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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早在1964年，联合国就提出“向贫穷宣战”，并且在1999年公布了消除贫穷的《千年发展计划》
。
可是，至今全球还有40％以上的人生活在贫穷之中，每年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高达800万。
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人们纷纷为穷国出谋划策，众说纷纭。
除了经济学家之外，还有些人从意识形态、传统文化、历史地理、社会习俗、激励机制等方面来探讨
导致贫穷的原因。
其中有许多真知灼见，启发人们思考，可是也有一些文章不着边际，让人无所适从；有些文章在华丽
的辞藻后面空洞无物；有些文章陷入了一个走不出来的逻辑陷阱：由于穷，所以穷，弄不清楚到底是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正如林毅夫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和体系绝大多数是由生活
、工作在最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根据他所观察到的，主要是最发达国家的现象提出的。
无可否认，这些理论在解释发达国家现象的本质和产生的原因时有其价值。
但是，由于发展阶段、先天禀赋、文化历史的差异，有些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看似相同的问
题，实际上其成因和经济行为者在做选择时所面临的最关键的限制因素却经常不同，因此，运用来自
发达国家的理论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经常遇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
”显然，当旧有的理论不能指导实践的时候，就应当发展新的理论。
　　终结贫穷是人们的良好愿望，可是，如何才能终结贫穷?尚需认真探讨、摸索终结贫穷的道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四小龙”率先摆脱了贫穷。
近年来，中国和印度相继出现了高速经济增长。
亚洲出现的变化鼓舞了发展中国家的斗志。
人们特别关注中国和印度的发展，这两个国家人口众多，如果它们能够摆脱贫穷，肯定可以为那些穷
国树立榜样，提供借鉴。
　　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有些意外的结论：中国和印度走的是两条路。
中国的路是正确的，非常遗憾，印度走错了路。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和印度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30年后，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超过印度一倍
多，各项经济指标都将印度抛在身后。
如果印度不能及时改变发展战略，那么印度非但不能赶上中国，两国之间的差距也许会越来越大。
　　我们得出这个结论是根据以下的一些依据。
　　1．必须根据比较优势确定发展战略　　在20世纪中叶，中国和印度不约而同地走上了计划经济道
路。
结果，两国领导人赶超先进国家的良好愿望都落空了。
赶超战略留下的惯性思维至今仍然困扰着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
穷国在经济发展上很容易犯急性病。
如果选择资本密集型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政府必然要作为发展经济的主体。
为了给资本密集型产业筹集资金，就不得不由政府出面控制经济。
一旦开始控制，就很难刹车，最后很可能走上计划经济的道路。
违背循序渐进的原则很可能欲速而不达。
　　实践证明，必须充分发挥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才能取得长期、显著的经济发展。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彻底放弃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赶超战略。
改换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必然要相应改变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中国必须加速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印度需要调整发展战略，在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同时，下大气力发展能够创造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往往过度强调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却没有告诉穷国，资金从何而来?萨克
斯(J．Sachs)等人极力主张增加外援，帮助穷国脱贫。
实践证明，外部援助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穷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对小国，外援可以起到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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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可是，如果从较长的时间段来观察，即使外部援助在短期内起些作用，也很难帮助穷国跳出贫穷陷阱
。
事实上，中国获得的外援远远不如印度，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却远远高
于印度。
　　为什么在过去几十年里，外援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第一，外国援助的信息传递和反馈渠道不畅。
第二，外国援助给贪污腐败提供了土壤。
第三，外援产权转移的原则不清楚。
在人们自力更生、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产权是清晰的，谁创造的财富谁拥有产权。
外部援助理应促进这个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能取代这个过程。
无偿赠送外部资金，无论捐赠者出于如何良好的愿望，都很难形成真正的生产力。
　　尽管世界银行扶贫贷款总额不断增加，但仍然很难满足贫穷国家的需要。
如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发展战略问题，仅仅减免债务并不能使穷国脱离贫穷陷阱。
外债拉动型经济增长很难持久，短期繁荣之后很可能再度陷入衰退。
说到底，摆脱贫穷的根本出路在于让穷人有活可于，凭自己的双手来挣钱，自己养活自己，逐步走上
富裕的道路。
　　3．从目前的竞争态势来看，中国和印度在人力资本上的差距可能越采越大　　人力资本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分为两个部分：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可以分为两部分：固定资本量的增加和资本利月率的改善。
根据中国1984～2006年的数据模拟证明：劳动生产率对产出的影响最女，资本利用率其次，再次是固
定资本形成，劳动力供给对产出的影响最小。
　　中国改革30年来培养和训练出来2亿产业大军，形成了比较先进的工业生产组织，从而劳动生产率
大为提高。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反过来刺激了固定资本形成。
