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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国 对外直接投资

研 究 》狱序

二次大战后
,

西方跨国公司迅猛发展
,

国际直接投资急剧增长
,

这是当代世界经济

中极其重要的现象
,

并具有深远的影响
。

在

西方跨国公司中
,

美国跨国公司长期居于主

导地位
。

迄今为止
,

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

遥遥领先于其它西方发达 国家
。

。年其对

外直接投资余额约 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的
,

即分别等于该年份 日
、

德两国或

英
、

法两国对外直接投资余额之和
。

因此
,

深入剖析美 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及其

特点
,

从世界经济研究的角度 说来
,

无疑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

武汉大学经

济学院副 院长陈继勇 同志的新著《美国对外

直接投资研究 》
,

正是他在上述背景下经过

几年的潜心研究
,

并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

础上修改写成的
。

这部著作是国内世界经济学界第一部篇

幅较大的
、

系统而全面地研究美国对外直接

投资的专著
。

它 明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
,

它 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包括列

宁的资本输出理
一

沦为指 导
,

同时吸收了当代

西方国际投资理论如垄断优势论的一些有益

分析
,

来考察美国对外直接投资 的 历 史 发

展
、

现状
、

特点及其前景
,

从而做到了立论

浓 陈继 勇著 《美 国衬外直接投资研 究 》
,

· ·

得当
,

观点正确
,

论述 具有理论深度
。

其次
,

作者研究美国对外直接投资
,

并

非就事论事
,

而是把这个问题放到世界经济

整体的大环境中
,

放到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

变动的总趋势中
,

放到各种类型国家复杂错

综的多种关系中去探讨
,

故涉及面大
,

包括

国际分工深化
,

跨 国公司活动
,

世界产业结

构变化与科技成果转移
,

国际贸易与国际金

融发展
,

各类国家相互间经济关系的演变
,

国

际竞争
、

矛盾与冲突加剧
,

等等
。

因此
,

作者分

析问题时眼界宽阔
,

其论点和结论也较符合

客观实际
,

即较符合于当代世界经济的现实
。

第三
,

全书体系结构具有明 显 的 系 统

性
、

逻辑性和完整性
。

全书包括前言和正文

九章
。

第一章运用历史的
、

比较的方法
,

分

三个时期系统地考察了美国 多年来对外

直接投资的发展变迁
,

包括投资规模
、

增长

速度
、

地区配置
、

部 门结沟
、

投资方式
、

资

金来源和在 国际直接投资中地位的变化等问

题
。

接着在第二
、

三两章中
,

从理论探讨和

政策分析角度
,

分别深入剖析了战后美国对

外直接投资空前发展的各方面原因
,

以及美

国政府从立法和有关政策方面为海外投资所

创设的必要条件
。

然后在第四
、

五两章中
,

依次论述美国对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地

区 直接投资的变化及其特点
。

在上述分析

基础上
,

作者在六
、

七
、

八章中
,

进而研究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各方面所起到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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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分别论述其对美国经济本身
、

