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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文章在总结前人对自然资源禀赋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提出禀赋（亦称潜力禀赋）的定义、分类及相关特征等内容，以期为潜力
产业的深入分析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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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多学者认为资源禀赋是产业发展

的基础，他们把资源禀赋视为产业发展的潜在动力，强调资

源禀赋在产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资源禀赋的质量及开发利

用条件影响着区域生产发展和经济效益，丰富的自然资源有

利于优化地方产业布局和结构，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和产业竞争力，进而加快产业发展步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从最初的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到李

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再到赫克歇尔 - 俄林的要素禀赋理

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强调资源丰富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

是在现有的理论研究中，并没有将禀赋的类别进行全面系统

梳理，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禀赋并未得到充分发挥作

用。我们认为禀赋对一个地区的潜力产业的选择和发展具有

重要影响，只有全面认识禀赋基本情况，掌握禀赋之间内在

关系，选择好潜力产业，才能有效避免“资源诅咒”，促进一个

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

一、文献综述

学者们主要是从资源对产业或经济发展的影响的角度

来研究资源禀赋，对资源禀赋本身的研究少之又少。朱传耿

和赵振斌 （1999 年） 分析区域产业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及其

特征，认为区域产业竞争力主要由区位因素、人口因素、经

济因素、技术因素、自然因素、政策因素与创新因素等 7 个

要素构成。林毅夫等（2003 年）研究表明，一国或地区应该

遵循其要素禀赋发展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以获得自生能

力，促进产业技术变迁的速度。张广海、刘佳（2010 年）选择

旅游资源禀赋、旅游资源市场开发条件、区位交通优势、社

会经济保障、生态环境承载能力 5 个方面构建滨海城市旅

游开发潜力评价指标体系潜力评价模型，将 14 个滨海城市

划分为四类开发潜力类型，进而明确城市旅游开发功能和

方向。路征、邓翔（2010 年）研究发现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禀

赋对大多数自制造业的空间分布有显著影响。刘涛、张建中

等 （2011 年） 选择能源资源产品作为自然资源禀赋的替代

变量，得出内蒙古的自然资源禀赋对第二产业的拉动作用

最大，特别是对采掘业拉动作用。鲁晓东、连玉君（2012 年）

认为中国工业产业增长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要素的

数量增长，包括投入的物质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和人力

资本；二是工业产业的增长更多依赖于生产要素的数量投

入。张海威（2013 年）认为地区地理位置、周围环境、气候土

壤等资源禀赋条件决定了地区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性，进

而导致不同地区要素之间的成本差异，并产生区域间比较

优势差异。

二、禀赋理论基础

禀赋的理论基础涉及到具有代表性的比较优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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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禀赋理论等资源禀赋理论，据此，对相关理论作如下

梳理。
（一）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最早由亚当·斯密提出，他认为一国在国际

贸易中应出口生产成本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生产成本

占劣势的产品。之后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比较优势理论，认

为即使一国在生产所有产品上都具有较他国的绝对优势或

劣势，也会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更多的利益。他的理论也被

称为相对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关注资源禀赋的配置状况，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地区经济而言，比较

优势是指从各地区的资源禀赋条件出发，决定不同产业在不

同地区间的分工和互补关系，以及同一产业在不同地区间如

何分布。
（二）要素禀赋理论

该理论最早由赫克歇尔和俄林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成，简称狭义 H-O 论，后经 Samuelson

等人不断加以完善形成广义 H-O 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狭义

H-O 理论、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以及罗伯津斯基定理

等。狭义 H-O 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格局是由各国土地、资本

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禀赋状况决定的。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理

论指出：随着国际贸易的进行，两国产品的相对价格差距逐

渐减少，最终使得两国产品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相等。罗

伯津斯基定理说明在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一

国某种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使得密集使用该生产要素的产

品的产量也增加。
（三）竞争优势理论

竞争优势是指各国或各地区相同产业在同一国际竞争环

境下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市场竞争能力。该理论由 Porter 提

出，他认为比较优势不一定是竞争优势，只有竞争优势才能

最终显示国际分工利益。Porter 认为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

是潜在的比较优势，表现的是各国在资源禀赋上的有利地

位；而竞争优势是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多种要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
比较优势、要素禀赋、竞争优势等这些理论对禀赋论的具

有重要指导作用。

三、禀赋的概念与特征

（一）禀赋的概念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禀赋的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概念范