印度所面对的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合同和订单就不能开工，没有就业机会，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无从谈起
。
　　4．人口陷阱是经济发展的拦路虎　　人口分布拟合线的负斜率可以被视为“人口陷阱”的必要
条件。
中印两国人口结构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印度人口分布拟合线斜率为负，而中国为正。
由于中国不存在人口陷阱，人口扰动在逐年变小，在度过新增人口高峰之后，只要能不断开拓就业门
路，中国就业压力有可能获得缓解。
　　“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利条件。
如果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
如果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根本谈不上什么“人口红利”。
印度必须非常警惕，千万不要坠入人口陷阱。
　　5．印度的经济增长很可能属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　　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是在工业化国家的
市场经济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并不一定适合发展中国家。
穷国和富国的经济周期规律有三点不同。
第一，短缺经济和正常经济的区别。
在缓解严重短缺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短期高速增长。
虽然经济增长率很高，但是并不说明什么问题。
第二，经济体的边界区别。
不断拓展经济边界使得中国得以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
可是，除了一些高科技领域之外，印度经济还被束缚在国境之内。
第三，制度压抑型经济和一般经济体的区别。
在解除了一些制度约束之后，蕴藏在社会中的能量得以释放，有可能导致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
这种释放是短期的、不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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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政企不分是中国经济出现大幅度波动的重要原因。
如果不能有效拓展市场边界，印度遭遇经济周期性衰退的时间可能来得更早一些。
　　6．只有劳动密集型产业才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下一步产业转移的方向取决于市场竞争　　研
究一个国家的发展策略，不仅要考虑自身的资源禀赋，还要考虑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竞争态势，采
取合理对策。
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产业升级就是新陈代谢、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过程。
只有加速产业升级才能让经济体充满活力。
第四次劳动密集型产品大转移的去向取决于市场竞争。
看谁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更大的优势，不仅工资水平要低，而且劳动生产率要高。
中国农村还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要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绝非易事。
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否转移去印度，除了单位劳动力成本之外，还要考虑转移成本。
在其他条件都相近的情况下，在经济体内转移的成本要比向国外转移更低。
产业转移是全球竞争的结果，究竟花落谁家?要看下一轮竞争。
　　7．只有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才能促进整体竞争力　　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与“四小龙”比较类似
，农业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而印度的农业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比重，农业
劳动力比重也居高不下，甚至出乎意料地出现回升。
这说明印度就业非常困难。
跳跃式发展使得印度没能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众多的人口非但没有推动经济发展，反而拖累了整体的
竞争力。
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必然导致整体劳动生产率在低水平上徘徊，同时也加剧了农村的贫穷。
　　中国对外贸易不仅总量增加很快，而且在出口产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迅速上升。
印度出口初级产品的比重不降反升，说明印度的工业制成品缺乏竞争力，不仅阻碍了印度扩大出口，
并且导致出口结构的倒退。
　　印度在高科技服务外包上取得很大进展。
可是，脱离了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注定走不远。
印度模式并不符合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充满着不确定因素。
印度的实验能否成功，尚需拭目以待。
　　8．参与竞争的组别不利于印度的发展　　中国走向世界市场是一个渐进过程，中国参与的竞争
组别比较低，对手比较弱。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依然保留着相当强的竞争优势，还有扩张空间。
印度参加的竞争组别层次较高，对手的实力很强。
虽然印度可以在IT产业中争取到一定的市场份额，可是竞争的前景并不看好。
　　“中国制造”基本上并没有替代美国的劳工，和美国就业机会的外流没有多大关系。
中国商品物美价廉，抑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提高了美国家庭的实质购买力。
印度和美国在信息行业就业上具有替代关系。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导致美国收入水平和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中国向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印度从美国得到服务业外包，这些都是市场竞争的结果，都是合理
的。
　　9．绝对不能让贪污腐败制度化　　在20世纪，印度的贪污腐败问题比中国严重。
最近几年，印度的清廉指数有所上升。
　　由统计数据可见：第一，穷国的腐败比富国更严重；第二，贪污腐败和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直接
关系；第三，贪污腐败突然恶化与经济体制变革有关。
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和纯粹的计划经济中寻租的空间很小。
中国和印度都属于计划和市场同时并存的混合经济类型，难怪都存在贪污腐败的问题。
中国和印度的寻租、腐败都来源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
