“农村内

生发展的成功案例应该值得肯定,农村的自治体及

产业组织的代表‘农协’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12。

⑩　 宮本憲一(１９９０)「地域の内発的発展をめぐって」(講演)『鹿児島経大論集』第 ３０巻 ４号。

○11　 宮本憲一(１９８９)『環境経済学』,岩波書店,第 ３４６頁。

○12　 宮本憲一、遠藤宏一(１９９８)『地域経営と内発的発展―農村と都市の共生をもとめて』,農産漁村文化協会、第 ２６９頁。

○13　 (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 ４９页。

○14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 ２０１页。

○15　 鹤見和子:《内発的発展論の展開》,筑摩书房,１９９６年版,第 ９页。

○16　 鹤見和子:《内発的発展論の展開》,筑摩书房,１９９６年版,第 ３０页。

１.３　 社会学的视角

内生发展作为经济学理论提出后,很快被社会

学者从发展的视角进行解读,总的观点是:发展是社

会进步的重要表现形式,而其终极显示是人的发展。
首先,欧洲学者对发展的讨论更多集中在价值

取向方面。 德尼•古莱认为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美好

生活、公正社会与尊重大自然,他指出有三种价值观

是所有个人和社会都在普遍追求的目标:最大限度

的生存、自尊和自由。○13弗朗索瓦•佩鲁提出整体

的、内生的和综合的、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 整体的

发展史指人类整体的各个方面；内生的发展指从内

部自力更生,但不排斥国际合作；综合的发展指在工

业和农业、对外贸易和内部的生产、资源开发与环境

等方面有机的协调；以人为本的发展指开发人的潜

力,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发展的目标是为一切人和人

的全面发展。○14从学者们对“发展”概念的论述,发展

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发展,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为了

人类的进步和满足人类的需求。 内生发展的初衷就

在于不应牺牲传统文化以提高经济增长,而相反要

借助本地资源,结合传统文化从内部进行发展。
其次,１９７６年日本学者鹤见和子在日本首先倡

导“内发性、自生性发展论”。 鹤见提出这一理论主

要是针对“水俣病”事件的实地调查后展开的,她提

出自己对内生发展的定义。 “内生发展,是指实现

人类共通目标的一种途径、模式及其形式多样的社

会变化过程。 所谓共通目标,是指地球上的人群及

其集团创造出能满足衣、食、住以及医疗的基本要

求,并能发现人的种种可能的发展条件这一目标。
其中包含了在人们相互协作下变革国内以及国际的

不平衡结构这一命题。 实现目标的途径、社会形态、
生活方式,是不同地区的人群及其集团按其固有的

自然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要求,参照外来的知识、
技术、制度而自律地创造出来的。”○15鹤见认为“应该

以‘区域’作为内生发展展开的基本平台”,在此“区
域应该成为原住民及流动人群相互交流、创造共同

价值纽带的场所”这种共同价值就是 “传统的再

造”,“所谓传统,是某个区域或群体可以代代延续

的结构,这种结构包括‘意识结构型’、‘社会关系

型’、‘技术型’三种类型”。 她认为建构这种传统的

主体是“作为精英的区域小民”,即“内生发展就是

探索小民的创造性”。○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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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内生发展理论主张,发展应该是以区域内

人的基本能动性为前提的一种均衡发展,作为基本

手段的开发要充分注意环境及民众生活质量的改

善,其决定权在于现地民众而不是开发主体的政府

及企业。 这些都对中国目前正在考虑推进的长江经

济带建设具有借鉴意义,过去那种完全考虑经济效

益不顾本土优势的模式显然应该摒弃,而应该推进

绿色、可持续的再开发。

○17　 ○22Ａｍｉｎ, Ａ. (１９９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ｏ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ｉ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Ａｒｅａ ２６.

○18　 Ｃｏｘ, Ｋ.Ｒ. (１９９５),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２, ｐｐ.２１３－２２４.

○19　 Ｓｃｈｍｉｔｚ, Ｈ. (１９８９),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ａ Ｎｅｗ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ｆ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Ｓｃａ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２６. Ｂｒｉｇｈ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ｓｓｅｘ.

○20　 Ｇｏｏｄｍａｎ, Ｅ., Ｊ. Ｂａｍｆｏｒｄ ＆ Ｐ. Ｓａｙｎｏｒ, ｅｄｓ., (１９８９), Ｓｍａｌｌ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ｉｎ Ｉｔａｌ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21　 Ｂａｒｋｅ, Ｍ. ＆ Ｍ. Ｎｅｗｔｏｎ (１９９７), Ｔｈｅ ＥＵ ＬＥＡＤＥＲ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３, ｐｐ.３１９－３４１.

