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8.75

字       数：399千

版       次：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2-1472-4

定       价：58.00元

社       址：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650091

电       话：（0871）65033244    65031071             

网       址：http://www. ynup. com

E - m a i l ：market@ynup. 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陆之光.经济学院（会计学院）卷 / 郭树华，施
本植主编.—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
   （云南大学90周年校庆纪念文丛 / 刘绍怀, 何天淳
主编）
    ISBN 978-7-5482-1472-4

     Ⅰ.①东… Ⅱ.①郭… ②施… Ⅲ.①社会科学－文
集 ②自然科学－文集 ③经济学－文集 Ⅳ.①Z427
②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0249号

云南大学90周年校庆纪念文丛

经济学院（会计学院）卷

责任编辑：李    红

责任校对：李    平

装帧设计：刘    雨

电脑制作：周    

主编 \ 郭树华    施本植



书书书

前　　言

欣逢云南大学９０周年校庆。９０年，春风化雨，９０年，润物无声。

经济学院的前身———云南大学经济系，在云南大学成立时 （１９２３年）即

同时建系，是中国大学中最早成立的经济系之一。１９８９年经济学院正式

挂牌，成为云南大学第一所实行校、院、系三级管理的学院。２０１０年，

以经济学院为基础，组建了 “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会计学院。长期

以来，云南大学经济学院 （会计学院）坚守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主阵

地，锐意进取，不断创新，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超越。秉承 “以人为本，

质量第一”的办学理念，遵循 “经栋梁之才、济盛世强国”的办学宗旨，

以高素质人才培养为中心，以建设 “和谐优质品牌学院”为目标，注重

“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统一，走出了一条 “学术兴院、人才立

院、管理强院”的发展之路，已成为我国培养经济和会计类高级人才的

重要基地。

截至２０１２年，经济学院 （会计学院）设有经济系、对外经济贸易

系、会计系、金融系、财政税收系、风险管理与保险系六个系，有农村

发展研究中心等十一个科研机构，有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

金融学、保险、国际商务、财政学、注册会计等八个本科专业和专业方

向；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实现了经济类硕士点

的全覆盖；有会计、审计、资产评估和国际商务四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

点；有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形成了

“本—硕—博”一体化、文理交叉、经济和管理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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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 （会计学院）有国际经济与贸易国家一类特色专业，理论经济

学省级重点学科、金融学省级重点学科、国际经济与贸易省级重点学科、

经济学省级重点学科，有金融学省级特色专业，有服务我国面向西南开

放的国际经贸人才培养省级创新试验区，有云南省高级会计人才培养基

地等，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９０年的累累硕果，既是成就，也

是鞭策，它驱使着我们不断地进取，持续地努力。

大学的最大功能与贡献在于 “教之而得天下英才”，决定 “英才”

质量的高低取决于我们有多少优秀的教师，而教师的教学能力与其科研

水平息息相关。有理论指导的教育教学才会是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

“向教育科研要质量，靠教育科研上水平”已成为学院全体教师的共识。

目前，我院有一大批教师，他们不但有工作上的热度，更有对专业学科

理解上的深度和对教育科研认识上的高度。他们在紧张纷繁的教学之余，

笔耕不辍，将自己的研究与思考付诸笔墨，其中有许多已经在专业学术

刊物上公开发表或者在不同级别的论文评比中获奖。这些成果不但记录

了他们教育教学的总结和思辨，更是他们理论探索的结晶，是学院的宝

贵财富。为了铭记这笔财富，加强经济学科优秀论文成果的交流与推广，

让更多的人承惠于此；同时，也为了营造更加浓厚的科研氛围，更好地

促进教师专业水平的提升，真正推动学校的内涵发展，为母校９０周年华

诞献礼，我们将近年来全院专职教师已经公开发表的部分论文，遴选编

印成文集，向云南大学九十周年校庆献礼。

本论文集分为六大板块，第一板块为 “政治经济学”专题，包含

《兴国之要与强国之路》《经济学的自主创新：来自美国经济学早期发展

史的经验》《中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共性与差异分析》等７篇论

文；第二板块为 “世界经济”专题，包含 《ＦＤＩ与中国产业安全问题研

究》《ＦＤＩ与政府规模、支出结构：理论与证据》《国际贸易政策倾向及

后危机时代的治理》等６篇论文；第三板块为 “金融学”专题，包含

《中国最优通货膨胀率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央银行效用的分析框架》

《资产价格波动与金融稳定———基于银行信贷视角的分析》《中国货币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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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函数的建模研究———基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的月度数据》等８篇论文；第

