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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E力回经济力转!H加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
基于西部民族地区的分析’

尹希果，李东宇
(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重庆 4o0o30)

    摘 要:以西部民族地区为对象，采用路径依赖理论分析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过程，发现这种转化过
程存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其在短期内存在着受益递增的制度绩效，但是从长远看会朝着非绩效方

向发展并最终“闭锁”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中。因此，制度创新的重心应放在教育投入、文化网络建设和传统
文化资源的保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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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地域辽阔，包括陕、甘、宁、
青、新、藏、滇、川行政区域内散居或聚居的51个少

数民族、占西部土地面积80%以上、西部总人口
30%的地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西部民族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极其落后，不仅制约着西部大开发
战略的顺利实施，而且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稳定。人

们通常认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自然

资源、产业结构、劳动力状况、资金、技术、政府政策
等，而对于不同区域来说，其地域文化形态及其文化

资源渊蔽正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过程，
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地

域文化密切相关，地域特色文化渗透到区域经济中，
立足于资源优势等，可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

如吴越文化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西部民族地

区是文化资源富集地区，文化资源积淀深厚，具有鲜
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开发价值。据统计，至
2003年7月，中国已有29项世界遗产和文化遗产，其
中西部地区有12项。截止2005年，在中国已认定的

102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和1271个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中，西部地区分别有31个和395个。因此，
西部民族地区应当转化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发
挥区域内具有差异性地域文化这一比较优势，把文化

力转化成经济力，加快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西部民族地

区而言，这种转化既是一个发展契机，又是一个发展

难题。本文拟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

论对此进行分析，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西部民族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2007一03一24

:尹希果(1972一 )，男，山东淄博人，博士，重庆大学985工程中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骨干
专家，从事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研究.

李东宇(1983一 )，男，汉族，安徽六安人，重庆大学，硕士研究生，从事发展经济学、文化产业研究。



尹希果，李东宇: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

地区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制度创新。

    二、理论工具与分析框架
    (一)路径依赖相关理论

    “路径依赖”属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其含义
为受到外部偶然性事件(外部偶然性事件是指那些
观察者事先无法预知的偶然事件或者一种事件状

态，它决定了在一组可以相互替代的体系中哪一种

会被选择，并导致了结果的不可预见性)的影响，某
种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如果在系统内部确立，便
会在以后的发展中沿着一个特定的路径演进，其他

潜在的(更优的)体系很难对它进行替代。关于这一

理论的经济学讨论最早可追溯到大卫 ·保罗(A.

DavidPaul)于1975年出版的《技术选择、创新和经
济增长》一书，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20世纪80年
代以后，大卫 .保罗和W ·马兰 ·阿瑟(W.B.Ar-
thur)用路径依赖方法来研究技术变迁，并逐渐形成

了技术演进中路径依赖的传统思想，才引起经济学

家的广泛关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
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教授进一步把技术变迁中
的正反馈机制扩展到制度变迁中，并指出在制度变

迁中有着类似于亚瑟所说的技术演变过程中存在的
报酬递增和自我增强的机制，这一机制使得一旦进

人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机

制产生依赖，即“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
在可能的选择”，经济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是“敏感

依赖于初始条件的”(InitialConditionssehsitive
DePendence)。
    诺思认为，“有两种力量会规范制度变迁的路

线:一种是收益递增，另一种是由显著的交易费用所

确定的不完全市场。”制度变迁受四种形式的收益递
增制约:(1)大规模组织或者固定资产重新创立时的

建设成本(set一uPcost);(2)与现存的制度框架和
网络外部性以及制度矩阵有关的学习效应(leaming
effect);(3)通过和约与其他组织和政治性团体在互

补活动中的协调效应(coordinationsffect);(4)以制
度为基础增加的签约由于持久而减少了不确定性的
适应性预期(adptiveexpectation)。“制度矩阵相互
依赖的网(WEB)产生了大量的递增报酬”，这样，不

可预期的结果可能会产生。而交易费用的重要性则
在于它使信息反馈分割，使市场不完全，从而使得主
体在收益递增现象的约束下很难通过行为修正以摆

脱即便是意识到的非绩效制度变迁的路径。关于制
度变迁的具体类型，则有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
制度变迁两种。“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

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

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

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
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与此相反，“强制性制

度变迁”则由政府命令与法律引人和实施。

    28

    (二)分析框架
    文化力与区域经济紧密相连，但是关于文化力

向经济力转化问题却少有论述。鉴于西部民族地区

文化力的要素察赋特点及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本

文的分析框架主要是以路径依赖理论为依托并从两

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分析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力的构

成要素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二是分析西部民族地
区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过程中由于现实困难形成的

强制性制度变迁并由此产生的路径依赖。作者在以

上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西部民族地区的实际提出了西

部民族地区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制度创新。
    三、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路径

依赖分析

    (一)文化力的构成要素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文化力作为一种生产力，是指各种文化资源要

素在文化生产与创新的过程中，通过共生或者人为
形成的文化网络和设施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聚合的一

