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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歡 著

公共經濟視角下的山西近代化變遷（1912～1937）



提    要

民國時期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變遷，政府對經濟的參與和控制加深，公共經濟隨之產生

並發展。這一時期的山西在閻錫山統治下，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且較為穩定的社會環境，能夠

保持一定程度上經濟政策實施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從「六政三事」到「厚生計劃」，再到「山

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案」，山西省政府對市場的控制範圍逐漸擴大，控制能力不斷增強，逐漸

形成統治經濟模式，並體現出金融政策的擴張性、農業發展的統籌性、重工業優先和進口替代

型經濟等戰略特點。

在政府對市場的管控能力不斷增強下，公共經濟的發展對當時山西社會經濟產生一定的正

外部性，產業結構逐漸向第二產業轉移，科技成果不斷湧現，公民素質和居民收入也得到顯著

提高。但另一方面，對經濟的過度干預造成了貧富差距擴大、農業收入減少和民族資本受到擠

壓等問題，並滋生權力腐敗，使部分公共經濟對社會的福利未能完全發揮其作用。

本文以公共經濟為視角，以公共經濟學為理論框架，以歷史學、經濟學、計量學為分析方

法，對民國 1912 年到 1937 年山西省經濟近代化下公共經濟發展進行闡述分析，並研究了公共

經濟發展對山西社會經濟所產生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對當時山西公共經濟發展趨勢、特點和經

驗教訓進行了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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