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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子学科，结构经济学（structuralEconomics）的出现是相当晚近的现象。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并未听到过结构经济学的提法。
我所知道的只是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
经济学结构主义的开山鼻祖是著名左派经济学家、拉美经济委员会主任普雷维什（RaulPrebi-sch）。
结构主义经济学与其说是经济学的一个子学科，不如说是强调经济的结构特征的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
学派。
1983年，哈佛大学教授泰勒（LanceTaylor）出版了他的著名著作《结构主义宏观经济学》。
在书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在一个经济体中，如果其制度和成员的行为，使得某种特定的资源配
置和演化的方式（pattern）远比其他方式更有可能出现，这个经济就具有结构。
”换句话说，任何经济体都有特定的制度，其成员不仅是经济人，而且是政治人、社会人。
经济理论不应该仅仅是由关于经济人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最大化问题及其对这些问题的解的讨论的集
合。
但是，泰勒并没有专门研究某一特定经济的制度与结构。
《结构主义宏观经济学》虽然曾一度引起人们的关注，但从未进入经济学的主流。
结构经济学的正式出现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
1992年美国纽约大学的杜钦（FayeDuchin）发表了一篇题为《工业投入一产出分析：对工业生态学启
示》（IndtlstrialInput-OutputAnalysis：Implications：forIndustrialEcology）的文章。
在文章中，她指出，结构经济学是从一个经济体的具体的可观测的构成部分以及相互关系出发，对整
个经济体的一种细节的、细分的描述。
一个经济体的结构特征可以用形式化的数学模型描述，其中最重要的数学工具是投入一产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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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三维平衡”为指导，吸收了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可
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理论精华，创新性地构建了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
    本书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1992—2007年经济结构失衡程度不断加剧，并向重度失衡转变；中国“
失衡并增长”现象隐藏着巨大风险，经济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的挑战。
    本书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五大战略：低碳经济型结构调整战略、消费主导型经济结构
调整战略、市场导向型金融结构调整战略、协调发展型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战略和管理平衡型国际收支
结构调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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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结构经济学概述　　纵观历史，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不仅是经济增长的过程，更是
经济结构演进和不断优化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经济结构失衡逐渐演变成为全球性的问题。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国际分工格局的不断调整，经济结构失衡不仅成为现阶段制约各国
经济发展的桎梏，甚至成为引发经济或政治危机的重要诱因，2008年经历的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成
的国际金融危机，正是反映了全球深层次的经济结构失衡。
面对日益复杂的结构性矛盾和金融危机，系统地升华经济结构理论研究，创建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具
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书的任务，就是要从学科研究的视角来创建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第一节　结构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作为一门学科的创建，需要界定若干不同层次的核心概念，
这些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必须加以区分，否则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本节分别对结构、经济结构、结构经济以及结构经济学等概念进行重点分析和　　比较，并在此基础
上构建结构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体系。
　　一、结构　　（一）结构的内涵　　结构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各种纷繁复杂的结构构成
了大千世界的结构体系，它们彼此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制约。
对结构的研究起源于结构主义哲学思想，它强调分析总体各种成分的构成及其关系。
瑞士心理学家、结构主义者皮亚杰（J．Piaget）在《结构主义》一书中，总结了物理学、心理学、经
济学等多个领域中的结构主义思想的共同特点，认为结构是一种关系的组合，各种成分之间的相互依
赖，以它们对全体的关系为特征①。
作为结构经济学最基础的概念，结构是一个系统中诸要素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形式与比
例关系。
　　无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结构分析一般要比总量分析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
和规律性，因而，结构的概念在科学领域具有基础性的研究地位。
　　（二）结构的特点　　任何结构都是一个有机的系统。
一般来讲，结构具有如下三个典型特征：第一，结构具有整体性。
结构是由若干成分和个体按照一定的规则组合在一起的，并且这种组合并不是简单的加总，而是反映
了不同成分和不同个体之间的有机联系。
第二，结构具有自调性。
结构系统具有自我调整的功能，任何结构在外界的作用下都具有自我反馈的功能，为适应外部环境的
变化，结构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自我调整，并保证结构沿着特定的方向演进。
然而，当结构系统的内部或外部环境出现不协调或不适应时，结构系统的自调性会受到削弱甚至失控
。
第三，结构具有转换性。
当某一个结构系统中的构成成分之间的数量关系变化累积到一定程度后，结构系统的功能与性质将发
生重大变化，并导致结构系统演进方向的改变。
二、经济结构（一）经济结构的内涵经济结构是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中的核心内容，它具有非常广泛的
内涵。
由于经济结构本身的复杂性，对它的理解和定义也就有了多种维度。
　　美国经济学家泰勒（L Taylor）认为，“一种经济体系，如果它的制度和成员的行为，在资源分配
过程中逐步发展形成某些格局，它就有结构”。
法国经济学家佩卢（F．Perroux）将经济结构定义为“在时间和空间里有确定位置的一个经济整体的
特性的那些比例和关系”。
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J．Tinbergen）则认为经济结构是对经济系统变化
做出反应的不可直接观察到的一些特征。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从另一种视角来定义经济结构，认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结构经济学>>

