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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础设施是涉及到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生活质量、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其在一国或
一个地区提升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的重视。
　　长期以来，人们只是关注到基础设施对工业化与生产效率的重要性，而对基础设施及基础设施与
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化认识程度不高，并由此导致基础设施发展政策的失当。
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基础设施才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范畴而存在；此后，发展经济学家开始研究
基础设施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后，各国政府逐渐意识到一国基础设施恰当与否，决定了其在从事多样化生产、进行
国际经济竞争、解决人口增长问题、减少贫困以及保护环境方面的成败，并把发展基础设施摆在主要
位置，纷纷对基础设施领域实行改革。
与此同时，许多经济学家及世界银行专家对基础设施与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研究。
然而，这些对基础设施的研究作为理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至今还没有建立比较统一、比较完整的权
威性的科学理论体系。
人们对基础设施的认识比较肤，对基础设施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资料和文献更为少见。
本著作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规范与实证并重的研究方法，通过比较、总结部
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往基础设施发展的经验教训，详细剖析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力图深
入探讨我国基础设施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政策建议。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具有基础设施投资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落后的现实所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导致了对基
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欠账”太多。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物质供给日益丰富，产品供求发生逆转，而作为经济增长和
社会发展条件的基础设施依然供给小于需求， “瓶颈”制约依然严重。
近十多年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服务总量与效率大为提高。
然而，基础设施服务还是不能完全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
面对国情现实、快速提升国力的需求及21世纪中叶建成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面对中国基础设施领域
与发达，国家相比在规模、结构、区域配置、技术进步、资金筹措、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劣势局面，我
国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为此，中国政府必须努力解决基础设施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正确地制定基础设施发展政策。
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基础设施理论以及经济发展中基础设施的有关问题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基础设施及
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有助于我们科学地制定基础设施的发展政策。
　　本书共有九章，除导论外，其余各章分别研究基础设施发展模式、基础设施规模、结构、区域配
置、技术进步、管理体制和投融资七大问题，其中第九章是发展我国基础设施的对策研究。
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导论。
本章首先介绍了早期经济学家关于基础设施的思想、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以及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学者
关于基础设施的论述，分析了以往关于基础设施及其发展思想认识上的局限，然后说明笔者自己的研
究方法和研究范围。
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应以新的经济发展观来重新界定基础设施的涵义，深化对基础设施的认识。
同时，还对基础设施的特征作了较系统的分析，以期深化人们对基础设施的认识，进而为研究基础设
施问题和制定我国基础设施发展政策找到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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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共有九章，分别研究了基础设施发展模式、基础设施规模
、结构、区域配置、技术进步、管理体制和投融资七大问题，最后为发展我国基础设施的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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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同步发展——最优模式的实证分析　　从实践上看，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基础设施的建