○23　 Ｉａｎ Ｂｏｗｌｅｒ (１９９９) ,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ｉｊｄｓｃｈｒｉｆｔ ｖｏ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 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ｅ Ｇｅｏｇｒａｆｉｅ ９０,ｐｐ.２６０－２７１.

○24　 Ｂｏｗｌｅｒ, Ｉ. (１９８２), Ｄｉｒｅｃｔ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ｉｊｄｓｃｈｒｉｆｔ ｖｏ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 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ｅ Ｇｅｏｇｒａｆｉｅ ７３, ｐｐ.２２－３１.

○25　 Ｌａｍｐｋｉｎ, Ｎ. (１９９０),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Ｉｐｓｗｉｃｈ: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

○26　 Ｍｏｒａｎ, Ｗ. (１９９３), Ｔｈｅ Ｗｉｎｅ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 ８３.

○27　 Ｇａｓｓｏｎ, Ｒ. (１９８８), Ｆａｒｍ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９, ｐｐ.１７５－１８２.

○28　 Ｉａｃｏｐｏｎｉ, Ｌ., Ｇ. Ｂｒｕｎｏｒｉ＆ Ｍ. Ｒｏｖａｉ (１９９５),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ｇｒ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Ｉｎ: Ｊ.Ｄ. ＶＡＮ ＤＥＲ ＰＬＯＥＧ ＆ Ｇ. ＶＡＮ

ＤＩＪＫ, ｅｄ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ｐ. ２８－６９. Ａｓｓｅｎ: Ｖａｎ Ｇｏｒｃｕｍ.

○29　 Ｍａｍａｄｏｕ Ｎｄｏｙｅ(１９９７),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２７,ｐｐ.８３.

２　 内生发展理论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应

用

　 　 ２０ 世纪末西方内生发展理论已经不再讨论全

球化的问题而是更多的把视角转向本土区域内的发

展不平衡问题———其经典问题是:本土如何发展以

应对日益差异化的全球贸易? 研究认为,内生型发

展进程应该强调本土力量以应对全球化的经济力

量。 这种发展意味着借助当地资源,发挥自我维持

的一个过程○17,这一进程在本土经济○18、弹性的专门

领域○19和工业发展○20的背景下推动。 在探索区域发

展过程中,强调的“自下而上”的战略已与先前主导

的“自上而下”或外源性发展范式○21截然不同,区域

机构的本土网络作用隐含其中○22。 认为机构的本土

网络要去刺激或引导独立存在其中(机构的背景)
的内生发展能力,这里“机构”概念可延伸到包括地

方的管制代理商、本地政府、公共和私人组织,例如

银行、教育、文化范围,和正式自治组织。 这就是多

元化的一个解释,即一个本土模式通过全球的经济

网络对本土经济的边缘化问题进行回应———简而言

之,本土模式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引擎,对它的重视

及研究是至关重要的。○23

２.１　 内生发展的路径及方法

内生发展主要从直接市场○24、有机农业○25、具体

食物生产○26和农业多样化○27四个纬度展开。 Ｉａｃｏｐｏ-
ｎｉ○28运用处理、转换、管理成本提供了本土内生发展

得以抵制或提升同全球化竞争能力的理论依据,他
们提出了九项具体指标:(１)一个自我为中心(ｓｅｌｆ－
ｃｅｎｔｒｅｄ)和发展的本土进程；(２)基于本土可获得的

资源(自然的、人为的和文化的)；(３)依赖的,生产

本土具体产品和服务；(４)原始组合的社会关系、市
场和将本土特征转换成资源的技术能力；(５)为本

土资源提供一个新的动力；(６)管理成本高于处理

和转换成本；(７)留于本土的发展优势；(８)对发展

进程的本土控制；(９)本土价值的发展。 这九项指

标是目前为止讨论本土内生型发展的最为完备的体

系,认为本土是基础,动力从本土资源中产生,走本

土进程的道路,在本土发展优势上成熟化,并提供行

之有效的控制机制,为本土资源的有效利用发挥促

进作用,即提供新的动力。 而二、三是内源性发展的

表现形式,四、六是衡量内生发展的具体指标。 目

前,根据对欧洲的相关研究,被认为这九项指标是有

效并实用的,它较好地促进了区域的均衡发展。
２０世纪末后此类研究发生了转向。 英国纽卡

斯尔大学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Ｒａｙ 着重关注于地域身份,
目的是表明身份建构与地方建构之间的联系。○29

２.２　 内生型发展中的领土身份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Ｒａｙ 指出地域身份建构 (领土身

份—笔者注)的目的在于是制订战略和落实到地方

组织中,这种地方组织可以使本土化协调更多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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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外部力量。 该方法试图以提高本土化的意识作为

发展政策和行动单位。○30换言之,只有区域自组织对

地域身份的认同才能组织自身的集体力量帮助其抵

抗外来力量的侵袭,才能摆脱区域只做为行政单位

发挥其作用的“虚无形象”。

○30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Ｒａｙ (１９９９),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５,ｐｐ.２５７－２５９.