种作用力。贾春风教授是我国研究文化力的第一
人，他对文化力的内涵做了具体的界定，即包含科

技、教育、人才的智力因素，包含理想、信念、道德、价

值观的精神力量，包含文化网络和传统文化。笔者
认为前二者是主观因素，后二者是客观因素(见图
1)。如何在对文化网络、传统文化等以客观因素存

在的文化力资源进行整合保护与可持续开发的基础
上充分发挥主观因素的积极能动作用，将成为文化
力向经济力转化的关键。

                图1 文化力内涵示意图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文化力因素是抑制
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

种目标的合理性。文化力因素渗透到区域经济增长

的各类因素的作用过程中，从而影响区域经济增长

过程，推动区域经济增长转型。文化力对区域经济
的影响，具体来说主要有两点:一是文化力影响制度
的供给;二是文化力通过导向、激励、约束、凝聚和辐

射等功能影响不同区域人们的经济行为。例如，日
本乡村自觉维护公共设施的传统道德责任行为，使
得它比缺乏这种传统道德责任的社会能以更少的成
本完成其乡村发展计划。传统的文化形式代表了一

种重要的文化资源，以它为基础产生了现代各种形
式的销售合作和农业合作。在中国，共产主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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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延安精神的强化被用来动员兴修水利或作为其
他形式的间接资本。类似的文化资源在南亚乡村却

不起作用，因为那里的种姓结构阻碍了合作，鼓励了
特殊化。上述两例中的文化力即起着影响制度供给

和人们的经济行为、降低变革成本的作用。西部民族
地区在发展和转化文化力的过程中，也应该认识到文

化力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充分发挥文化力因素对本地
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二)路径依赖分析

    无论是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是一个组织的

成长壮大，其发展的本质就是一个技术变迁和制度

变迁的过程。而技术变迁抑或是制度变迁，路径依
赖都是同时并存的。运用路径依赖理论研究区域经
济的发展，要注意研究形成路径依赖的原因，并根据

地区的实际情况，创造和设计新的路径。

    目前，西部民族地区在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
过程中，存在以下困难:

    第一，观念落后。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现代

经济增长理论，都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

括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尽管其也看到了技术、制

度等因素的重要作用，但是并未认识到文化力在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未认识到文化资源可以作
为一种能对经济社会起重大作用的资源，而将资源

仅仅限定在自然资源的范畴之内。以西部大开发为
例，其初衷旨在借助国外以及我国东部的资金、技
术、人才等优势与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相结合，加快
基础设施建设以达到改变西部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的目的，但忽视了西部丰富的文化资源。这种

经济增长理论导致先前西部民族地区的文化力失去

了作为一种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可能。

其次，从近代历史文化背景看，存在两个中心主义，即

中原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这两个中心主义淹没

了西部文化，使得西部民族地区的文化受到了掩盖和
忽视并进一步制约了文化力向经济力的转化。

    第二，我们从文化力内涵的主观因素方面(见图

1)去分析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过程中
所面临的困难。首先，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西部民

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其落后，使得科技、教

育、人才等智力层面的文化力因素缺乏存在和发展
的基础，而智力层面的文化力因素的缺失反过来又

限制了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二者之间的

相互制约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其次，我们要正

确对待精神力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文化

力的内涵分析中我们得知，精神力量主要表现为价

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

非正式制度因素。一般来说，精神力量对加速西部
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减少偷懒 、“搭便车“和其它

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交易成本等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

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具有内生
性和历史积淀性，其“惰性”往往一时难以改变，因循

守旧的观念往往会长久持续下去，尤其是作为意识
形态层次的文化观念，本身就常常滞后于社会变革，
并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新的正式制度安排中，与新

制度发生冲突并使得新制度难以取得预期的绩效。

    第三，文化力内涵的客观因素方面包括文化网
络和传统文化。文化网络主要表现为图书馆、博物

馆、文化馆、影视传媒等。和东部地区相比，西部民
族地区的文化网络建设要相对落后很多。我们从财

政对文化投人的地区构成来看，2004年对西部地区

文化建设共投人24.35亿元，占全国文化事业财政
投人比重为21.4%，落后财政对中、东部地区文化建

设投人比重 57.2个百分点。另外，2004年，全国投

资过亿元的在建、筹建文化设施项目共有48个，其
中只有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西藏文物维修工

程、陕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扩建工程、甘肃省博物
馆四个项目分布在西部民族地区。另外，西部民族
地区的传统文化察赋独特，具备发展文化产业的比

较优势。但是西部民族地区并没有很好地把文化资

源优势转变为文化产业优势 ，文化资源潜力转变为

文化产业实力，主要表现为缺乏发展文化产业的制

度环境和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整合与可持续开
发。在制度环境方面，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文化市

场体系、地方文化法规体系和文化生态环境保护体
系建设滞后，实现文化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和文化
资源的优化配置缺乏市场基础、法制保障和环境保

障。文化资源的优化整合是其保护、利用与可持续
开发的前提。西部民族地区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

文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的基础上，要进一步通过政

府政策引导和项目引导来促进文化资源的优化整合
和有效转化。关于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整合与可
持续开发方面，要确立一套有效的文化资源产权保
护规则，建立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和预警机制，防止

