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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报告是四川省社科研究2007年度招标项目的最终成果。
全书运用经济增长极及其相关理论，对成渝经济区进行研究。
内容包括：成渝增长极的主导产业研究；成渝经济增长极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成渝经济增长极统一
市场建设研究；成渝经济增长极对外开放战略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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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的周期性发展会使经济增长处于一种动态均衡中。
当一个企业通过创新获得大量利润后，必然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引起其他企业的模仿和应用，推
动经济增长达到一个高潮。
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实现模仿后，会引起边际利润的逐渐减少甚至一些企业出现亏损，经济增长落
到低谷，这种情况又迫使企业进行新一轮的创新活动，从而推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上面提到，企业创新的内容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观念创
新，等等，但是熊彼特和佩鲁都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是技术创新。
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他把技术创新置于企业创新的核心地位，认为技术创新是企业创新的主要形
态，但同时也将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包容其中，认为它们是技术创新的保证。
佩鲁之所以强调企业的创新对增长极形成的重要作用，是因为没有技术进步的世界是一个收益递减的
世界。
在既定的技术条件和知识水平下，人们能发现的投资机会总是有限的。
或者说，可投资项目集合的边界，在既定的技术知识条件下是不会扩大的。
投资总是从可投资项目集合中最有利的项目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利的投资项目将不断减少，投
资的收益也会相应下降，因而资本的边际收益也是递减的。
当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时，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总产出会相对减少，从而导致资本的平均效率即资本
的生产率递减。
这就是说，如果没有技术进步，资本的规模收益将会递减。
在规模收益递减时，在劳动、土地和技术知识等不变的绝对情况下，不断增加的投资最终会用完所有
的投资机会，至此之后的投资将不会再增加经济产出的总量，因而经济增长将会停止。
　　在解释技术进步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上，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使资本的边际收益
曲线外移，而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增加投资只能使资本的边际收益沿边际收益曲线下降。
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影响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不是资本数量，而是资本效率。
当资本放大时，资本相对于劳动而增加，边际产量下降，边际收益递减，而技术创新使收益递减曲线
向上向外移动，提高了资本生产率，扼制了资本利润率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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