○31　 Ｌｏｗｅ. Ｐ., Ｒａｙ, Ｃ., Ｗａｒｄ, Ｎ., Ｗｏｏｄ, Ｄ. ａｎｄ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 Ｒ. (１９９８)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

○32　 Ｒａｙ, Ｃ. (１９９７)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ａ Ｒｕｒａｌｉｓ ３７(３), ３４５－３６２.

○33　 Ｍａｍａｄｏｕ Ｎｄｏｙｅ(１９９７),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２７,ｐｐ.８３.

○34　 Ｇｉｏａｃｃｈｉｎｏ Ｇａｒｏｆｏｌｉ (２００２), Ｌｏ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９,ｐｐ.２２８－２２９.

○35　 Ｃｕｒｔｉｎ, Ｃ. ａｎｄ Ａ. Ｖａｒｌｅｙ (１９９１)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ｅｔｉ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Ｉｎ Ｓ. Ｗｈａｔｍｏｒｅ ｅｔ ａｌ. ｅｄｓ,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Ｄａｖｉｄ Ｆｕｌｔｏｎ) .

○36　 Ｇｏｏｄｗｉｎ, Ｍ.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０３９ (Ｙｏｒｋ: Ｊｏｓｅｐｈ Ｒｏｗｎｔｒｅ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

这个假设是本土经济的福祉(在任何亚国家范

围,从一个地区到一个城市(村庄)或者它的周边地

区)可以通过以资源为基础的发展实现,而实现这

一过程的行动则是自然的、人为的、本土化所固有

的○31。 发展需要复原本土经济活动(而不诉诸依赖

流动资本),也需要处理与本土社会基础设施和生

活质量等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 即无论发展行

动的形态如何都应该立足于设计和执行的本土参与

过程(从而产生主人翁责任感和领土发展的承诺并

要按照本土意愿提供一种机制以控制发展过程)。
这种行动过程简而言之就是向内看以不断发现、收
回或创造领土身份。 这一身份的主要来源是文化、
历史或物质的(景观 /建筑),关注点从地域自治体

转向公民团体,包括公民的创新、创业精神和资本

(财政的和智力的)。 现代性反思可以帮助我们了

解自我认同和广泛社会变革之间的辩证关系。 地域

是同时具有全球性和地方性的特质的,而在相反的

背景下行动者通过各种形式的战略干预来实现现代

性反思。 身份在区域发展的领土方法中处于中心位

置,我们可以将其概化为公民团体,随着身份的确

定:可标志与其他人的不同；使公民提高类似于“在
团体中”的意识。○32对此,Ｍａｍａｄｏｕ Ｎｄｏｙｅ 进行了进

一步说明,认为内生型发展假设文化身份的必然提

升,而建立在外生基础上的行为模式、文化和生活方

式是无法对本土模式发挥作用的。 例如,非洲的教

育必须服务于加强非洲文化身份,这将集合并树立

鲜明的非洲文化特质。 只有有了自己鲜明特质之

后,非洲才能最终成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对非洲做些具体的贡献。○33

２.３　 内生型发展中的领导者

Ｇｉｏａｃｃｈｉｎｏ Ｇａｒｏｆｏｌｉ 认为内源性发展的模型保

证地方经济体系转型过程的自主权。 它通过强调地

方社会行动者的决策过程中心地位和控制并内化外

部知识和信息的能力来实现,还通过假定普遍地发

展自我维持过程。 这个过程转型是以地方特征和政

府资金变化的能力为基础的。○34这一过程的实现,简
而言之就是通过行动者的“公共参与”确定精英领

导团队的过程,一个行之有效的系统需要两个“终
端”和更具有协调能力的“中介者”。 一方面,行动

者的公共参与是“民主”的象征,自治组织的发展控

制权在行动者手中。 而另一方面,可以防止精英的

集权化而趋向外生领域。 最终使得自治组织是在一

个公共框架下运行,并保证内生型利益的有效分配。
Ｍａｒｋ Ｓｈｕｃｋｓｍｉｔｈ 认为内生发展较早尝试的另

一个相关的难点是确保在发展过程中所有本地居民

的充分参与:通常他是在地区发展过程中占主导的

当地知名人士,以排除被边缘化的个人和团体○35。
一个例子是英国区域的发展过程中以相对狭小的

“象征主义”参与为标志为特征○36,虽然有些领导集

团在这方面一直在创新,但是这是有局限的。 这一

过程中,领导者并没有很好的把“集体”当成其自身

的社会资本,而是过多的把以财政目标为导向的检

测及评估作为主要的工作方向,从而忽视了集体组

织的“能力建设”,这导致资源分配出现“倾向‘输
出’方式”而不是本土福祉,而这一过程本身强化领

导者社会资本分配的绝对权力,从而将边缘群体排

除在外,不能让他们发挥民主权利。 造成这种现象

的根本原因是领导者确立过程的程式化和迟滞,全
体居民没有能够较好的参与领导者的产生过程。

Ｇｉｏａｃｃｈｉｎｏ Ｇａｒｏｆｏｌｉ认为,内生发展模型要保证

地方经济体系转型过程的自主权,而它通过强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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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社会行动者的决策过程中心地位和控制并内化外