设主要有如下几种发展类型：第一种是超前型，即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于直接生产活动超前一个时期。
英国等西欧发达国家由于起步较早，大体属于基础设施超前发展一类的国家。
第二种是同步型，即基础设施与生产消费引起的需要相适应，直接生产部门与基础设施的形成和扩大
同步发展，稍后发展起来的美国、加拿大、瑞典等国均属于这种类型。
第三种是滞后型，即基础设施发展落后于直接生产部门。
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发展类型。
前苏联、东欧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其中也包括作为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以往基础设施的建
设，均属于这种类型。
　　一、“超前”型发展模式　　超前型发展模式的一个典型特点是基础设施的发展超前于工业高速
发展阶段到来之时，也就是说它的发展超过直接生产活动在一个时期的需要。
19世纪中叶的英国，基础设施的建设就属于超前型的发展模式。
以交通运输为例，当时主要的运输方式是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从1840年到1850年英国铁路里程由O
．135万公里增加到1．065万公里，增加了6．89倍，用恩格尔公式计算的铁路密度由0．541增加到4
．11，增加了6．6倍，而向期煤由3600万吨增加到5000万吨，只增加了0．38倍，生铁由14200万吨增加
到22900万吨，仅增加了0．61倍。
这一时期英国铁路长度和铁路密度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煤和生铁的增长速度。
英国“在1830年就形成了全国性的水路运输网”，纵横全国的运河长达7507公里，是当时国内水运最
发达的国家；到1840年英国的主要铁路干线已大部分建成，而在“1850～1870年英国工业高涨时期”
①才到来。
英国全国性水路运输网的形成　　和主要铁路干线大部分建成比工业高涨期的到来分别早20年和30年
。
而且，用恩格尔公式计算的英国铁路密度，1850年为4．11。
而1978年亦不过4．84，这说明早在130多年前，英国的铁路密度与130多年后的铁路密度几乎相当了，
不难看出，英国的铁路、水路等基础设施是超前形成的。
　　一般来说，超前型模式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先行发展和超前建设，为1850年至1870年的工业高潮准备了基础条件，从而使这
次工业高潮所取得的“巨大力量”连应用蒸汽和机器所获得的“惊人成果”与之相比也都显得“微不
足道了”。
②　　但是，基础设施超前发展引致基础设施存量超过了直接生产部门的需求，使得基础设施利用效
率低，投资效果差。
如英国自19世纪就开始修筑运河，形成了一个相当完善的运河体系，使得运输费用大大降低，“但是
英国的整个运河系统究竟在怎样的程度上给投资人以适当的报酬，这有待商榷”。
“横贯南英格兰分水岭的支河开筑——几乎可以说是南部的运河开筑——始终不是一种赚钱的企业”
。
因为“它们的所有者一直没有能看到城市和工厂在他们的产业附近勃兴起来”。
“在1800年，泰晤士一塞佛恩运河公司的秘书承认该公司在开办了10年之后还没有得到所有者们所期
望的那样多的贸易”。
①上述经济史料可以反映出基础设施超前发展的缺点。
　　我们认为超前型的发展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可取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在基础设施超前发展
模式下基础设施部门自身的投资效果较差，更主要的是，采用超前型发展模式需要在工业化以前就积
累足够的资本。
英国之所以能够使基础设施超前发展，关键在于其在工业化以前就进行了充分的资本原始积累。
　　二、“同步型”发展模式　　同步型基础设施发展模式的典型特点是基础设施的发展大致上与直
接生产部门的发展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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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
1850年美国铁路密度为0．41，仅为同期英国水平的1／10左右。
“1850～1870年英国工业高涨时期，也正是美国、德国工业迅猛发展急起直追的时期。
”同时美国在“50年代里铁路建筑迅速发展一。
②这证明，美国在工业迅猛发展之前，铁路并没有大的发展，铁路密度也远不及英国，1850年开始了
美国工业与铁路的同步迅速发展。
美国的运输网是和美国直接生产部门的发展同时形成的，“不能把美国以及加拿大、瑞典等国的基础
设施的发展视为超前型，因为美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它在工业化以前积累的财富没能像英国那么多
。
而且美国不同于英国，其工业化开始于铁路已经有了发展的时代，也就是说在19世纪前半期的技术水
平上开始的，因而它要求基础设施的发展有较高的水平。
所以美国的工业化发展到一个又一个地区，而基础设施则是与工业平行发展的。
在19世纪后30年，当美国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超过英国时，其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虽尚未赶上英国，但
基础设施的总体和技术完善程度，已大大超过了英国”。
①这说明美国的基础设施发展与工业化进程基本是同步的。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美国某些基础设施部门，如铁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是大大超前经济发展需
要的，造成了资源浪费。
　　同步型的发展模式使得基础设施的发展与直接生产部门的发展相适应。
基础设施基本上不存在大量的、非正常的设施闲置和能力多余的问题，因此，基础设施部门自身投资
的效果比超前型要好，同时，由于它及时保证了国民经济各部门正常运转、协调发展以及居民生活的
需要，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综合经济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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