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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通过理论分析、比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以二战后的历史为背景，首先，对相关的国际
资本流动效应理论进行了梳理和评析；其次，通过理论模型对国际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作用
机制进行了多角度阐述和分析，并以东亚和拉丁美洲国家或地区为例，对后发国家吸收和有效利用国
际资本的条件、形式、重点以及其与发展阶段的相关性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论证；最后，通过实证分
析，在对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总体经济增长效应给予肯定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特殊性，提出了中国
利用国际资本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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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国际资本流动与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相关理论评述　　是否引进和利用国际资本发展经
济，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热门课题。
本章主要从发展经济学理论中不同的分析思路或流派的角度去追踪、梳理国际资本流动效应的相关理
论发展的思想脉络，目的是从中充分汲取思想营养，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在发展经济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三种不同的分析思路
或理论流派。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即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思路。
这些分析思路既彼此冲突又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从而推动着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向前发展，使人们对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
　　第一节　国际资本作用的结构主义观点　　一、利用国际资本加速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的观点美
国经济学家讷克斯（R.Nurkse）在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系统地考察
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提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与利用国际
资本的关系问题，从而形成了发展经济学利用国际资本理论的雏形。
　　讷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征是贫穷落后，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核心问题是资本不足。
资本的缺乏造成了低生产率，低生产率造成低储蓄率和较弱的投资需求，从而又造成了资本缺乏，形
成了恶性循环。
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这种贫穷的恶性循环，必须加速资本形成，而要加速资本形成，应该借助于外国资
本。
他把外国资本分为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贷款与赠款，并强调这两种类型的国际资本对发展中国家产生
的效果是不同的。
外国直接投资直接形成生产资本，为经济发展增加了新的生产能力，有助于增加国内消费和出口，增
加对劳动力和其他当地资源的需求。
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对国外资本的刺激机制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有可能使依靠国外资本流入促进
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的希望变得渺茫。
外国贷款和赠款可以由政府统筹使用，建设基础设施，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
日本和澳大利亚是这方面很好的例证。
但外国贷款和赠款也可能直接或间接用于增加消费，从而降低外国资本促进国内资本形成的效果。
基于此，讷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国资本和国内资源的使用必须做出全面预算，以保证在分配国
内外全部资源时首先用于资本形成。
　　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H.B.Chenery）和斯特劳特（A.M.Strout）1966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
表的“外援与经济发展”的论文中，进一步推进了讷克斯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两缺口”模型（dual
—gap—model）。
钱纳里等人认为，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几乎都面临着各种瓶颈资源的约束，通过外援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瓶颈约束，并且可以调动与重置所有生产资料，使国内经济资源得以充分
利用，从而加速经济发展。
该理论首先界定了三种经济资源：第一，技能与组织能力；第二，国内储蓄；第三，进口商品与服务
。
他们认为，在任何时候，这三种经济资源的供给对经济增长的限制都是不同的。
这三种资源中的任何一种在经济运行中都可能单独构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这种制约并非在短期内可
以解决。
与三种经济资源的界定相对应，笔者提出了制约一国经济发展的三种约束：第一，储蓄约束。
由于经济发展通常伴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而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因经济落后、人均收入水平较
