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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开发的"财富悖论#探究
!!!基于收益分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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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说*资源诅咒+往往表现为自然资源开发中区域经济层面的*资源地贫困+与微观

经济层面的*采掘企业超额利润+同时存在的*财富悖论+现象" 通过运用全部采掘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度量

资源丰度%用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来度量经济发展水平%使用 !""( 年!!""&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资源开

发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及其传导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证实了我国内部地区层面存在*资源诅咒+

效应" 资源开发收益在企业微观层面的各利益主体之间和政府区域层面的资源区与受益区之间的收益分配不公#

是导致资源开发的财富悖论不可忽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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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0!I&<?''!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 ""#% "I

一% 引言

自然资源禀赋丰富的地区希望以资源开发为契机

来发展经济!以增加本地区的财富$ 然而!在一定条件

下自然资源的开发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往往大于正

面影响!出现资源开发中区域经济层面的%资源地贫

困&与微观经济层面的%采掘企业超额利润&同时存在

的%财富悖论&现象$ 对此!以往的研究多是从资源资

产价值确认"资源优势与经济优势的关系以及区域经济

发展影响因素等方面加以解释!而对资源开发收益在企

业微观层面和政府区域层面是否合理分配的问题却少

有关注$ 笔者认为!我国资源开发中收益分配不公是资

源开发%财富悖论&不可忽视的原因$ 从收益分配视角

看!我国资源开发中出现区域经济层面的%资源地贫

困&现象是由于在资源开发收益的第一次分配中国家拥

有的资源所有权的收益没有得到充分实现!第二次分配

中资源所在地政府没有获取足够的社会事务管理补偿

费用#资源开发企业的收益在企业与政府"资源地与受

益区之间的分配未能体现不同权益主体的利益$
为此!本文以我国资源开发中存在的区域经济

层面的%资源地贫困&与微观经济层面的%采掘企业

超额利润&同时存在的 %财富悖论&现象为研究对

象!探究收益分配在微观层面对%资源诅咒&的形成

所起的作用$ 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发现资源开发中

企业利润与地区经济相互作用的机制!为建立资源

开发中企业与政府"资源开发地与资源使用地之间

的利益均衡提供理论基础$

二% 资源开发财富效应的悖论

自然资源及其开发在宏观层面'国家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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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微观层面'开发企业(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从宏

观层面观察!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经历了

一个由强到弱的过程$ 在资源导向型的传统增长

模式中!自然资源作为基本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自然禀赋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然而!在 !" 世

纪中后期!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生了较为

明显的变化!资源丰裕国的经济表现往往不及资源

缺乏国!因而%资源的诅咒&由此而来$ 从微观层

面而言!自然资源的开发通常为开发企业带来超额

利润$ 在资源导向型的增长模式中!自然资源作为

基本生产要素需求旺盛!这使得开发企业能够吸引

资本投入并迅速取得回报$ 资源开发的丰厚收益

为开发企业的政治游说提供了基础!而寻租和腐败

的产生所导致的较低环境要求和法律规制又为开

发企业获取超额利润提供了保障$

"一# 资源所在地的+资源诅咒,之困

(<%资源诅咒&理论

(##% 年!.VHQ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

一次提出了%资源的诅咒&概念!即丰裕的资源对一

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

一种限制$ 他通过研究发现!(#L" 年-(##" 年资源

贫乏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以人均 T1F衡量(比资

源丰富的国家高 ! 倍至 % 倍!尤其是 !" 世纪 I" 年代

以来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矿产资源丰富的国

家其经济表现是最差的)(* $ 8=BKA和 R=G>@G以 #& 个

发展中国家为样本!以初级产品出口占 T1F的比重

反映各国的资源禀赋!利用 (#I" 年-(#$# 年的截面

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

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 $
对资源诅咒的发生机制一般从四个方面来解

释,一是自然资源的短期资源收入过度吸收了社会

资源!从而妨碍资源所在地合理经济结构的形成!导
致当地工业化政策失败!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动力$
二是自然资源产品价格弹性和供给弹性较低!资源

收入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表现出不稳定性!使得投

资风险增加!降低了地区经济增长率$ 三是资源租

金的存在往往导致寻租和腐败行为!伴随着政治权

力利益集团的产生弱化了国家制度质量!从而使经

济增长缺乏充分的制度保障$ 四是资源开采处于经

济结构的底端!其增长对技术水平和劳动力水平的

需求较低!从而降低了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的

回报率!形成了对经济增长的挤出效应!使经济增长

缺少必要的资本"技术及人才积累!阻碍了经济

增长$
!<我国资源诅咒的验证

徐康宁和王剑使用省际面板数据!以能源及铁

矿来代表自然资源!对我国区域层面是否存在资源

诅咒效应进行了验证$ 他们认为资源诅咒效应主要

通过资本投入的转移机制制约了经济增长)?* $
本文以全部采掘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度量

