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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1月中旬，我们接到出版社的邀请，希望我们能够翻译由两位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思文（Johan
Swinnen）和罗思高（ScoR Rozelle）去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From Marx and Mao￡o the Market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Agricultural Transition一书。
我们拿到英文书稿后，粗略地翻阅了一下，便欣然接受了这一翻译任务。
虽然我们也知道，翻译著作是一件非常费力费时的工作，但是，我们还是非常高兴地从时间表中开辟
出一大块时间用于这本专著的翻译，这是因为这本著作丰富的内容、独到的见解、详实而生动的比较
分析深深地吸引了我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自以为出生和成长在中国农村并自以为对于中国的社
会和历史有着显著“比较优势”的我们读了作者对中国农业改革前的社会和历史背景的分析以及农业
改革中的基层人民和政府在改革中的利益得失分析后，更是为这两位外国作者对中国有如此深刻的理
解而折服。
　　我们都知道，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10个中欧和东欧国家成功加入欧盟，俄罗
斯在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上走向市场经济，这些重大经济现象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他们都
试图从不同的视角来解释这些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或动力，并试图总结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适用的
经验教训，对于这一努力，《发展转型之路：中国与东欧的不同历程》的两位作者所给出的农业转型
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堪称非常具有特色的一部新作品。
在《发展转型之路：中国与东欧的不同历程》中，作者首先抛弃了多数学者用农业产量的变化来评价
“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成败得失的方法，而是以劳动生产率作为改革成功的度量指标，从
改革前的初始条件开始，分析不同政策组合在不同背景下所可能产生的结果，并给出详实而可靠的证
据，在分析的过程中，还分别针对改革中的基层生产者、农业组织以及政府等主体的行为展开了生动
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整个分析框架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般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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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迅速崛起，一系列中欧和东欧国家成功加入
欧盟，而与此同时，俄罗斯通往市场经济的道路仍然坎坷不平。
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内大量政治家、商业领袖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而仅仅在20年前，这些变化却是不可想象的。
导致这些事件发生的动力因素何在？
它们是怎样变成现实的？
其他发展中国家从中又能得到怎样的经验和教训？
本书恰恰是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深入理解和认识上述重要而又影响深远的问题的一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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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约翰?思文（JohanSwillnen），东欧农村发展经济专家。
现任比利时鲁汶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LICOS转型经济学中心主任，兼任欧洲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
员等职。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他曾先后被聘为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和欧盟经济顾问。
思文教授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发展经济和比较经济方面的论文。
他是《美国农业经济》（American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和《世界发展》（WorldDevelopment
）等学术刊物的特聘编辑。
　　罗思高（ScottRozelle），中国农村发展经济专家。
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FSI国际所亚太研究中心教授，高级研究员。
他从事中国农村经济及其转型发展研究二十余年，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首席国际顾
问。
和中国同行一起，他到过中国绝大部分省份的农村进行实地调研，并在国际著名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
有关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论文教百篇。
2007年，罗思高教授获美国农业经济协会年度杰出研究员奖。
同年8月，他被中国人民大学授予“长江学者”称号，并聘为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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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Ⅰ　农业转型的经济学　　2.1　改革绩效的度量　　在对转型国家农业部门的改革史实进行回顾
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在“成功”的判断标准上达成共识。
正如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所言，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承担着几项重要任务，
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Johnston，1970）。
例如，农业能够提供大量而又廉价的食物；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和服务业提供劳动力；此外，农
业还能为国内消费者和贸易商提供食物之外的其他商品（比如纤维产品、咖啡和可可、烟草等）；最
后，农业部门与国内其他产业间还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并能创造消费需求。
　　在这一概念框架内，我们能够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国家——特别是那些相对贫困的国家
——会如此重视农业产量。
更高的粮食产量能够增加国内粮食市场的供给，进而会带来物价的降低。
此外，农业产量的增长还能带来收入的提高。
正是由于上述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在评判农业经济是否取得了成功时，一些国家会将产量的增
长作为主要的依据。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产量并不是“成功”的一个理想度量指标。
特别地，由于改革前大部分转型国家的经济扭曲程度相当高，用产量增长作为成功的度量可能会引起
偏误。
事实上，如果价格在转型初期的扭曲程度足够高，仅仅让价格回到能够较好地反映资源长期稀缺价值
的水平，就有可能带来产量的急剧下降或上升。
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一个国家在改革前曾经对生产投入和产出的价格进行过很大程度的补贴，则成功
的价格改革就应当会导致国内产出降低。
　　与之不同的是，不论是否将农业产量的增长作为改革成功的标志，所有国家农业生产率的上升对
于一个成功的农业部门来说都是必需的；在评判农业对于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的方式时，农业生产率
的上升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实现其众多的经济目标。
能够提供更好的激励和减少资源浪费（较好的激励和更加完全的控制权可以带来资源的节约）的政策
，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率，而农业生产率的上升将会带来：（1）粮食农业以及非粮食农业产出的增长
；（2）收入水平的上升；（3）农业部门更加现代化。
生产率的上升意味着更少的投入能够带来更多的产量，从而可以节约出一些稀缺资源，而这部分被节
约的资源可以用来增加产量，也可以被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其他类型的生产活动中去。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发展转型之路>>

编辑推荐

　　《发展转型之路：中国与东欧的不同历程》是首部系统地对中国、前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农业转
型过程进行经济学分析的著作。
作者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对28个国家的农业转型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
 在《发展转型之路：中国与东欧的不同历程》中，作者抛弃了多数学者用农业产量的变化来评价“渐
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成败得失的做法，而是以劳动生产率作为改革成功的度量指标，从改
革前的初始条件开始，分析不同政策组合在不同背景下所可能产生的结果，并给出详实而可靠的证据
，在分析的过程中，还分别针对改革中的基层生产者、农业组织以及政府等主体的行为展开了生动的
经济学分析，并得出了可靠的政策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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