畴，其中狭义的禀赋是指自然资源禀赋，即一个国家或地区

在地理位置、森林国土、水资源、气候条件、矿产资源、自然资

源蕴藏等自然环境因素的总称。随着科技和生产力水平不断

提高，禀赋的范畴不断扩大，因此我们提出广义的禀赋，我们

也称之为潜力禀赋，即一个国家、地区或个体在自然、经济、
社会等方面所拥有的资源的总称，包含自然资源禀赋、社会

资源禀赋和经济资源禀赋。
自然资源禀赋指的是狭义的禀赋，包含地理区位、自然环

境、生物、海洋、水利、气候、矿产资源、土地等具有自然属性

的禀赋。
经济资源禀赋是其他禀赋经过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具有经

济效益的禀赋，一个区域的经济资源禀赋对该区域的经济发

展具有直接的影响。包含产业、资本、技术、市场因素、交通条

件等具有经济属性的禀赋。
社会资源禀赋是人类社会在生产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或

者形成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软环境，对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方

向等方面具有重大影响。包含文化、社会组织、外部环境等具

有社会属性的禀赋。
（二）禀赋的特征

1.自然资源禀赋特征

自然资源禀赋分为可再生资源禀赋和不可再生资源禀

赋，两者既有共同的特征，又有不同特征。
可再生资源，如土地、阳光、森林、水等资源。其特征

为：

（1）无限性———这类资源用之不尽取之不竭，是人类共有

的可再生资源，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更新、再生、循环使用。
（2）环保性———可再生能源的天然存在性决定了该类资源

是“清洁”能源，具有环保无害的特征，它们是自然界的重要

组成部分。
不可再生资源，如煤、石油、铁矿、天然气等。其特征

为：

（1）稀缺性———需求超过总供给和分布不均造成所造成的

不可再生资源的稀缺。
（2）有限性———指资源的数量有限，而人类对资源的需求

是无限，短时间内不可再生。
两者共有的特征：

（1）可用性———自然资源可以被人们所利用，这是自然资

源的基本属性，自然资源通常具有多有用途，也就是多功能

性，自然资源的可用性与稀缺性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2）整体性———自然资源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

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对于某种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会因

资源环境的整体特征，对其他资源形成影响，因此须强调综

合研究和综合开发利用。
（3）地域性———自然资源的形成服从一定的地域分布规律，

在数量或质量上有显著地域差异，其空间分布具有不均衡的

特征。自然资源的地域性会引发竞争格局。
（4）动态性———自然资源与人类社会构成的整体系统处于

不断变动之中，人类对资源的不断开发利用使得自然资源禀

赋随着变化。
2.经济资源禀赋特征

经济资源禀赋主要有聚集性和流动性等特征：

（1）集聚性———产业的聚集带动资金、劳动力等要素的

聚集，加强了生产要素供应商的专业化，使市场、技术和其他

专业化信息集中在产业聚集区内，使信息的传播和获得更加

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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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动性———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促进了劳动力、资金

和技术在区域间的流动。
3.社会资源禀赋特征

社会资源禀赋主要有内生性、相对稳定性、无形性等特征：

（1）内生性———社会资源不像自然资源是天然形成或存在，

而是人类在社会生产发展过程的主观创造。
（2）相对稳定性———社会资源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的确

定性和稳定性，是不轻易变动的，他们的形成与终止必须经

过一定的改革推动。
（3）无形性———社会资源不像自然资源、经济资 源 等

相关要素是摸得着看得见的事物存在，而是一种无形的软

实力。

四、禀赋的分类与主体

（一）禀赋的分类

我们主要从潜力禀赋来考虑，其具体分类如下：

在研究时发现，在一定的外界因素刺激或一定的条件下，

三大资源禀赋要素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和影响。
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资源禀赋可以相互转换和影响。例