资源丰度!用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来度量

经济发展水平!使用省区层面的面板数据作为依据

对资源诅咒是否存在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分析

%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
根据 6:GX@> 和 -@=GQ等人使用的经典模型以及

,=[A@Q增长模型的经济含义)&!L!I* !本文建立如下基

本回归方程式,
<MN>1O"1 8̀" b8( kG/"1b8! k!"1bP"1

"对应于各个省份截面单位!1代表年份!8" 为常

数向量!8("8! 为系数向量!VDH为扰动项#TG:OHK 表示

人均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率#72为各省采掘业总产

值占各省工业总产值的比!表示自然资源的开采力

度#条件变量 !包括科技创新"人力资本投入及经济

制度条件等!分别用 M1"51+及 2-83变量来表示!
其中,M1 科̀技开发费用(财政支出总额!51+ 教̀

育事业费(财政支出总额!2-83 人̀民币表示的进出

口贸易总额(T1F$
制度变量 2-83用市场化程度与对外开放程度

来衡量$ 对外开放度越高的地区!市场经济主体就

越健全!经济活动的透明度更高!从而具有更优的制

度质量$ 樊纲等人的研究说明市场化程度可以作为

制度变量的一个替代变量)$* $
本文计量检验的研究样本为 !""( 年-!""& 年

间各省和直辖市的数据资料'不包括西藏(!最终的

面板数据集包含 %" 个截面单位在 & 年内的时间序

列资料!样本观察值共计 (&" 个$ 数据来源于1中国

统计年鉴2"1中国财政统计年鉴2"1中国矿业统计

年鉴2以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查询与辅助决策系统$
上述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

表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7@=> 8HX<1@UD=HD:> -

TG:OHK "<((I#%#(I "<"%LL!$%$I (&"
7 "<"IL%$!(( "<"$$(&%##? (&"
M1 "<""#I&(L" "<""&$?"#&? (&"
51+ "<(&!I!L#L "<"!%L(I"?# (&"
2-83 "<"%#(I(#? "<"?###I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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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面板数据的4:R=回归结果分析

变量 系数

72 ' ]"<I!&#?%(!!!

M1 ' ]((<"I#L#(!!!

51+ '(<%?$&%I(!!!

2-83 '"<$%("%%(!!!

.XiVAH@X ,gAmV=G@X "<##$#?I
0gAH=HDAHDB %$!!<!$!!!!

