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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创新性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

——评郭熙保主编的《经济发展: 理论与政策》

陈雪梅

　　发展经济学产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 但由于长期封闭,

只是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才开始引入我国。武汉大学谭崇台

教授撰写的《发展经济学》(1985 年) 是我国第一部介述西方经

济发展理论与政策的著作, 尽管这本书篇幅不大, 但它是我国

发展经济学的启蒙文献, 而谭崇台教授也成了我国发展经济学

的拓荒人, 可以说, 我国大多数学者和学生是从这本书中了解

发展经济学的。从此, 在某些大专院校的经济学专业用这本书

作为教材开设了“发展经济学”这门课。随后几年, 我国陆续

出版了几本发展经济学教科书, 也出版了几本翻译的国外发展

经济学教科书。这些发展经济学教科书对于在我国传播和普及

发展经济学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 由于我国发展经济学

教科书修订和更新的速度较慢, 大多数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

编写和出版的, 介绍的内容大多数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发

展经济学内容, 至于 80 年代以来, 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发展经

济学经历的一些重要变化却还没有被介绍。在这种大环境下,

郭熙保教授主编的发展经济学教材《经济发展: 理论与政策》最

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 这部字数达 59 万的发展经

济学教科书特色突出, 体系新颖, 观点清新, 材料翔实, 文笔

流畅, 是我国目前最新的最系统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笔者长

期从事发展经济学的教学, 阅读了中外许多发展经济学教材,

但读到这本书之后, 顿感此书与众不同, 使人感到耳目一新, 大

开眼界。

郭熙保教授是我国最早从事发展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中

青年学者之一, 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已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

他撰写的每一本书都具有创新性和领先性, 作为主要作者之

一, 他参与了谭崇台教授主编的《发展经济学》(1989 年) 的编

写。该书是我国最早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教

材, 曾经获得全国优秀教材奖。他撰写的《农业发展论》(1995

年) 第一次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系统地探索了农业发展的问

题, 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 获得 1998 年国家教育部第二届普

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他参与撰写的《西方经

济发展思想史》是我国第一部经济发展学说史专著, 获得国家

图书奖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科研成果二等奖和国家教委首届

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这次出版的发展经济学教材《经济

发展: 理论与政策》是作者花了 4 年左右时间, 在参阅了国内

外 20 多本发展经济学教材和其他大量的发展经济学文献的基

础上写成的。本书的特点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系

统性、全面性和准确性; (2) 研究型和创新性; (3) 紧密联系

中国的实际。

第一个方面的贡献体现在整本书中。作者抓住经济发展的

本质问题——结构变化问题, 在第一篇介绍发展的概念与理论

的基础上, 于第二篇转入经济发展的结构分析。结构的变化是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内容, 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

说, 发展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他的

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研究中, 将资源由农业向工业转变确

定为这一转变的基本特征。基于结构转变的这样一种重要性,

作者考察了农业的转变、工业的发展以及在农业的转变过程中

的人口流动问题。在第三篇与第四篇, 作者考察了影响结构转

变的国内因素与国外因素。在考察国内因素时, 作者特别强调

发展中国家发展初期资本积累的重要性, 也分析了发展中国家

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人力资源、技术变化, 还指出了资源怎样

适度利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及需要大规模投资资金的基础

设施建设的问题。在考察国外因素时, 作者抓住外向型经济两

个最基本的问题, 一个是贸易问题, 一个是利用外资的问题。在

第五篇, 作者考察了结构变化中政府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在实

现结构转变中需要市场的自发的资源配置, 但同样也离不开政

府的适当干预, 这种干预主要表现为政府积极地利用财政政策

与货币政策进行干预。

作者在对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结构变化作系统的考

察时, 注重了理论介绍的准确性与实证材料介绍的及时性。作

为一门理论经济学的教科书, 作者尽力准确地介绍理论的来龙

去脉。比如在介绍梅勒的农业发展阶段理论与速—拉模型时,

作者对这些理论与模型进行非常准确的介绍与述评, 让人读下

去的同时不再需要去寻找这些理论的原出处, 我觉得这是作者

在主编这一教材时做得成功的地方。作为一门动态学科的教

材, 如果没有实证材料的及时性, 这样的教材一定会存在缺陷。

作者引证的实证材料都是最新的。

作者的第二个方面的贡献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表明的,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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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本研究型的教科书, 努力体现出创新性、系统性和时代感。

作者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教学与科研有 10 多年的经验, 加上

作者在美国的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英国的肯特大学多年访

问学者的经历, 使作者在发展经济学领域有相当深的造诣, 在

发展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农业发展

的道路、农业剩余劳动、城市化、购买力平价和收入水平国际

比较等诸多方面发表过几十篇高质量的文章, 出版了好几本有

关发展经济学方面的专著和教材, 这些研究成果使作者在撰写

发展经济学教科书时不是简单地介述别人的观点, 而是把自己

的看法融合到教材之中。我们从该书中可以看到, 作者在论述

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时在很多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独到