如，当自然资源禀赋中矿产资源规模够大时，可以发展成为

矿产品加工产业，从而转化为经济资源禀赋；当产业发展或

交通设施建设需要时，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然资源禀赋中

的土地利用情况。
社会资源禀赋与经济资源禀赋可以相互转换和影响。例

如，当社会资源禀赋中的民族、红色等文化影响力较大时，可

以形成具有经济效益的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即对经济资源禀

赋产生影响；当经济资源禀赋中的资金、技术、产业等发生较

大变化时，也会推动环境形势、体制机制等社会资源禀赋发

生变化。
自然资源禀赋与社会资源禀赋可以相互转换和影响。例

如，广西在经济地理位置上具有“三沿（沿边、沿海、沿江）”优
势，国家在制定政策时会有所倾斜，从而广西在这方面的政

策环境要相对较好；当国家为加强环境保护而制定严格的矿

山开采管理制度时，会使矿产资源的开发受到限制。

总的说来，自然资源禀赋、经济资源禀赋和社会资源禀赋

三大要素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缺一不可。其中自然资源禀赋

是经济资源禀赋和社会资源禀赋的基础，它能加速或者延缓

经济社会的发展，成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和谐的基本

要素。

（二）禀赋的主体

一般来说，主要从区域、产业、企业、个体四个方面来研

究潜力禀赋问题，即禀赋的主体包含了区域、产业、企业、个

体四类。
区域的禀赋主要包括自然、经济和社会资源禀赋三个方

面，其中自然资源禀赋主要有地理位置、生物、气候、土地、水
利、矿产等；经济资源禀赋主要有产业、交通、资金、技术、市

场环境、人力资源等；社会资源禀赋主要有外部环境、文化、
组织、外部环境、管理、制度等。

产业的禀赋主要包括自然、经济和社会资源禀赋三个方

面，其中自然资源禀赋主要有土地、经济地理位置、矿产等；

经济资源禀赋主要有资金、技术、市场需求、市场竞争、产业

基础、交通条件、经营成本、劳动力等；社会资源禀赋主要有

行业环境、政策环境、经济环境、专业合作社、科研机构、经济

制度、工商企业管理、经济管理等。
企业的禀赋主要包括自然、经济和社会资源禀赋三个方

面，自然资源禀赋主要有土地、地理位置；经济资源禀赋主要

有企业规模、企业产品、资金、经营成本、生产技术、技能水

平、人才、融资等；社会资源禀赋主要有企业制度、企业管理、
政策环境、行业环境、工商企业管理等。

个体的禀赋主要包括了经济、社会资源禀赋两个方面，其

中经济资源禀赋主要有经济实力、发展状况、成本、教育与知

识、经验技能等；社会资源禀赋主要有自身条件、社会地位、
社会关系、社会活动等。

五、禀赋与区域发展的关系

（一）禀赋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任何区域经济发展都是建立在区域的资源禀赋基础上，

本文在深入探讨自然资源禀赋、经济资源禀赋、社会资源禀

赋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关联性的时候，研究发现三大资源禀

赋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呈现一定的特征，其中：

自然资源禀赋不一定是支持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必

图 2 潜力禀赋三要素转换图

图 1 力禀赋分类树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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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条件。自然禀赋丰富的区域，未必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区

域，即存在“资源诅咒”，而不具备某一资源优势的地区却有

可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例如：中国中部、西部地区是

我国重要的资源富集区，矿产资源、水电能源、森林资源等

富集，但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我国其他区域，是国家重

点扶贫对象；而自然资源比较匮乏的日本、新加坡等国家，

经济发展水平却位居世界前列。显然，自然资源禀赋并非是

资源经济。
经济社会资源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要远大于自然资源的作

用。自然资源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素，而大量研究证明

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却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力，经济社会资源

禀赋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明显大于自然资源禀赋。例

如，美国硅谷因拥有多所研究性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丰富

的人力资源要素，促成了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形成，从而使硅

谷发展成为美国重要的城市。
因此说，要加快某一区域经济发展，要立足自身自然资

源禀赋的同时，更要重视要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开发

利用。
（二）禀赋与区域产业发展的关系

禀赋资源与区域某一产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其中：

自然资禀赋丰富的地区并不一定成为自身的优势 产

业。例如：广西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民族风情、山水景色、
地貌奇观、滨海风光、边关风貌、红色文化资源等丰富多彩，

但受交通不便、开发创意、资金短缺等影响，与其他省市相

比，广西并未成为旅游产业最发达的地区，产业竞争力还不

够强。
自然资源禀赋不丰富但经济、社会资源禀赋丰富的地区

也可以形成优势产业。例如：浙江省义乌自然资源禀赋相对

匮乏，但政府大力发展小商品市场，通过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优化发展环境，加强资源、人才、技术等保障，使得“小商品市

场”成为义乌市的代名词，成为中国重要的小商品集散地；又

如地处平原的浙江省嘉善县，本地没有森林，也不生产木材，

却建成了规模经营在全国名列前茅的木材市场。

六、结语

我们以禀赋（潜力禀赋）为研究核心，在总结前人有关研

究的基础上，对禀赋的概念、分类、特征和主体等进行了初步

探讨。我们认为禀赋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关联性，自

然禀赋资源是基础，社会资源禀赋是保障，经济资源禀赋是

关键。随着禀赋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还将据此探讨潜力产

业的选择问题，还将在此基础上对更大的区域、企业甚至个

体进行潜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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