''注$括号内为估计的标准差*!%!!%!!!表示在

("Y%&Y%(Y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

本文首先在不考虑异方差和自相关情况下依次

逐渐添加向量集 a所包含的控制变量!以便于逐步

观察各个控制变量对采掘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与

人均可支配家庭收入的增长关联效应的影响!并对

方程进行了设定检验以确定估计方法$ 随机效应模

型使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 表 ! 结果

显示!方程的 .XiVAH@X ,gAmV=G@X 值均在 "<# 以上!说
明模型的拟合优度非常理想$ 从表 ! 中可见!各变

量的系数符号均与理论预期相吻合!且大部分解释

变量在 (Y的水平上显著$
面板数据的计量结果证实!72的系数值为

]"<I!&#?%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自然资源的开采

与经济发展水平成负相关!说明采掘业的大力发展

明显抑制了当地人均收入的增长$ 我国省际层面上

确实存在资源诅咒现象!即采掘业占当地工业总产

值比重较大的省份吸引社会资本进入采掘业领域以

攫取土地赐予的财富!并通过挤出效应来排挤制造

业和技术产业!从而制约了经济增长$
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与经济制度

条件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 本文分别用

51+和 2-83作为替代变量来分别表示教育投入占

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T1F的比

重!并将其引入到回归方程中$ 表 ! 的检验结果显

示!这两个变量同人均收入的增长是正相关的$ 它

们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I 和 "<$%("%% 且分别

在 (Y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在影响经济发展

水平的因素中!人力资本的投入水平与经济制度因

素在我国省际层面表现得最为明显!但 ,41影响程

度有限$
"二# 资源开发企业的超额利润之惑
(<我国资源开发企业超额利润的现状

我国资源开发企业是否存在超额利润. 国内学

者主要从资源产品成本组成中应当包含资源递耗价

值的角度论证了资源开发企业存在超额利润$ 从价

值理论出发!资源产品的价值应当包括生产成本和

资源递耗价值两部分$ 由于资源递耗价值未计入资

源开发企业的经营成本!因此企业收益是不%真实&
的)# ("* $ 李国平等运用使用者成本法模型对我国

(#$" 年-!""" 年煤炭资源的递耗价值进行了测算!
指出 !""" 年收益虚增达到 (%<$Y)((* $ 程昔武通过

对采掘类上市公司收益率指标与其他行业同类公司

的收益率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了资源开发企业

收益率高于社会平均收益率"存在超额利润的

结论)(!* $
为了观察我国资源开发企业的实际收益水平!

本文通过对比 !""" 年-!""& 年采掘类企业与一般

工业企业的销售利润率"总资产贡献率和净资产利

润率指标!发现采掘类企业的这三项指标均高于一

般工业企业'见图 ("图 !"图 %($ 从图 ("图 !"图 %
上可以看出!自 !""! 年起采掘类企业销售利润率"
总资产贡献率和净资产利润率的增长速度明显

加快$
实际上!资源开发企业存在超额利润也可以从

近年来社会资本快速向资源开发领域集中这一现象

得到证实$ 为了对此作出验证!本文通过对比 !"""
年-!""& 年采掘类企业与一般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

值的变动!发现自 !""! 年起采掘类企业的固定资产

净值增长的速度明显加快!与企业收益率指标的增

长形成对应关系#而一般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的

增长则在 !""? 年达到高点后迅速下降'见图 ?($

图 !"采掘类企业与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

+&#+



图 &"采掘类企业与工业企业销售利润率

图 '"采掘类企业与工业企业净资产利润率

图 ."采掘类企业与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的增长率

''!<我国资源开发企业超额利润形成的原因

产品价格快速上涨"安全生产支出不足和环境

补偿支出欠缺是资源开发企业超额利润形成的主要

原因$
'(( 产品价格快速上涨

我国许多大宗矿产资源产品的生产是由国家垄

断经营的!矿产品价格通过国家定价被压低!造成了

矿产资源价格长期过低$ 虽然 !" 世纪 #" 年代矿产

品价格放开了!但事实上政府对部分矿产品的价格

仍实行控制$ 这样的矿产资源价格体系既没有反映

矿产资源的供求和稀缺状况!也没有纳入企业本应

该承担的社会环境成本!所以资源价格是不完全的$
矿产资源产品低价格与资源使用低效率并存的现

象!导致对矿产资源产品的过度需求$ 资源开采企

业为了增加利润!提高资源开采强度!从而加快了

%资源诅咒&的步伐$

自 !""" 年起我国矿产资源产品价格出现了恢

复性上涨情况$ 从 !""( 年开始!采掘业工业品出厂

价格指数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同期生产资料工业品

出厂价格指数$ 这为资源开采企业超额利润的形成

提供了基础$
'!( 安全生产支出不足

安全生产支出是资源开采企业生产成本的重要

组成部分$ 我国资源开采企业安全生产支出不足表

现为日常生产安全投入不足和安全生产事故赔偿

较低$
以煤炭为例!中国是世界产煤大国之一!!""% 年

国内煤炭产量约占全球的 %&Y!事故死亡人数则占

近 $"Y$ 造成煤矿灾害事故频繁发生的原因之一就

是煤矿安全生产投入不足$ 国家安全监管局对全国

煤矿安全欠账的最新估计是 &"" 亿元左右$
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后较低的惩罚性赔偿也是导

+L#+



致煤炭企业事故频发的原因$ 在美国!事故处罚立

法以矿山企业和矿主个人双重惩罚为主!处罚相对

较重!因而违法成本和代价较大$ 依据美国 (#II 年

颁布的1矿山安全与健康法2!严重违法或违法程度

虽轻但导致人员伤亡的个人和公司!罚款将分别达

!& 万美元和 &" 万美元$ 我国 !""L 年提高赔偿标准

后的死亡赔偿金是每人 !" 万元!这与煤炭企业利润

相比微不足道$
'%( 环境补偿支出欠缺

矿产资源的开采不可避免地会对矿区及周边地

区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因此矿产资源开发的成本

中应当包含环境补偿支出$ 我国 !""I 年起执行的

1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2中将固定资产弃置费

用计入固定资产价值是第一次从企业成本角度将环

境补偿支出计入资产价值!这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但对现有的矿产资源开采所形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

