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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评介

王元璋

　　读了新出版的由著名经济学家、我国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奠基
人谭崇台教授主编的《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一书后, 深感在同类
著作中, 这部著作是最具特色的一部。其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第一, 脉络清晰。这部著作独具匠心地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活跃在经济理论领域的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
段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结构主义为基本思路的发展经济学; 第
二阶段是 70 年代新古典主义的复兴; 第三阶段是八九十年代以新
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主线的经济发展理论。这部著作认定新增长理
论大大拓展了前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视野, 在研究内容和方法方
面把发展经济学推向前进, 但其方法上更多地采取新古典政治经
济学的分析方法, 如微观均衡分析方法, 重视经验资料为基础的国
别实证考察和比较研究, 重视动态优化方法和计量经济模型的运
用, 故不仅把它视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 而且把它视为发
展经济学进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阶段的标志。虽然可持续发展问
题自发展经济学产生以来就已经成为某些发展经济学家研究的内
容, 但真正使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关注并把它当着发展中国
家经济发展的重点课题进行研究, 是从 80 年代开始的, 而且又因
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具有丰富的经济发展思想, 对资源特别是土地、
资本、人口等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形成了
研究资源稀缺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这部著作由此如实地把
研究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经济理论也列于新古典政治经
济学阶段。从而使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脉络非常清晰, 令人一目了
然。

这部著作对发展经济学的各个发展阶段, 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的各个发展阶段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内
容, 以及最富代表性的各个发展经济学家的经济发展思想, 分别给
予了深刻而确切地评议, 并且对发展经济学的这三个发展阶段因
何相互更替, 进行了深入地分析, 从而使产生已半个世纪的发展经
济学的来龙去脉, 得到了科学地阐明。

第二, 资料翔实。这部著作近 60 万字, 是国内外对发展经济
学诞生至今半个世纪的发展, 所进行的最为系统、最为全面的总结
性的研究成果。这一总结性的研究成果, 是以丰富而确凿的发展经
济学的思想资料为基础的。首先, 为撰写这部著作所搜集的资料具
有最广泛性。所搜集的, 不仅有来自发展经济学创立阶段的几乎所
有的发展经济学家的资料, 而且有来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发
展经济学的发展上有新贡献的几乎所有的发展经济学家的资料;
不仅有来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家的资料, 而且
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家的资料。其次是资料确凿。这本
著作的作者以极其严谨的态度, 极其认真地使用这些资料, 所引用
的资料基本上引自外文版原文、原著, 少量引自国内的翻译文献也
对照外文版原文、原著反复校对, 做到了准确无误, 而且对所引的
思想资料的评议, 做到了恰如其份: 既准确地指出其积极的、有价
值的、可借鉴的因素, 又科学地指明其消极的、不合时宜的、不足
的甚至错误的因素。

第三, 立足前沿。这部著作首先用了一定的篇幅评议初创阶段
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 为详尽地、透彻地述评当代发展经济学的新
发展进行了铺垫, 是必不可少的。但这部著作重点明确而突出, 绝
大部分篇幅论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 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 立足于评点整个世界发展经济学的新文
献、新理论、新态势, 因而可以说, 这部著作从一开始就是站在时
代的最前列, 站在理论的最前沿的。

这部著作研究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增长理论提出的A K
模式, 详尽地探讨了新增长理论中以下五种内生增长思路: 知识外
溢和边干边学内生增长思路、内生技术变化增长思路、线性技术内

生增长思路、开放经济内生增长思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内生增长
模式; 并从新增长理论这一特定视角出发, 考察了新增长理论进一
步推动知识内生化的过程, 促进了知识这一能带来递增收益的生
产要素在经济中的运用, 促进了知识经济的来临。这部著作还研究
了发展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即可持续发展, 不仅深入地分析了发展
经济学家们把可持续发展看作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的多方面的原
因, 而且也研讨了可持续发展研究多方面地发展了现代经济发展
理论, 同时还对发展经济学家们关于人口、自然资源、环境、技术
进步、制度安排等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和对策给予了极富创见的
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毫无疑问, 这部著作进行的所有这些研究,
都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最前沿的内容。

第四, 意义重大。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为
研究对象的, 因而,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是发展经济学提出
的各种发展理论的基本依据,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自然成
为检验发展经济学提出的各种发展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谭
崇台教授主编的这部著作所研究、所总结的半个世纪发展经济学
的理论发展, 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践在理论上的反映;
这部专著所研究、所总结的半个世纪发展经济学在理论上的成就
和缺陷, 也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成就和问题的
真实写照; 这部专著对当前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的研究, 正是发展
中国家所面临的必需解决的新问题。因而, 这部专著对发展经济学
自诞生以来的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理论的深刻总结, 对于每一个
发展中国家全面反思其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如何在
进入新的世纪之后运用发展经济学的积极的、有价值的最新发展
理论指导其经济发展实践, 是有着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
基本上相同的经济社会特点,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基本上相似
的经济发展过程。谭崇台教授主编的这部著作, 虽然在任何地方都
没有提到中国, 但所考察的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发展中国家的经
济发展过程及其成就和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差不多, 就好像
考察的就是中国。因此, 这部著作对发展经济学半个世纪的发展进
行全面地总结和系统地评介, 也可以看作是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对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半个世纪经济发展过程中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
的全面反思。这种反思, 对于我们大胆地吸取发展经济学符合中国
实际的、积极的、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高扬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 对于我国果断地抛弃经济发展理论中的不符合中
国实际的、错误的见解, 减少甚至消除理论上的失误造成的实践上
的损失, 毫无疑问, 是很有好处的、必要的。

在刚刚进入新世纪的今天, 以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基本内
容的这部著作, 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献上了许许多多的最新经济发
展理论。例如, 新发展理论强调制度至关重要、历史至关重要, 强
调技术内生化, 主张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模式, 提出一
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它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
本的水平、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坚持
经济发展优先原则而不是速度优先原则, 强调经济效益、政治效
益、环境效益相统一并完美结合, 以及阻碍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基本因素, 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基本思路
等等, 无论是对于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理论, 还是对于
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 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在继续, 发展经济学当然还会有
新的进一步的发展。我们期待着谭崇台教授关于发展经济学更新
发展的研究成果早日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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