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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地政策是我国政府常用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能够对土地关系中的各种矛盾进行有效调节,使土地资源的开发、利

用、保护和管理更具有合理性及实效性。由于土地要素与我国经济增长有着较为紧密的关系,需要对土地要素的投入与经济

增长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便于充分满足实践需求。但就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研究土地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一定滞

后性,无法满足实践需求,这就需要在分析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和现代空间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对土地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

作用机制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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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对土地资源的需求逐渐

提高,如何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土地利用的集约

化,逐渐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而土地

政策作为我国政府常用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能够实现对土

地关系中各种矛盾的有效调节,对我国整体经济增长有着较

大的影响作用。但是,我国研究土地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之

间的关系存在一定滞后性,无法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难以

满足土地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践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需

要将土地政策纳入到宏观调控理论的研究中,深入了解土地

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进而实现对经济增长理论的

完善,为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有利保障。 

1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分析 

从 18 世纪开始,世界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加快,各个古典

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机制进行了大量研究,比如马尔萨斯、

李嘉图、斯密是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先驱。马尔萨斯以经济

增长与人口的关系作为切入点进行研究,比较强调在经济增

长中人口所发挥的基石作用；李嘉图则突出了国际贸易是经

济增长中的源泉；斯密突出并强调了分工专业化在经济增长

中的作用。通过这些研究对经济增长中的因素进行识别,探

究这些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

整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体系[1]。 

但是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逐渐暴露出诸多缺陷,无法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正确、详细

的解释,迫切需要一套新的理论体系,对现实经济增长问题

进行判断,进而为现实经济的实践提供有利指导。在现代经

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中,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为新的古典经济增

长理论奠定了良好基础,明确了近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数理分

析范式,该模型得以成功的关键就是采用了具备新古典性质

的生产函数,其 基本的假设是指不同要素之间具有平滑且

正面的替代弹性、投入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固定不变的规

模报酬。对这种生产函数与哈罗德模型中的不变储蓄率进行

结合,逐渐形成了一个与哈罗德模型相反的结论,其主要就

是指经济能够实现稳定增长。 

然而在新的古典生产函数作用下,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中出现了与现实经济相冲突的两个结论,一是不同地区或国

家之间的经济增长,在长时间后会逐渐趋同；二是若没有外

生技术的进步,经济增长会出现停滞状况[2]。在这种情况下,

为克服这些问题,卢卡斯、以罗默等人研究出了一套新经济

增长理论,这种新经济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的分析框架,使之逐渐成为了研究经济增长的主流。在新经

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中,其中比较突出的代表作有卢卡斯的人

力资本外部性模型、以罗默的知识外部性模型、琼斯与雷贝

洛的凸技术模型以及巴罗政府支出外部性模型,这些经济增

长模型能够利用外部性效应解决边际报酬下降问题,进而对

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和持续性进行解释。 

2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空间回归 

时间和空间是经济增长所具备的两个维度,两者之间是

相依相生的关系,但是在利用 优控制理论促进时间维度的

经济增长时,对空间维度的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依旧没有形

成主流趋势,该领域一直处于起始状态。就实际情况来看,

经济学界对空间问题的研究从未停止过,比如斯密对运输成

本的强调,比如威廉·配第的区域地租,这些都充分反映了空

间在经济问题中的地位。根据有关区域经济增长的文献来看,

新城市经济学突出并强调了经济增长与空间之间存在的关

系,且将其纳入了主要研究对象的范围。由于我国社会进步

和技术创新通过非市场因素及市场的相互作用得到发展,区

域中的城市常常被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以致区域经济增

长也成为了城市发展研究。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文献的研

究,有些学者采用垄断竞争模型框架对地理位置与经济增长

的关系进行了探讨[3]。比如马丁、奥塔维阿诺、鲍德温、瓦

尔兹等学者所著的文章,这些文章是针对地理位置与经济增

长进行结合分析的代表作,但是其模型结论存在一些理论缺

陷。但是,新经济地理学所选择的垄断竞争及规模递增的分

析方式,的确将空间维度纳入到经济增长研究的范畴。 

3 土地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3.1 及时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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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合理调节土地政策,使其能够配合国家宏观政策,

能够为我国经济发展起到及时调控的作用。由于我国处于城

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土地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

有力杠杆,为发挥土地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提供了诸多

机会。同时,将土地政策应用于宏观调控的时候,其补充性也

充分展现了土地政策在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整

个过程要立足于我国社会,将社会经济的稳定增长作为核心

目标,不能过于计较局部利益。因此,在进行宏观调控的时候,

需要选择社会整体调节方法,既要包括货币政策、财产政策,

也要充分发挥土地政策的作用。比如为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

不能直接干扰企业的产业行为,也不能放任自流,而是要利

用税收、信贷、土地等各种宏观政策进行引导,整个过程要

针对各种政策进行协调配合,以此发挥土地政策在经济增长

中的作用。通过这种间接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有效强化货

币政策、财政政策与土地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实现我国社

会经济的整体协调和稳定发展[4]。 

3.2 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且经济发展面临着赶超世界

先进的历史任务,在应用土地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时候,需

要将我国国民经济的平稳、协调和快速发展作为首要目标。

在实行土地政策的时候,既要严格控制土地供应的总量,调

控其投资总量,以此保证经济增长的稳定发展,也要针对土

地供应的区域布局和产业结构进行控制,以此实现调控我国

国民经济的区域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效果,使我国经济发展更

加协调和健康[5]。由于经济增长的总量与经济结构的关系较

为紧密,容易受到经济结构的制约,且产业发展对土地生产

要素的依赖性较大,这就需要对土地利用进行合理调节和规

范,以此推动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此外,通过发挥土地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有利于改变

经济增长的方式,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较好的

积极影响作用。通过强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及土地政策等

各种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有利于对宏观经济的体制性失衡

和周期性失衡进行治理。 

3.3 调控土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 

通过土地政策能够对土地资源的供应和需求进行调控,

以此保证土地供应与需求之间的平衡,能够有效降低经济波

动的幅度,实现对经济增长的调控,使我国经济增长更加平

稳和健康。对土地供给进行调整,能够实现对投资方向及规

模的调节,进而直接调控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式及速度。同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发展,我国各区域的经济发展

出现更大的差距,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严重失衡现象,需

要采取有效手段对其进行调控,确保各地区经济的协调发

展。要充分发挥国家协调区域的宏观调控职能以及市场机制

的资源配置调节功能,通过对土地供给进行优化和调整,能

够促进各地区对土地资源的统筹利用,有效促进产业跨区域

的梯度转移,使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更加协调,使我国经济增

长处于一个平稳、健康的状态[6]。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土地政策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

对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将其

合理运用到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中,能够起到较好的及时调

控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调控土地供给与需求之

间的平衡,使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加协调、平稳和健康。

为充分发挥土地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相关人员应积极

加强对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研究,注重对货币政策、财

政政策及土地政策等各种宏观调控政策的结合运用,为我国

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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