污染的补偿尚无有效措施!这也是形成现在的资源

开采企业超额利润的来源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全
国因采矿引起的塌陷 ($" 多处!塌陷坑 (L"" 多个!
塌陷面积 ((&" 多平方公里$ 我国对矿区土地复垦

支出只作了原则性规定!对矿产开采中的生态补偿!
煤炭行业规定按吨煤 (" 元-%" 元缴纳!即使全额收

取也难以支持对矿区土地的复垦$

三% 资源开发财富悖论中的收益分配

我国资源开发中收益分配不公是资源开发财富

悖论不可忽视的原因$ 资源开发收益分配不公的关

键在于开发企业的收益在企业与政府"资源地与受

益区之间分配不公!其表现为,一是在企业微观层面

资源所有权收益分配不公!国家拥有的资源所有权

的收益没有得到充分实现#二是政府区域层面中央

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分配不公!资源所在地政府

没有获取足够的社会事务管理补偿费用$

"一# 资源的权益主体

资源的特殊性质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决定了资源

的使用权"管理权和经营权的相对分离$ 资源使用

权"收益权随着资源资产的转移而转移!因而资源资

产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权益要求$ 我国以宪法的形

式确定了资源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作为资源所

有者享有所有权权益#资源与土地的不可分割性决

定了资源所在地政府作为资源管理者享有管理权权

益#资源开发企业在获取了资源经营权后享有经营

权权益)(%* $

表 '"资源资产价值主体所拥有的产权及相应收益

资源价值主体 价值主体拥有的产权 价值主体享有的权益

资源所有者---国家 拥有资源资产所有权 所有权权益

资源 管 理 部 门---地 方

政府
拥有资源资产管理权 管理权权益

资源经营者---开发企业
申请购置使用权拥有

资源资产经营权
经营权权益

''"二# 资源开发收益在资源权益主体之间的
分配

(<资源开发收益对国家资源所有权的分配

资源开发收益在企业微观层面上的分配是指企

业实现的收益在企业所有者之间的分配$ 由于自然

资源的固定和与土地的不可分割性!往往在资源开发

企业形成资源所有者和企业所有者的双重所有者结

构!资源开发收益要同时向资源所有者和企业所有者

分配$ 导致我国目前资源开发企业超额利润的一个

原因就是国家资源所有权的资源开发收益分配不足$
国际上向资源所有者分配资源开发收益通常由

权利金"资源超额利润税等方式组成!虽然各国在具

体征收原则和方式上有所不同!但依据的都是资源

所有权!具有法律强制性!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

重要来源'见表 ?($
表 ."各国资源所有权的收益分配形式

国家名称 项目 形式 金额

美国

权利金 按年缴纳 矿产产值的 (!<&Y-&Y

红利
开发企业获取时一次

性缴纳
不定额

矿业权租金 按年缴纳
( 年至 & 年内 !<& 美元J英亩

L 年至 !& 年内 & 美元J英亩

加拿大 各省不同!共有 (% 种形式!按年缴纳 大致占矿产产值的 !Y-?Y

澳大

利亚

权利金 按年缴纳
四种计算方式!占矿业总税负的 %"Y!

矿业总产值的 %Y左右

探矿权租金

采矿权租金
按年缴纳 各地区不同

资源租金税 按年缴纳 特定项目

''注$根据有关法规整理&

政府作为国家权力行使者从资源开发者得到的

收益包括矿产资源补偿费"资源税"探矿权使用费及

采矿权使用费'见表 &($ 这些项目的性质是否属于

资源所有权的收益分配形式目前尚存在争议$
从上述中可以发现!政府获取的资源开发收益中!

探矿权使用费及采矿权使用费的性质比较明确!相当于

美国的矿业权租金!代表了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利益!但
资源税的性质却比较模糊$ 从设立目的而言!资源税是

国家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参与资源开发级差收益的分

+I#+



配!但由于未考虑资源条件的征收方法!不能真正实现

其调节资源级差收益的目的$ 此外!资源收益采用税收

形式!使国家具有社会管理者和矿产资源所有者的双重

身份!从而扭曲了国家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身份的收益

实现方式$ 与国外矿业权利金相比!国家所有者权益的

实现比例也严重不足$

表 /"我国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矿产资源补偿费 资源税 探矿权使用费 采矿权使用费

依据
1矿产资源补偿费征

收管理规定2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

源税暂行条例2

1矿产资源法2"1矿产资源勘查区

块登记管理办法2

1矿产资源法2"

1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2

目的 用于矿产资源勘查
资源开发级差收益的

分配
有效利用矿产地 有效利用矿产地

金额 费率 "<&Y-?Y
矿产品的销售量从量

征收

( 年至 % 年!每年 ("" 元J平方公

里!第四年起每年增加 ("" 元!最

高不超过每年 &"" 元J平方公里

按照矿区范围的面积逐年缴纳!

