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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举世瞩目的快速增长势头，经
过 31 年的艰苦努力，2010 年上半年 GDP总量一举超过日本，成为全球
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时期，陕西省生产总值以年均高于全国约 0. 7 个百
分点的速度增长，在 31 个省区市中的位次呈现 “U”字形走势: 1978
年列第 19 位，此后在国家沿海开放战略影响下一路徘徊走低，1998 年
落至第 22 位; 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年来，陕西省狠抓机遇，乘
势直追，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 12. 9%，高于全国同期 2. 1 个百分点，
2009 年经济总量位次已上升到第 17 位; 尤其是 2007—2009 年，生产总
值增速在全国一直排在前 7 位。无疑地说，陕西已步入经济强势增长、
快速上升的历史阶段。

当我们为取得的成绩而备受鼓舞时，也决不能忽视陕西省经济发展
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增长优势并不明显。经济总量在全国占比多年几乎
未变，2009 年生产总值仅为西部领先的四川省的 58. 85%。二是对外开
放水平不高。2009 年陕西省对外开放依存度为 8. 26%，仅相当于全国
平均水平的 17. 68%。三是经济结构不尽合理。以初级矿产品为主的能
源化工、有色金属等资源类产业比重过高，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的高新
技术产业及服务业发展不足。四是增长模式比较粗放。投资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高达 85%以上，消费、出口驱动薄弱; 大规模投资建设带来的
高资源消耗和环境压力越来越大。五是城镇化率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均
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问题如得不到有效解决，在面向未来全球
化的竞争中，最终将会影响陕西经济跨越式、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建设西部强省，富裕三秦百姓”是陕西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也是向全省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在跨越
“十一五”、步入“十二五”的关键时期，陕西省正以国家实施新一轮
西部大开发战略、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为新机遇、新载体、新任
务，大手笔描绘宏图巨篇，大踏步迈上强省之路，大豪情挥就富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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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陕西经济要实现腾飞，必须紧紧扭住跨越发展和科学发展不动摇、
不放松、不懈怠，特别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的基础性作
用，也要发挥好各级党委、政府“有形的手”的调控引导作用，将丰富
的资源禀赋、强大的科技实力、雄厚的工业基础、悠久的文化资源，有
效转化为经济优势、科技优势和文化优势，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此，
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经济快速增长轨迹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陕西
省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增长特点、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的放矢地提出
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就成为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俊民同志长期从事政府综合经济管理和对外经贸工作，谙熟宏观经
济政策和国际商务，积累了大量经济管理方面的实践素材。他敬业好
学，善于钻研，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怀着一个政府公务人员的强烈
使命感，带着对陕西经济工作的深邃思考和拳拳之心，挤出时间攻读经
济学博士学位，学以致用、较高质量地完成博士论文，并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深化研究成果，撰写完成此作，实属不易和难得。在这本 25 万字
的专著中，他运用大量翔实可信的数据和资料，利用系列经济学数理模
型，较为全面和系统地分析了改革开放 30 年来陕西省经济增长的 10 多
个因素及其贡献率、经济增长特点、存在问题，同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
措施建议。总体上看，视野开阔，思路前瞻，论据充分，论证科学，不
乏创新的见解、务实的思索、灼真的建议。如果没有刻苦的研究精神、
敏锐的洞察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是难以完成的。

勤于学习、善于思考、重于理论联系实际，是我党一直以来着力倡
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我党成功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一条
重要经验。党的十七大提出 “建设学习型政党”; 十七届四中全会要求
“不断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
新经验”; 胡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 “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减少应酬，
挤出时间抓学习，以自己的示范作用带动全党全社会形成良好学习风
气”。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当将学习作为一种
基本要求和基本修养，拓宽知识视野，提高自身素质，不断与时俱进，
提高执政水平，将学习的结果自觉运用到陕西经济发展实践当中，为西
部强省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当前，陕西经济正处于跨越式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们期待着更多的
境内外各界人士尤其是理论界人士，进一步关注、思考和探讨陕西经济
发展问题，积极献智献策，共谋发展大业。这本专著作为俊民同志的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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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作和研究结晶，虽难免疏漏不妥之处，但整体看是一本难得的兼顾
学术性和实践性的作品，相信会对关注陕西经济增长的专家学者、行政
管理人员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在该书即将出版之际，我乐
为之作序，以示勖勉。