四版块为 “会计学”专题，收录了 《智力资本价值贡献问题研究动态》

《利用社会责任报告促进低碳经济转型》和 《中缅会计准则趋同研究———

基于中缅固定资产具体会计准则之比较》３篇论文；第五板块为 “区域

与产业经济学”，收录了 《云南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思考》《财政

分权、政府竞争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扭曲的实证研究》《基于分工视角的

物流组织模式演变》《基于产业关联分析的云南产业结构优化思路研究》

等８篇论文；第六板块为 “经济学教育与教学”专题，包含 《后金融危

机时代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探讨———基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思考》和

《城郊校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２篇论文。全集共３４篇学术

论文，约４０万字。在论文选编过程中，我们重点选择了那些不是单纯介

绍国外理论，而是将国外理论与中国实践很好结合起来的学术论文。在

研究领域方面，也不将目光仅仅局限于经济研究的某一个方面，而是注

重体现学科研究的多样化，我们相信多样化的研究思路与研究视角更有

利于我国经济学研究的成熟发展。因此，这３４篇论文，皆为孜孜求精、

唯实认真之作。我们期望着本论文集能够促进相关研究领域的深化，提

升云南经济学界的研究环境与品质。

《东陆之光·经济学院 （会计学院）卷》编委会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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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之要与强国之路
施本植

摘　要：我国目前已进入由大国向强国跃升的重要时期。实现大国

向强国的跃升，首先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经济总量与人均反差大的关

系、国情与国际惯例的关系、能力与责任的关系。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继续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应当高度重视抓好构成综合国力的其他

要素的发展，特别是补文化、科技、外交等短板。在迈向强国的路径选

择上，应当实现从 “引进来”到 “走出去”，“引进来”和 “走出去”有

机结合；从被动 “接轨”到主动 “设轨”，接轨与设轨有机结合；从内到

外，内政与外交有机结合，做到经济崛起与文化崛起、政治崛起、外交崛

起等协调并进，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 “三力”共同作用、协同推进。

关键词：经济大国　强国目标　路径选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有效实施，推动了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ＧＤＰ年均增长近１０％。２０１０年，我国ＧＤＰ总值

达５８７８６亿美元，比日本多４０４４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

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２０１１年，我国ＧＤＰ总值７４９７０亿美元，比日本多

１９２９０亿美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更加巩固。２０１１年，我国 ＧＤＰ总量

比作为第一经济体的美国少７４５３９亿美元。２００９年，我国ＧＤＰ总量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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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３６６％，２０１１年提高到５０１％，我国与美国的经济总量差距不断

缩小。如今，我国已建立了覆盖全部领域的制造业体系，制造业总值位

居世界前列。２０１１年加工业产值已占全球的１９８％，超过美国居世界第

一；２０１１年我国进出口总额３６４２１亿美元，其中出口１８９８６亿美元，进

口１７４３５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遍及全球，成为世界第二大出口大国；

２０１１年我国网民数已超４亿人，移动通信用户７亿多人，居世界第一；

我国的外汇储备和利用外资规模均居世界第二；我国煤、水泥和化肥产

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钢、发电量和布的产量基本保持在世界前两位；

原油产量居世界第五位；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子、水果等的

产量连续居世界第一位。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全方位的现代化也在不断推进，

我国的大国地位日益确立。我国目前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即

由大国向强国跃升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重要的历史关头，抢抓大国向强

国跃升的重要战略机遇，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和全面振兴，是

时代赋予我们重大而神圣的使命。

一、科学定位：找准迈向强国的方向

实现大国向强国的跃升，首先必须搞好发展的定位，选准发展的方

向。富强富强，先富后强，富了才能强。实现强国之梦，首先要抓好经

济建设。就经济建设而言，党中央提出了三步走的构想，即在基本解决

温饱问题之后，到２０２０年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到本世纪中叶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

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科学的发展定位，应当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以下关系。

第一，经济总量与人均反差大的关系。经济是基础，实现强国目标，

首先仍然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跃升。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要