每年 (""" 元J平方公里

使用归属 纳入国家预算 资源所在地政府所有 按资源管理所属分级管理 按资源管理所属分级管理

''注$根据有关法规整理&

''!<资源开发收益在中央政府和资源所在地政

府之间的分配

资源开发收益在政府区域层面的分配是指国家

从企业所获得的收益在中央政府和资源所在地政府

之间进行分配$ 由于自然资源的固定和与土地的不

可分割性!资源的所有权也会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

府之间形成双重结构!即中央政府拥有资源所有权!
但与资源相关的社会事务则由资源所在地政府进行

实际管理$ 出现资源诅咒现象的一个原因就是资源

开发收益在中央政府和资源所在地政府之间的利益

分配不公!导致资源所在地政府没有获取足够的社

会事务管理补偿费用$
为了保证资源所在地政府履行社会事务管理职

责!各国对矿产资源有偿使用所取得的收入通常在

法律上明确规定其使用和分配$ 美国规定除阿拉斯

加州外陆上开采的矿产资源所取得的收入!&"Y返

还给资源所在地的州政府!?"Y作为国家的土地和

水保护基金'此基金由财政管理(!("Y上缴国库大

财政$ 加拿大的矿产资源管理权实行联邦与省政府

的分权制!其矿产资源所取得的收入分别由两级政

府按其权限范围管理$ 与其他国家相比!无论从总

量还是比例而言!我国资源所在地政府所得到的资

源收益都是较低的!这使其在社会事务管理方面缺

乏足够的财力支持$

四% 结论与建议

本文对我国资源开发中存在的区域经济层面的

%资源地贫困&与微观经济层面的%采掘企业超额利

润&同时存在的%财富悖论&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和

分析!在省际层面检验了自然资源开采和经济发展

水平的关系!验证了%资源诅咒&现象的存在!并对我

国现行资源开发收益在企业微观层面的各利益主体

之间和政府区域层面的资源区与受益区之间的分配

机制进行了分析!从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首先!面板数据的计量结果显示!自然资源的开

采与经济发展水平成负相关!我国省际层面上确实

存在%资源诅咒&现象$ 这主要是通过挤出效应来排

挤制造业和技术产业!从而制约了经济增长$ 回归

结果显示!在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中!人力资本

的投入水平与经济制度因素在我国省际层面表现得

最为明显!但 ,41影响程度有限$ 因此!推进制度

创新"依靠科技进步"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构建资源

共享机制"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培育优势产

业"将资源开发与保护相结合!是资源禀赋丰富的地

区摆脱%资源诅咒&的有效途径)(?* $
其次!我国资源开发中微观经济层面的%采掘企

业超额利润&的形成源自近年来资源产品价格快速

上涨所带来较高的收入与采掘企业安全生产支出不

足和环境补偿支出欠缺所造成较低成本之间的%剪
刀差&$ 因此!应当借助资源产品价格快速上涨带来

的机会!通过加强对资源开发安全生产和环境补偿

的监管!使采掘企业安全生产支出与环境补偿支出

达到合理的水平$ 这既能使资源开发行业的资源得

到合理配置!又能使资源开发地区获得可持续发展

的能力$
最后!从收益分配视角看!我国资源开发中区域

经济层面的%资源地贫困&现象是由于资源开发收益

的第一次分配中国家拥有的资源所有权的收益没有

+$#+



得到充分实现!第二次分配中资源所在地政府没有

获取足够的社会事务管理补偿费用$ 改变这种状况

的途径在于,一是在资源开发收益的第一次分配中

明确国家的所有权权益主体并以此设计合理的开发

企业利润分配制度!使国家拥有的资源所有权的收

益得到充分实现$ 二是在资源开发收益的第二次分

配中明确资源所在地政府的管理权权益主体并以此

设计合理的财政收入分配制度!使资源所在地政府

能够获得足够的社会事务管理补偿费用!从而加大

资源地的教育"研究开发以及基础设施等与经济长

期增长密切相关领域的投入!防止%挤出效应&的出

现!并且充足的地方财政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了政府管理者的寻租行为!从而降低制度弱化对%资
源诅咒&的传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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