政府控制越多，寻租的空间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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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寻租和腐败。
出现寻租并不可怕，但是绝对不能让寻租制度化。
一旦制度化了，再要治理，难度和成本会很高。
整治寻租的最佳方式是加速改革，限制政府，政企分开。
　　10．中国和印度各有优势，但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中印度处子下风　　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
，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要低于印度，中国产品比印度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
印度的劳动生产率虽有所提高，但仍然落后于中国。
在资本深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面，印度较中国要落后很多。
印度的基础建设投资不足，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远远落后于中国。
印度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上有如下不利因素：规模经济、劳动分工、人员训练成本、销售渠道
和销售成本。
印度的劳动法限制了印度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企业规模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畸形发展形式，使得
广大民众找不到足够的就业机会。
　　许多人希望印度能够赶上或超过中国，这是一件好事。
有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更能够激发中国人的斗志，需要经常提醒中国人，千万不能骄傲自满，稍
不留意，印度就会赶上来。
　　中国要向印度学习，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积极推进金融制度创新，尽快开展民营银行试点
，如果不彻底改革，金融危机势必成为一颗定时炸弹。
如果不能为更多的印度人创造就业机会，那么，印度不仅赶不上中国，两国之间的差距可能继续扩大
。
　　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竞赛刚刚开始，预言谁将最终取得胜利还为时过早。
　　在我们的研究中还涉及中国和印度的不平等问题。
效率与平等是经济学永恒的课题。
中国的贫富差距在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严重，基尼系数持续上升，必须认真对待。
影响基尼系数的主要有三个因素：城乡差距、地域差距和不同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
其中，城乡差距是推动中国基尼系数上升的主要原因。
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在于就业。
中国最穷的人并不是在城市中的低收入劳动者，而是在农村没活可干的农民。
尽快、有序地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才是农村现代化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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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今世界，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各路经济学家纷纷为发展中国家出谋划策，众说纷纭，但有不少落人了“因为穷，所以穷”的怪圈。
本书从经济发展的各个角度，如资源禀赋、外部援助、经济结构、人力资本、经济政策等详细分析了
中国和印度各自选择的不同的发展道路，以及所取得的经济成就。
通过分析中印两国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对我国继续深化经济改革进行有益的探讨，乃至为世界范围
内的脱贫提供有益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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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们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各个角度分析贫穷陷阱的成因。
萨克斯在《贫穷的终结》一书中有段很精彩的论述：“对为什么有些国家未能取得经济增长的解释常
常着眼于贫困国家自己的过错——贫困是这些国家领导人的腐败以及阻碍现代经济发展的落后文化所
导致的。
然而，社会经济系统是复杂的，由很多可以运动的部件所组成。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假设只有一个部件出了毛病，经济发动机的不同部件都有可能出现问题，甚至是
崩溃，从而使整个经济增长的机器陷于停滞。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穷国的经济增长停滞或衰退，萨克斯列举了八种主要的原因：　　第一，贫穷
陷阱。
贫困本身成为经济停滞的原因。
萨克斯断言，当贫穷现象非常严重时，穷国不能依靠自身的能力摆脱这种困境。
人们需要用全部收入来维持生存，根本没有多余的收入用来投资。
在2007年，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的储蓄率还不到10％，而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储蓄率为25％左右。
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例如中国，储蓄率高达40％以上。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非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几乎为零，甚至负增长，而中国的高经济增长率就显
得非常合情合理。
　　第二，地理位置。
萨克斯指出：“被陆地包围的多山地区面临着扼杀几乎所有现代经济活动的高昂交通成本，以及经济
上与世隔绝的状态.”他引用许多经典著作，总结了世界上穷国和富国的地理分布，论证了环境与经济
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区域经济学中研究了投资的地域选择。
众所周知，对于交通条件很差的内陆地区，或者自然环境相当严酷的地区，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都很
高.除非有特殊理由，人们不会选择这样的地区投资。
例如，美国中部的一些州，由于地理条件差，人烟稀少，很少投资。
在中国的黄土高原，由于缺少水，开发成本非常高，很难吸引投资。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只能顺应自然规律，选择条件最适宜的地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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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有些意外的结论；中国的路是正确的；非常遗憾，印度走错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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