求。应当看到，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是，我国经济总量与

４

东陆之光·经济学院 （会计学院）卷



人均之间反差巨大，２０１１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突破５０００美元，仅居

世界１００位左右。温家宝同志曾感言： “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１３亿，

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１３亿，就会变成一个小数

目。”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符合我国

客观实际。

除了经济总量和人均反差大之外，我国经济还存在发展不平衡、结

构不合理、发展质量不高、发展难以持续等的问题。目前我国很多行业

特别是高资源消耗、低端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与此同时，高端集成电

路的９０％，轿车制造、纺织机械等高技术装备的７０％还依赖进口。２０１０

年我国石油消费一半以上依赖进口，铁矿石、铜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均近

７０％。２０１０年投资率高达４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占ＧＤＰ的比例达

６７％，投资与消费关系严重失衡。２０１０年我国三次产业比例为

１０２％∶４６８％∶４３％，第三产业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６０％以上水平，服

务业发展滞后，三次产业比例不协调。我国出口产品中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不到１０％，９０％是贴牌生产；我国对外技术依赖度达５４％，全国出

口的５７％来自外资企业；我国企业研发支出只占企业销售收入的０５６％，

创新能力不足，多数产业缺乏核心技术，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制

约因素。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短缺瓶颈制约也十分严峻，据统计，我

国人均石油可开采储量只有世界平均的１１％，天然气人均储量只有世界

平均的４％，号称煤炭生产第一大国人均可开采储量只有世界人均的

５５％，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的３１％，人均可耕面积地只有世

界人均的４５％，森林只有世界人均的 ５％。人均资源少，单位产品和

ＧＤＰ的能耗物耗却高出世界先进水平２０％～３０％。我国的生态环境恶化

压力不断增大，我国江河湖泊普遍遭受污染，全国７５％的湖泊出现不同

程度的富营养化，９０％的城市水域污染，１／３的国土不同程度水土流失，

沙化土地占国土面积的１８％，３０％的国土面积不同程度经受酸雨，多数

大城市空气质量下降。特别令人不安的是，经过３０多年的发展，我国虽

然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加工厂，但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大多数产品缺

５

兴国之要与强国之路



乏核心能力和品牌，我国长期形成的是 “微笑曲线”两头小中间大的

“橄榄型”产业价值结构，在国际贸易中缺乏定价权，在国际分工中只是

领取微薄的 “加工费”，成为廉价的国际 “打工仔”。因此，即便在我国

外汇储备已突破２３万亿美元、持有美元国债超过８０００亿美元的今天，

仍然无法改变透支环境、透支资源、透支劳动者健康的发展模式，深陷

“商品化—证券化—美元化—贫困化”的斯蒂格利茨陷阱中。因此，进一

步优化经济结构、缓解结构和资源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扩大内

需特别是增加国内消费增强发展的自主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通

过自主创新增强核心竞争能力，取得定价权，尽快摆脱上述斯蒂格利茨

陷阱，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当务之急，也是我们迈向经济强国的必

然选择。

总之，应当清醒地看到，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进一步提高

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转变发展方式、消除影响发展

的体制机制，尽早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迈向经济强国行列，仍然是现

在和今后相当时期里我们努力的方向和工作的重中之重。

第二，国情与国际惯例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我国融入

世界的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把握我国未来发展方向，一方面必须从我

国国情出发，另一方面必须遵守国际惯例，国情和国际惯例是确定我们

前进方向的纵坐标和横坐标。我们既要防止片面强调国情特点，不重视

遵守国际惯例的做法，更要防止片面强调国际惯例，不从本国实际出发

的做法；既要反对简单的拿来主义，也要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无论是

我们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生态建设、社会建设和其他建

设，都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中

国特色发展之路。与此同时，要认真学习，借鉴国外经验，遵守国际惯

例和国际规则，为维护良好的国际经济秩序和世界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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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能力与责任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的国际定位是发展中国

家，这不仅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状况，也是我国地缘政治的需要，这种

定位对于我们团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威胁起了积极作用。

如今，我国仍然还没有成为发达国家，经济上我国的人均水平还较低，

我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还处在加速推进阶段，我国还处在体制

机制转型的重要时期。但是，我们也不能继续简单地把自己定位成发展

中国家，我国事实上已成为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因为我国已成为经

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许多经济总量指标已今

非昔比，我国国际影响力和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增强。如今，国际社会

对我国承担责任的期望已超出发展中国家的范畴。我国理应而且可以肩

负起更多带有全球性的责任，以期与我国的实际能力相对称，与国际社

会对中国的认同和期望相一致。今后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加强能力建设，

不断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另一方面要勇于担当，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