( 陕西省副省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0 年 8 月 31 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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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颖的经济学话题。人类对经济增长的理

论探究已经历了近三百年的历程，目前仍长盛不衰、人才辈出。可以断

言，只要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停息，作为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

和永恒主题的经济增长理论就一直会处于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研

究经济增长的目的，在于探寻经济可持续和高质量增长的规律、寻求对

策，这也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和居民所企望的。于是，厘清经济增

长的动力源，就成为一项必要的基础性工作。

从改革开放起始的 1978 年至 2008 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举世瞩

目的强劲增长势头: GDP 年均增长 9. 80%，2008 年已成为全球第三大

经济体。位于中国西部内陆的陕西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0. 53% ; 特

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的 2000—2008 年，年均增长更高达 12. 64%。然

而，横向比较后会发现，陕西省并未取得明显的增长优势: 改革开放以

来的 30 年 ( 1978—2008) ，生产总值在全国 31 个省区市中的位次仅微

升 1 位，占全国 GDP总量的比重几乎未变，且与同处西部地区的四川、

内蒙古在 GDP总量或人均 GDP上一直存在着较大差距。

陕西省矿产资源潜在总价值、综合科技实力、工业基础等一直在全

国名列前茅，而其长期落后的经济与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学术界称之

为“陕西现象”。对此，不少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魏立萍 ( 2005 )

认为，陕西和广东经济增长差异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不同;

宁熙等 ( 2005) 认为，陕西省因制度创新不足导致的人力资本产权残

缺，使得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严重弱化。我则始终认为，影

响陕西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不在于客观因素，而是主观因素，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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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转变滞后的影响尤为突出。这些观点，都从某一方面对 “陕西现

象”作出了见仁见智的解释。

经济增长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过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赵俊民博士依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核

算理论、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立足于实证研究，利用国民收入

分析法、“索洛余值法”、协整分析等 10 多种数学手段和方法，从大量

翔实的数据中，梳理和测算了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全要素生

产率、R＆D资本、自然资本、消费、投资、制度变革、结构调整、对外

开放、政府作用、文化心理因素等 10 多种因素对改革开放 30 年陕西省

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度，并据此对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作出了自己的

判断，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议。我认为，这是对 “陕西现象”

的一个少有的相当全面、综合、有力度的诠释，是难能可贵的。

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兼顾理论创新和学以致用是西北大学经管

学院博士生教育的一大特点。赵俊民博士长期在政府综合经济部门工

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加之在西北大学经管学院对经济学、管理

学理论系统地学习，使其能把实际工作中的感性认识和思考，通过经济

学理论和数学手段总结和升华为这样一部新颖又贴近实际的专著。同

时，他作为一名国家公务员，日常工作十分繁忙，能做到边工作、边学

习、边写作、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精神可嘉。

我看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数据和资料翔实，测算的经济增

长因素较为全面，理论和实际结合得较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二是

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以定量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以数据和数

理模型分析得出结果，符合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三是求真务实、内

容新颖、观点犀利、对策建议有的放矢，体现了作者从实践到理论、再

从理论到实践的升华和凝华过程; 四是每章既相对自成体系，数据和结

论又相互引用，全书逻辑清晰、层次分明、浑然一体。

当然，这本专著仍存在着缺少与同类省份的数据对比、没有深入讨

论增长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这是一个缺憾，但瑕远不掩瑜，总体上可

以称得上是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因素研究领域的一个难得力作。它既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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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决策者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时提供参考，也可为其他西部

省份乃至全国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还可让读者和业内人士能有所

裨益和启迪。在该书即将付梓出版之际，我表示由衷祝贺，并乐为之作

序。

白永秀

(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0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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