对投资对象

国即东道 国经济少义及对整个 国际 经 济 的 影

响
。

最后一章即第九章则联系我 国实际
,

集

中探讨 了美国对华投资的现状及 存 在 的 问

题
,

并提出了加 强 引进美资工作 的 对 策 建

议
。

根据以 情况
,

全书的分析从历史发展看

来是系统的
,

从涉及的国家和地 区而言是全

面的
,

从对外投资本身到其各方面影响角度

说来是顺序深入
、

由局部到整体的
,

而最后又

由面回到点
,

以必要的篇幅落脚于中美经济

关系和我 国引进外资以服务于现代化建设这

个重要主题
。

可以 说
,

全书研究和说明问题的

构架是合理的
,

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完整性
。

第四
,

这部著作中运用了系统的
、

全面

的
、 一

长期的统计资料
,

特别是美国的统计资

料
,

以及大量外文书刊的分析资料和能说明

有关问题的典型材料
,

具有资料丰富
,

论据

充实
,

说服力强的特点
。

最后
,

在完成博士论文和修 改 成 书 期

间
,

作者关于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 些研究

成果
,

曾以系列论文形式先后公开发表
。

这

说明本书是作者较 长时间潜心探索的综合性

成果
。

因此
,

作者在本书中分析问题 时
,

能

在取前人之长的基础上
,

经过一 分为二的辩

证思考和实事求是的深入分析
,

得出具有启

发性的一系列看法
,

形成了 自己的创见
。

当

然
,

马克思主义国际投资理论的 发 展 和 完

善
,

是一 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

这在许多方

面 已超 出了本专著的范围
,

需要本书作者和

更多 同志今后继续进行这方面的探讨
。

整个说来
,

陈继勇 同志的这部著作是近

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国际投资研究的一项新的

可喜成果
,

是探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部

佳作
,

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较大现实意义
。

我认为
,

及时出版这部著作
,

对推动我 国美

国经济研究 以及 国际投资研究工作而言
,

都

会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

它将促使更多同

志在上述研究领域内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探

索
,

从而使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出来
。

《城市化与经 济 发展 》又

厅
·

城市化是近现代 引人注 目的社会经济现

象
,

也是当代各国社会经济中一种必然的
、

重要性 日益突 出的发展过程
。

据我的理解
,

城市化意味着人 口和经济力量不断向城市和

城市地带集中
,

乡村地区逐渐转变为城市地

区
。

其表现形式是 城市数 目陆续增多
,

城

市人 口和空间规模 日渐扩大
,

城市的经济力

量和作用逐渐加强
,

城市在一国国民经济以

至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愈来愈重要
。

与此同时
,

城市化无疑会给城市居民的生活

方式打上 明显的烙印
。

因此
,

无论从理论探

讨角度
,

还是从现实需要看来
,

城市化问题

都是意义重大的研究课题
,

也是具有广阔前

景的研究领域
。

一般说来
,

对城市问题进行 多 学 科 研

究
,

特别是城市经济学的兴起
,

则是二次大

战后的事情
。

在美国
,

六十年代 以 后才从经

济学中分出城市经济学这门分支学科
。

至于

我国
,

对城市化和城市经济的研究
,

则是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
,

随着经济建设成为 中心任

务和工作重点 由乡村转入城市
,

才逐渐开展

起来的
。

林玲 同志作为世界经济专业的青年

科研工作者
,

从 年起即开始探讨城市经

济问题
,

重点是剖析外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

关系 问题
,

并先后完成 了硕士学位论文和博

士学位论文
,

这本近著《城市化与经济发展

—北美三国 美
、

加
、

墨 城市化比较研

究 》就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

的
。

这部著作在开始部分即考察城市化动力

机制理论时
,

用一定篇幅扼要地论述 了马列

主义经典作家的部分著名论断
,

并将其作为

汉林玲著 《城市化与经 济发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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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书的理 论指 导
。

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
,

也

是本书的一个明显的特 点
,

值 得 称 道
。

当

然
,

作者同时也注意吸收西方城市经济学的

有益研究成果
,

按供给基础型和需求指向型

两大类
,

择要介绍 了西方部分城市化理论
,

并在以 后分析 中适 当地加 以运用
。

接着
,

作者 以相 当篇幅从一般意义上探

讨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

既有对世界

有关统计数据的分项剖析
,

又能进而从理论

上对上述关系加 以概括
,

特别是对西方国家

经济发展不 同阶段上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互

关系的一般规律
,

作了较深刻的阐述
。

继一

般理论说明之后
,

作者又提出了关于国际比

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

并表明了 自 已 的 看

法
。

在进行对比美三国的实证分析之前
,

先

从世界性的宽广视角
,

集中论述一些理论观

点和方法论的要求
,

我认为是可取的
,

从结

构上说来
,

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
。

本书的中间四章占了全书的主要篇幅
,

其中的三章分
·

别研究了美国
、

加拿大和墨西

哥三国城市化的不同历史背景
。

具体进程及

其模式特点
,

特别是深入探讨了三国城市化

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及其经验教训
,

然后

用一章对三国情况作了比较
。

在这四章中
,

作者不仅运用了各国的丰富统计资料
,

对其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情况作了系统的
、

令人信

服的分析
,

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尤其值得指

出的是
,

作者在 比较北美三国城市化与经济

发展相互关系时
,

进一步提出了颇有意义的

理论上的创新
。

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

面
,

作者提出了主导产业转换力 指经济发

展对城市化的作用力 和城市引力场 指城

市化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力 的观念
,

这有

助于明确地
、

深 入地认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

的动力机制
,

以及 比较这一机制在各国运行

中的特点和差别
。

另一方面
,

作者从美加两

个发达国家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的实

际出发
,

概括出了两类国家城市化的不同模

式
,

即美加两国属于
”

经济同步型
”

的城市

化
,

而墨西哥则属于
“

片面发展型
”

的城市

化
,

并仔细 比较了这两种模式的特点及其利

弊
。

这种独到见解不仅言之有据
,

且有利于

他国借鉴 时注意
。

由上可知
,

在深 入的实证

分析的基础 匕 通过 国际性比较
,

作出理论

创新
,

是本书的又一个特点
,

并且是十分突

出的特点
,

也是作者在理论上的贡献
。

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 把世界经济

研究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结合起

来
,

以外国经验教训为借鉴
,

探索我国城市

化与经济发展的战略
,

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

作者在最后一章中进行了这方面的探讨
,

她

在分析我国城市化现状和特点 以及扼要述评

国 内学术界关于我国城市化道路的一些意见

之后
,

谈到了 自已的新思路
,

归 结起来是两

点 一是提出了
“

城市化三要素
” ,

作为判

断城市化发展程度的基本指标 二是通过借

鉴国外经验教训
,

从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出发
,

提出了我国城市化道路应采取
“

经济

推动型
”

的城市化发展战略
。

这两点 同样具

有理论创新意义
,

且有重要现实参考价值
。

当然
,

本书中对我国城市化的研究还展开不

够
,

个别论点尚待商榷
,

希望作者继续进行

研究
。

总的说来
,

林玲博士的这本新作
,

是我

国学术界综合比较研究北美三国城市化和经

济发展关系的第一部著作
,

不仅起了填补空

白的作用
,

而且
,

由于本书选题很有意义
,

全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

结构合理
,

资料翔实
,

内容丰富
,

观点 正 确
,

分 析 深

入
,

理论上又多有创新
,

且逻辑严密
,

文字

流畅
,

具有明显的学术价值
,

堪称青年学者

的一部力作
,

颇值得一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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