在国际事务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履行好相应的义务，承担更多的责任。

通过妥善处理好能力建设与责任担当的关系，处理好国际社会期望与国

内实际困难之间的矛盾，践行 “和谐世界”建设的理念，实现由大国到

强国的跃升。

二、补齐短板：不断提升综合竞争力

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趋势，也是当今世界各国

竞争最重要趋势。一个国家和地区一体化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决定了该国

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质量，也决定了其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尽管世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逆一体化发展的现象，但一体化发展的总趋

势并没有改变。

就经济一体化而言，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了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

的趋势。根据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 （Ｔｉｎｂｅｒｇｅｎ）的定义：“经济一体化就

是将有关阻碍经济最有效运行的人为因素加以消除，通过相互协调与统

一，创造最适宜的国际经济结构。”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 （Ｂａｌａｓｓａ）则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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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济一体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就过程而言，它包括旨

在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差别待遇的种种举措；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

各国间各种形式的差别待遇的消失。”经济一体化本身是一把双刃剑，机

遇与挑战并存。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总体效应是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提

高资源配置的效率。经济一体化使发生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波动、

环境污染、恐怖活动等蔓延全球，一体化也存在逆效应。如今的世界经

济一体化发展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特征，包括突破原来单纯货物贸易自由

化和相邻国家间一体化发展的传统，合作领域日益向服务贸易自由化、

投资自由化、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乃至统一的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标

准、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等方面扩展和深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地域、

跨洲的一体化组织，地理因素在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大为减弱。经济一

体化的突出表现使世界各国之间互相依存、共荣共衰的关系更加明显。

如今，世界经济步入低速增长期的同时，还出现了一系列重大调整，一

是欧美等在金融危机之后更加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在发展制造业方面作

各种努力，世界制造业竞争将更加剧烈；二是全球 “产能过剩”矛盾突

出，一些行业的重组在所难免，不可避免地引发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战”，

加剧国际经贸摩擦；三是一些新兴的经济发展模式，如绿色经济、低碳

经济等将成为经济增长新亮点。一体化的发展使国家之间在经济领域的

竞争更趋多样化和复杂化。

一体化发展和竞争的趋势还表现为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

国防、外交、资源、民族意志、凝聚力等要素加速融合，形成了各要素

共生共存发展的态势，国家之间的竞争变成了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

力成为衡量国家是否强大的重要指标。所谓综合国力，是指一个国家赖

以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及国际影响力的合力。综合国力的构成

要素既包含自然的要素，也包含社会的要素；既包含物质的要素，也包

含精神的要素；既包含实力，也包含潜力以及由潜力转化为实力的体制、

机制和制度，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国防、外交、

资源、民族意志、凝聚力等要素有机关联、相互作用的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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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国防、外交等方面的

单边突进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强国。因此，我国的强国之路要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以经济实力的增强为前提和基础，但并非经济发展了就会成为

世界强国，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

根据 “木桶原理”，木桶的容量不是取决于形成木桶的各块木板的平均高

度，更不是取决于最长的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木板。当前和今后相

当长一段时期，我们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

应当高度重视抓好构成综合国力的其他要素的发展，特别是补文化、科

技、外交等短板，切实改变我国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的 “大经济

小文化”“大经济小货币”“大经济小外交”等状况，做到经济崛起与文

化崛起、政治崛起、外交崛起等协调并进。

加强文化建设等短板，既是缓解我国经济发展中结构制约和发展方

式制约的需要，更是实现由大国向强国跃升的需要。经济是硬基础，文

化是软基础，软硬必须相济；经济是体，文化是魂，体要魂引，魂要附

体，强魂才能健体。文化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深厚的

资源，也是可以持续利用的高等要素。实现没有文化的崛起，就无法改

变我国产业和产品缺乏科技支撑、缺乏核心竞争力、缺乏品牌和定价权

的被动局面，无法有效地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上也难以真正

崛起，更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没有文化的崛起，更不可能跃升成为

真正的强国。文化是一种软国力，但文化的作用并不 “软”。可以毫不夸

张地说，没有硬实力，一打就倒；而没有软实力，不打自倒。文化对于

形成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凝神聚力，以及提升一个国家的国民素

质及其综合竞争能力，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今，文化的竞争已日益

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和关键领域。世界不同国家之间，围绕文化的

传播与封锁、扩张与抵制、消亡与保护等等，展开了频繁而复杂的较量

与竞争。各种文化之间的合作与竞争、融合与冲突，已伴随经济和政治

等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和重要。我们国家只有在这种较量和竞争中赢得

了主动，真正占领了一席之地，才能巩固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竞争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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