”国内许多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对经济结构做出了不同的诠释。
如《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将经济结构表述为两重含义：一是指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表现的一定社会
生产关系的总和；二是指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社会再生产各个方面的组成和构造。
同时，还有许多经济学家从国民经济各要素、各部门或各环节相互联系的角度，对经济结构进行了定
义。
　　本书认为，经济结构是指经济系统各组成部分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所形成的本质联系和比例关系。
它不仅反映了经济系统之间的属性联系。
也反映了经济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变化与作用的数量关系。
　　（二）经济结构的研究地位　　经济结构在整个结构系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
面：第一，经济结构在结构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
经济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它是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结构的综合反映，因而经济结构
在结构系统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
第二，经济结构的演进是自然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以及人
与自然的和谐的过程就是经济结构演进的过程。
　　三、结构经济　　（一）结构经济的内涵　　结构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它与总量经济相
对应，是指经济系统中各组成部分资源配置过程及其结果的总和。
由于经济系统中各组成部分非常复杂，结构经济可以从国民经济各部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以及空间
构成等诸多视角来分析。
比如，从部门来看，可以分成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等；从社会再生产各环节来看，可以分
成投资经济、消费经济等；从空间构成来看，可以分成区域经济、城乡经济等。
因此，结构经济所表现出来的形态既丰富多彩又错综复杂，同时各种形态之间也存在相互联系和相互
制约的密切关系。
　　结构经济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它通过改变资源配置效率来影响社会的总
产出，进而推动社会进步。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Stiglitz）认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经
济先是从农业经济发展为工业经济，继而发展为服务经济，这种结构经济的变化的本质是资源从低生
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再配置的调整过程。
　　（二）结构经济与总量经济的区别　　结构经济与总量经济是经济系统运行的两种基本形态，二
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
结构经济是建立在总量经济基础上的更具体、更本质的一种经济状态，与总量经济相比，它具有如下
三个特点：第一，结构经济反映的是经济系统运行的质量和效率，而总量经济反映的是社会经济系统
运行的数量与规模；第二，结构经济反映的是经济结构变动和优化的过程，着眼于经济系统长期的变
化，而总量经济反映的是经济系统的规模不断积累的过程；第三，总量经济反映的是一个连续变量，
具有可相加性，而结构经济反映的往往是一种质量的变化，具有不连续性和不可相加性。
因此，与总量经济相比，对结构经济的测量更加复杂，不确定性更大。
　　四、经济结构与结构经济　　经济结构和结构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济结构是结构系统中的
一种形式，而结构经济是经济系统运行的一种状态，二者具有本质的差别。
同时，二者又具有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经济结构和结构经济都是经济系统
中的重要内容，反映了经济运行的本质特征与规律，经济发展从长远来看表现为经济结构的不断演进
和结构经济的不断丰富；第二，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结构决定了结构经济的内容
和形式，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伴相随的；第三，经济结构的变动趋势决定着结构经济的变动趋势，由
于经济结构是由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
化都存在客观规律，它必然会决定该国（地区）结构经济的状态。
五、结构经济学　　结构经济学是一门新学科。
它是在全球经济结构不断失衡、资源与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以经济系统中的结构问题为研究
对象。
专门研究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变化规律及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机理的一门应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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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经济学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创新，作为一门新创建的独立学科，它与过去的结构经济理
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前者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着体系化的基本概念、理论假设和研究框架；而后者属于发展经济学的一
个分支，主要研究落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
结构经济学所研究的结构问题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它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结构问题作为整体
进行系统研究，超越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同时，结构经济学以可持续发展为研究目的，以经济结构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不再局限于经济结构系
统本身的资源配置问题，而是强调经济结构系统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联系。
因此，结构经济学中的结构实际上有两层的含义：一是指经济系统内部的各种结构联系，包括投资消
费结构、产业结构、金融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国际收支结构等，这是结构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二是
指经济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所形成的结构联系，这是结构经济学研究的外延。
资源环境是人类进行物质生产和生存发展最基本的依存条件，当人类的经济发展总量达到一定程度时
，就会出现经济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之间的冲突，就会出现结构上的失衡，人类就会寻求经济结构的
调整以适应经济系统和资源环境系统之间的结构匹配。
　　可见，结构经济学研究的经济结构不仅局限于经济结构本身的研究，而是将资源环境作为最基本
的约束条件与互动对象，在此基础上来研究经济结构的演进、优化与外部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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