民族文化资源的消亡、流失和不当开发。例如美国
文化产业集团拍摄的电影《花木兰》，虽然取材于我

国民族历史人物形象，但是却没有支付任何知识产
权使用费，让其白白赚取了上亿美元的票房收入。

    由于上述困难，西部民族地区进行制度创新时
缺乏足够的内在激励性，使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交易

成本大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因此，依靠
强制性权力挖掘、转化文化力更加符合实际，而且我

们不难得出在短时期内西部民族地区通过强制性制

度变迁确实会得到收益递增的制度绩效。比如，依
靠强制性制度变迁，西部民族地区通过行政命令、招

商引资等方式来挖掘文化力资源，使得文化网络的

建设、文化遗产地及自然景区的商业开发、民俗风情

旅游等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

制度变迁缺乏内部生成机制，其产生的收益递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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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绩效将会逐渐消失并会由此产生一系列负面影
响。第一，西部民族地区由于经济社会环境的封闭
性，在没有出现重大社会变革之前是缺乏文化力向

经济力转化的给定条件的。西部民族地区观念落
后，先前不仅未认识到文化资源可以转变成经济资

源以及文化力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而且将文化力向经济力的转化视为一种非效率的行
动。另外，从文化力的内涵来看，由于价值观念、伦

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
度因素对正式制度变迁所产生的制约作用以及西部
民族地区文化网络和传统文化建设的不足，并且其
缺乏大规模组织或者固定资产重新创立时所需要的

建设成本，学习效应和协调效应很难产生，不确定性
适应预期也大量存在，因此西部民族地区缺乏文化

力向经济力转化的启动机制。第二，制度变迁受到

社会科学知识储备以及经济基础的束缚。即使政府

有心建立新制度安排，从不均衡恢复到均衡，但是由
于上述困难的限制而导致政府不能建立一个正确的

制度安排。由于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
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困难，这种依靠政府强制性权力
推行的制度变迁得不到应有的巩固和支持，将最终
陷人政策失败、“闭锁”的境地。而且西部民族地区
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交易成本显著，强制

性制度变迁将长期存在，并有可能在现有条件下衍

生出维系现有制度结构的组织和利益集团，使得新
的路径难以产生。

    四、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制度
创新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系统中，要退出次

优的路径依赖，其条件取决于形成正反馈机制的一

系列制约因素的性质，即路径依赖产生的报酬递增
是否具有可逆性和可转移性。如果收益递增的强化

机制来源于固定成本和学习效应，那么要发生路径
替代退出闭锁状态的难度就很大。因为固定资产具

有专用性，很难在另一种路径中被利用，因此沉没成

本(sunkcost)很高;学习效应中的默认知识不具备
信息传递性，因此导致的认知阻力就很大。如果收
益递增的强化机制来自系统的各种网络效应，如协

作效应，适应性预期等，行为主体则只要加强信息交
流，形成一致性行动，路径替代就可能发生。因此，
在退出闭锁的过程中，政府的干预和一致性行动就

显得异常重要。政府一方面要克服固定资产专用
性、认知阻力等因素的干扰以及社会科学知识储备

和经济基础薄弱的束缚，另一方面还要注意探索和
发现新的适合本地区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路径。

    结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西部民族地区在文化
力向经济力转化的过程中，要退出次优路径依赖，克

服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制度绩效逐步消失的缺陷，需

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创新:(1)加大对教育科

技的投人。哈佛大学的罗伯特 ·巴罗等人运用新经

济增长理论作调查，其结果显示:妨碍穷国赶上富国

的原因，主要是缺乏人力资本，即教育不发达，人才
和知识不足。同样，这也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落后

的重要原因。西部民族地区教育水平落后，据相关
资料统计，青海省、西藏自治区未上过学或者扫盲班

的人数分别为其总人口的57.45肠和29.94%，列全
国倒数第一位和第二位。就业人口中接受过初中教

育的人数分别为其总人口的5.8%和25.34%，列全
国倒数第一位和第三位，其他西部民族地区的人口
素质也普遍偏低。因此必须加强对教育科技的投
人，为文化力向经济力的转化提供智力投资，并克服
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

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对正式制度变迁所产生的不利影
响以及西部民族地区存在的落后观念，这也是形成

诱致性制度变迁、发展文化力的根本性做法。(2)加
强财政对西部民族地区文化网络建设的支持力度。

文化网络是文化力存在的载体，对于文化传承具有
重要作用。鉴于西部民族地区文化网络建设落后的
实际情况，国家财政应加大对其支持力度，加强文化

基础设施的建设。(3)注重对西部民族地区的传统
文化资源进行整合、保护与可持续开发，大力发展文
化产业。文化产业是文化力的现实表现之一，其作

为当代人类社会新的财富创造形态及其对地区经济
发展所产生的巨大乘数效应，使得各国纷纷把文化产

业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去执行。西部民族地区应
该发挥自己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并且察赋这一比较

优势，积极发展文化产业，以带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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