部知识和信息的能力来实现。 这个过程应该以“社
会包容力”(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的生产为基础,在地方

社会的共同体的层次上建立“转换社会和经济体系

的能力”、“应对外部挑战的反应能力”、“社会控制

能力”,并强调这种能力即为“集体知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的生产能力。 简而言之地方领导是在

集体授权基础上的能力集合体,而这种能力恰恰是

完成本土化的关键所在。
综上,基于欧洲内生发展以应对全球化和工业

化挑战的过程中,人们注意到本土能力是至关重要

的,只有本土社会具备基本的“可抗衡”能力,才能

实现“均衡性”的目标。 对此 Ｎｅｍｅｓ 认为内生发展

的概念是与一个更为现代的发展概念相对应而被推

动的,而不是简单的二元论○37,是一种混合视角○38,区
域发展的内生型组织运作是为了加强一个而不是在

反对另一个○39。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Ｒａｙ 认为政治词汇和欠

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是导致内生发展在区域开发中

得以讨论的起因。 对于区域而言资本、创新、管理以

及技术往往被界定为外生指标,而决策力量和维持

领土发展动力的力量以及领土自主权却常常被忽

视,内生型发展的任务在于重新复兴这个在全球化

时代被冠以对立的、保守的领域,以实现均衡发展和

和谐共生。

○37　 Ｌｏｗｅ, Ｐ., Ｊ. Ｍｕｒｄｏｃｈ ａｎｄ Ｎ. Ｗａｒｄ (１９９５) Ｂｅｙｏｎ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ａｎｄ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ｐ. ８７－１０５ ｉｎ Ｊ.Ｄ. ｖａｎ ｄｅｒ Ｐｌｏｅｇ ａｎｄ Ｇ.

ｖａｎ Ｄｉｊｋ, ｅｄ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ｅｎ: Ｋｏｎｉｎｋｌｉｋｊｅ Ｖａｎ Ｇｏｒｃｕｍ).

○38　 Ｒａｙ, Ｃ. (２０００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 .

○39　 Ｎｅｍｅｓ, Ｇ. (２００５)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ＭＴ－ＤＰ. , (Ｂｕｄａｐｅｓ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ｏｌｉｃｙ. ｈｕ / ｎｅｍ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ｋａｃｉｏｋ / ｍｕｈｅｌｙｔａｕｌｍａｎｙ２００５　６. ｐｄｆ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６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７.

３　 长江经济带建设:一个内生发展的进程

《意见》指出,长江是货运量位居全球内河第一

的黄金水道,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

地位。 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打造中

国经济新支撑带,有利于挖掘中上游广阔腹地蕴含

的巨大内需潜力,促进经济增长空间从沿海向沿江

内陆拓展；有利于优化沿江产业结构和城镇化布局,
推动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有利于形成上中下游

优势互补、协作互动格局,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

距；有利于建设陆海双向对外开放新走廊,培育国际

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有利于保护长江生态环境,引

领全国生态文明建设。 从《意见》的内容我们发现:
建设本土区域发展模式和绿色生态是整个建设目标

的核心。 这正是欧洲后工业化时代和后发工业化的

亚洲日本 １９７０ 年代以来所开展的工作———走内生

型发展的路子。 中国目前进行的长江经济带建设中

应该充分吸收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建设过程中要充

分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区域规划服从整体规

划,但是要充分发挥区域的“本体力量”解决区域内

急迫的问题,形成自己的差别化和多元化发展模式；
第二,要充分尊重“人”的因素,在这轮建设过程中

应该充分考虑到人们的生活品质的提升,回应本土

居民的“诉求”,让人们成为区域发展中的主体；第
三,要充分做到“绿色的协调发展”,建立制度规范

约束区域的“ＧＤＰ 主义”,使长江成为可持续发展的

经典模式；第四,发挥区域的“资源优势”,并对该资

源进行合理开发,可建立该区域的“资源清单”,推
进协调、整合、合作、共生的系列制度建设；第五,确
定“内生”的发展目标,积极引进和吸收“外生”经
验,形成带动效应,建设中国独特的开发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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