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的奇迹>>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的奇迹>>

13位ISBN编号：9787208018907

10位ISBN编号：7208018901

出版时间：1999-11-01

出版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林毅夫,蔡昉,李周

页数：30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的奇迹>>

前言

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
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我们决定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大型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经济学术理论丛书。
它包括三个子系列：（1）当代经济学文库；（2）当代经济学译库；（3）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
该丛书在学科领域方面，不仅着眼于各传统经济学科的新成果，更注重经济前沿学科、边缘学科和综
合学科的新成就；在选题的采择上，广泛联系海内外学者，努力开掘学术功力深厚、思想新颖独到、
作品水平拔尖的“高、新、尖”著作。
“文库”力求达到中国经济学界当前的最高水平；“译库”翻译当代经济学的名人名著；“教学参考
书系”则主要出版国外著名高等院校的通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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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经济在20多年的改革中取得的高速增长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国内外的许多研究预测21世纪中国将再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
本书以诱发性制度变迁理论为框架来分析中国的发展战略、经济体制、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认为，本书对渐进式改革如何在中国进行的描述令人信服。
    本书初版于1994年，之后短短几年里，作者目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又一系列重要进展，参与中
国经济学界的争论，对书中的一些理论和政策问题作了更深入的阐述，从而使本书的理论更臻完善和
具有针对性。
    本书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讨论中国的资源结构、发展战略、经济体制和经济改革的问题。
为了使本书的分析逻辑更加鲜明，主题更加突出，一系列与一般发展及改革有关的问题，如环境与可
持续发展问题、全球化问题、法治化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等都未予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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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什么能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经济，而在较早的阶段上放弃赶超战略呢？
经济学家也尝试作出解释。
而我们将这些经济与那些固守赶超战略的经济作比较时，发现两者的截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人均自
然资源占有水平很低，同时人口规模较小。
赶超战略是一种效率很低、浪费很大的发展道路。
一个经济能够在多久的时期持续推行赶超战略，通常取决于两个因素。
第一是人均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
自然资源可供无偿开发的程度，决定了一个经济在低效率的发展战略下得以延续的时间长短。
第二是人口的规模。
人口规模的大小决定了平均每个人对资源浪费的负担程度。
相对小的人口规模就无法维持长期的资源浪费。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由于经济规模太小、人均拥有的自然资源太少，在发展的早期，每次要想推行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马上就遇到财政赤字增大、外贸收支不平衡、通货膨胀过高的难题，而无法
坚持下去，只好放弃当局的积极干预，而由企业作自由的选择。
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要实现这个目标，在选择技术和产业时，就必须以充分利用经济中资源禀
赋的比较优势为出发点。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是在当局放弃了赶超战略后企业自发选择的结果。
可见，它们都没有把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作为一种主动的政策选择。
但既然它们成功的经验表明，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可以快速地发展经济，作为后来者，就应该以此作为
替代传统赶超战略的一种主动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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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由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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