低等原因，常会出现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持投资的扩大，从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事实上构成了储蓄对
发展的约束。
第二，投资能力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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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国外资金可供利用的情况下，投资能力约束主要是由于投资所必需的技术、熟练劳动力、企业家
以及投资过程中的其他投入物的匮乏而导致对增长投资造成的限制，或者由于市场产出有限（即对投
资的需求不足）所造成的。
第三，经济结构约束。
即一国面对变化着的国内外需求，不能及时对其生产结构进行调整，从而造成了对经济发展的约束。
在钱纳里等人看来，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约束，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商品和服务进口的增长速度快于出
口的增长速度，引起对外贸易逆差，从而没有足够的外汇来进口经济发展所需的设备、技术和服务，
这就构成了外贸约束或称外汇约束。
钱纳里和斯特劳特指出：“外援通过解除这些约束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国内资源。
某些瓶颈如技能、储蓄与外汇等，可通过增加使用不需要现在支付代价的外部资源，暂时得到放松。
这样就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其他资源，使得总产出的增长可以大大地高于最受限制的国内要素增值率所
允许的产出增长。
”　　从根本上说，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国际资本（援助和贷款）的过程中能否实现上述目标，关键在
于国内的资本利用效率。
如果在使用国际资本的过程中，没有注意提高国内资本形成的能力，那么长此下去，国内储蓄的缺口
将伴随着国内储蓄（以利息、利润等形式）的流出而有所扩大，这将使一国经济越来越依靠国外资本
，导致储蓄缺口的增大，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如果伴随着国外资本的利用.整个国内总储蓄的效率不断提高，国内储蓄有效利用不断增强，将逐渐减
弱发展中国家对国外资本的需求程度。
钱纳里和塞尔昆在研究外资的作用时，曾描绘了一种“标准趋势”，分别刻画了成功利用外资和不成
功利用外资的两种典型情况。
　　二、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效应的结构主义观点　　结构主义在研究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影响
方面，具有十分鲜明的理论特色，其核心是强调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影响。
结构主义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滞后的经济结构，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传递技术进
步和推动产业升级的潜力。
同时，结构主义十分强调发展中国家社会政治因素和讨价还价的能力，在取得国际直接投资正效应中
的重要作用。
　　国际资本作用的结构主义理论代表人物当属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0.Hirschman，1958）。
在其著名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他提出“不发达国家真正缺乏的不是资源本身，而是利用资源
的能力”；“外国资本的作用是实现和促进某国在不平衡增长道路上的发展”。
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外资作用思想的两个方面的具体体现。
第一，他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艺技术、管理经验和企业家素质的匮乏是欠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最
重要的瓶颈，即存在“第三个缺口”，资本吸收因此而受到限制。
从欠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技术、管理和企业家缺口，仅靠国内资源几乎无法弥补，大多需要从国外
引进，以满足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二，他提倡不平衡增长，认为发展中国家取得经济增长的最有效的途径是选择若干战略部门投资。
当这些部门的投资创造出新的投资机会时，就能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他指出优先建立和发展处于最后生产阶段的产业，主要是制造业，它们产生的后向关联效应大，对国
民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而所需的原材料从国外进口，经过混合、装配、包装等程序，使之有所增值，并将制成品迅速供应最
终消费者。
这些行业对外来资本尤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许多外国公司在东道国设厂以此为业，从而促进了欠发
达国家制造业以及关联产业的发展。
　　有些结构主义者认为，跨国公司与发展中东道国之间的利益分配的格局取决于跨国公司与发展中
东道国之间的谈判行为即讨价还价。
但是，国际寡头结构性特征与东道国社会精英的共同作用，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地位与能力呈下降
的态势，分配利益呈减少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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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些结构主义理论者所持的观点，代表人物有本利特和夏普（Bennett and Sharpe，1979）、杰里
斐德和纽法默（Gereffi and Newfarmer）等人。
　　结构主义者发现，国际直接投资通常发生在发展中东道国的工业部门，因为该产业市场不完善的
存在，赋予了跨国公司一定的暴利空间。
同时，他们指出，如果预测跨国公司的投资项目在整体上是不能接受的，东道国政府就可以禁止该项
目的实施，或实施时要求一定额度的补偿。
在此情形下，国际直接投资项目实施与否及补偿额度标准，取决于东道国与跨国公司之间的谈判，并
最终决定着两者的利益分配。
显然，依据结构主义观点，提高发展中东道国的谈判地位与能力对有效利用国际资本至关重要。
　　在国际资本作用的结构主义中，拉丁美洲结构主义群体颇具特色。
这个群体以曾任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的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为核心，包括在拉丁美洲各国大学执教或供职于有关国际组织及拉美国家政府机构，并且参
