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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持有该观点的学者在整个“资源诅咒”理论的研究者中只占较小的比例。
他们通过研究否定“资源诅咒”的客观存在性，即认为自然资源没有对经济增长形成制约。
 戴维斯（Davis，1995）最早提出了这一论点，在将22个矿产资源型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并与其他57
个非矿产资源型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经济绩效对比后发现，矿产资源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存
在资源诅咒。
米克塞尔（ Mikesell，1997）在对智利、秘鲁等矿产品出口国1960～1993年的经济绩效进行分析后也认
为，决定这些国家较差经济绩效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的政策不当以及与矿产品出口毫无关系的外在条
件，而不是“资源诅咒”。
瓦利纳（Vallina，2000）从两方面对“资源诅咒”论提出了质疑：其一，理论模型分析表明自然资源
禀赋与经济发展正相关；其二，利用Barro增长模型对1960～1990年的跨国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
明“资源诅咒”并不存在。
曼扎诺和李各布（ Manzano and Rigobon，2001）认为20世纪70年代商品价格高时，自然资源丰富的
国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的美国以及最近的挪威、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都构成了高科技工业，并
通过采掘、技术进步和知识提升促进了经济发展。
布莱克等（ Black et al.，2005）认为煤炭资源的分布是天然的，与经济因素基本没有关系。
资源繁荣会适当促进地方性部门的就业，但对制造业部门并没有明确的促进或挤出效应。
从而在研究方法和结论上对传统的“资源诅咒”研究提出了质疑。
布伦恩舒韦勒和布尔特（ Brunnschweiler and Bulte，2008）区分了资源租金、资源依赖度和资源丰度。
他们用以美元计价的自然资本和矿产资源财富作为资源丰度的度量指标，通过对5个地区60个国家1970
～200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自然资源对制度质量和经济增长均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
莱德曼和马洛尼（ Lederman and Maloney，2008）在分析了前人研究不足的基础上以人均劳动力自然资
源净出口量作为衡量资源丰度的指标，利用新的计量方法（3SLS）对1980～ 2005年的跨国数据进行实
证分析，结果发现“资源诅咒”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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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俄经济转轨绩效差异原因新解:基于俄罗斯"资源诅咒"现象的经济学分析》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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