的见解和实证性的说明, 使人感到作者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研究

的深入。

在发展的概念与理论这一部分, 作者对发展的度量指标、

对贫困问题以及后发障碍与后发优势的论述体现了作者在这

些专题方面的创新性与研究性。特别是对后发障碍与后发优势

的论述非常精彩, 作者较为详细地剖析了后进国家的各种优势

和劣汰, 读完这一节之后, 我们更加清楚地明白发展中国家当

前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是什么, 为什么有些发展中国家能在

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地赶上了发达国家, 而有些贫穷国家经历了

很长时间还山河依旧。

在结构转变部分, 作者对农业发展阶段与发展道路、政府

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工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工业发展战

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比如当作

者论述政府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时, 强调合适的土地政策对农

业产量的刺激作用, 认为只有对农民从事生产能带来刺激作用

的土地政策或土地制度才是适当的制度, 所以当一个国家的土

地制度严重地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时, 土地改革对于增加

刺激和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发展就变得必不可少了。作者

提出价格政策、投资政策、信贷政策、研究、推广与教育对农

业的促进作用, 认为对于农业的长期价格政策最好是保持农业

与工业比价不变; 在农业方面的投资, 国家应主要负责一些农

业的基础设施, 特别是大型项目的投资; 在信贷方面的政策主

要是为了支持新技术的采用和农业的发展, 政府通过建立农村

金融体系来向农民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 研究、推广与教育主

要是为了开发新技术与传播新技术。通过这些理论的考察, 实

际上等于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指明一条可以在农业领域实际

操作的政策思路。

在引起结构变化的国内因素与国外因素部分, 富有新意的

论述有: 伊斯特林的人口供求假设、知识经济与经济发展、环

境与经济发展、有效利用资源及改善环境的政策分析、基础设

施建设体制的改革方向、贸易条件理论的系统论述、产品生命

周期理论与阶梯理论的介评、区域一体化的类型与利益。这些

部分的论述或者是国内其他发展经济学教材从来没有出现过

的, 或者是其他发展经济学教材没有系统论述过的。

在作者考察了结构变化中政府的作用这一部分, 比较突出

的论述有: 寻租行为、对市场与政府的重新思考、国有企业的

形成与效率、金融自由化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启示、通货膨胀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特别是对市场与政府作用的重新思考, 我

觉得作者真是花了大量精力的。在全球为市场的作用唱赞歌的

时候, 作者考察了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十大缺陷, 包括: 发展中

国家的市场是不完全的; 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缺乏有效的竞争;

市场不会提供对经济发展有益的公共产品; 市场本身无法消除

一些负的外部性; 市场中存在的规模报酬递增性质可能降低经

济的效率; 市场本身不易对重大经济结构进行调整; 在市场中,

企业往往担心风险过大而不敢对新的项目投资, 或者因资金有

限而不能扩大本来应该扩大的生产规模; 市场价格不能反映发

展的动态效果; 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的形成和发展, 有赖于

政府去推动和改进; 市场无论多么完善, 市场机制无论运行得

多么灵活, 总不能保证国家目标的实现。对于这些缺陷的处理

则有赖于政府的作用, 这时的政府不是代替市场, 而只是补充

市场。政府主要在以下一些方面可以对市场进行补充: 对人力

资本投资; 使微观经济充满竞争; 发展外向型经济; 保持宏观

经济的稳定; 保护环境。政府的这种补充作用应该在多大的程

度上发挥则有赖于经济发展的阶段。一般低收入国家在早期的

发展阶段应该更多地依靠计划和政府干预; 中等收入的国家似

乎可以逐渐地转变为更多地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 尽管它们仍

将保持那种政府广泛参与的混合经济模式; 而处于发展后期的

国家, 例如东亚和拉丁美洲的新型工业化国家, 则已经具备了

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市场机制的条件。对于这些思考, 可以为不

同发展程度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思路。

作者的第三个方面的贡献是把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运

用于中国实际问题的分析。作者在发展经济学的整体框架中对

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较多的考察。例如, 在农业转变这一

章, 专门考察了中国的价格政策; 在工业的发展这一章, 论述

了中国的工业发展战略; 在城市化这一章, 专门以中国为案例

论述城市化滞后问题; 在资本形成这一章, 考察了中国的投资

效率与增量资本—产出比; 在人口增长这一章, 作者考察了中

国农村与城市人口出生率比较、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在技术

进步这一章中, 专门论述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中国的技术引进问题; 在基础设施这一章, 有专门一节论

述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与对策; 在对外贸易这一章中专门

论述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在外资利用这一章, 论述了中国的

国外借款、中国的外商投资政策; 在计划、市场与政府这一章,

论及了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所采取的渐进改革

模式。尽管作者还没有建立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

但作者通过对中国问题的发展经济学思考已经在朝这个方向

努力, 我们相信作者在不久的将来, 一定会撰写出一部具有中

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 我们在拭目以待。

(作者单位: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广州　51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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