与拉美各国政府政策咨询与决策的学者，他们在理论上接受了结构主义思路，并且从拉丁美洲实际出
发，做了一些推进该思路的工作。
拉美结构主义主要是在中心一外围体系的框架下，着重对外围国家的不发达现象做出解释，认为“中
心”是资本主义生产技术率先进入的地区，并且其技术进步快于外围地区；外围经济的初始状态从技
术和组织角度看都是落后的。
除了这种初始状态的差异外，在外围地区，技术进步仅能渗入极少数为“中心”生产廉价食品和原料
的部门。
因此，“中心”和“外围”之间各自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以不同的速度提高，“中心”的平均实际收入
便以高于“外围”的速度增长。
拉美结构主义认为，正是由“中心”和“外围”生产结构的差异性决定了“中心”和“外围”在世界
经济中的职能或者说分工的不同。
对“外围”而言，生产结构的不平衡、劳动生产率和平均收当代国际资本流动对后发国家经济增长效
应研究入变动的不均衡性，即使在工业化进程中也难以摆脱。
因此，拉美结构主义认为不平衡发展正是中心一外围体系的活力所在。
　　这种中心一外围结构不仅存在于一个国家内部，而且存在于国际体系之中，因而，这种结构不仅
影响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收入分配、失业、国际贸
易以及外资等问题有着广泛的影响。
劳尔.普雷维什在谈到“中心”的跨国公司对“外围”的工业部门进行的投资时指出：“实际上，‘外
围’获得的科学、技术和文化遗产是不可估量的”。
“不是要放弃这种不断扩大和更新的遗产，而是要以创造性地加以改造的态度去利用这种遗产”。
　　上述观点主要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结构主义对国际投资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的基
本认识。
其分析思路主要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失衡出发，去寻求利用外资的根据。
因而，总体上对引入国际资本抱有积极的态度。
　　第二节　国际资本作用的依附论观点　　20世纪50年代，在拉美地区针对不发达与发展问题展开
了讨论，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不发达与依附理论（the Dependence Theory）。
在20世纪60～70年代，依附论在拉美和非洲等地产生过较大影响并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迄今，依附论学派依然活跃在拉美思想界。
这个学派的一些有影响的著作还在不断地再版。
例如，巴西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Cardoso）和智利社会学家恩所.法莱
托合著的《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一书于1996年出了第27版。
　　依附论关于国际资本作用的观点，主要来自对国际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负面影响的观察和分析
。
因此，本书侧重在一种基本理论价值取向上，结合关于外资作用观点的演变，对激进主义的依附理论
、改良主义的依附理论以及正统主流依附理论进行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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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激进主义依附论　　一般地说，当代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家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
。
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根据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从历史与
现实的统一中去认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支配一依附”关系。
他们关于国际资本理论的分析，是在马克思主义资本输出理论或资本国际化理论框架中进行的，在某
种意义上可以视其为马克思主义资本输出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
　　1957年，著名的依附论者、埃及经济学家阿明（Amin，S.）在其博士论文《不平等发展——论外
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最早建构了世界资本积累和发展模式。
他认为不能从表象上把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单纯地看成是一种落后状态或一种自然现象，而应认识到
它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世界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一个方面。
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史，就是被纳入发达国家主导的“中心一外围”经济体系的依附化的过程。
发达国家的资本通过“对特殊类型设备供应、销售服务、零件供应、专利以及各种形式的‘善意活动
’进行垄断，越来越有可能取得一个企业（即使不是其法定所有者）所产生的很大部分的剩余价值份
额”，即中心国家占有外围国家生产的剩余。
因此，虽然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入可造成外围地区资本形成与经济的一时的异乎寻常的快速增长，但
在这之后必定出现发展受阻、停滞，甚至倒退。
因而，国际资本流入创造的“奇迹”和“起飞”，只能是“没有任何前途的奇迹和已经失败的起飞”
。
这样，阿明从其“中心一外围”理论出发，认为发展中国家接受大规模外国资本的必然结果只能是依
附性发展，即一种不发达的发展，因而对国际资本流入采取敌视态度。
　　美国经济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970）在其所著的《拉丁美洲资本主义与
不发达》一书中提出了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并得到当时一部分学者的赞同。
第一.拉美地区从其受欧洲殖民征服的时候起就与不断扩张的商业资本主义浑然一体了。
因此，拉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不仅从其诞生之日起，而且“在其血统上”就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第二，资本主义体系如同一群卫星围绕着一个中心星辰旋转的体系。
在这个体系下，不发达国家不可能获得真正自主的发展，其发展只能是“不发达状况的发展”，或者
说是越来越不发达；第三，只有当这些卫星与中心星辰的联系处于最薄弱的情况时，才是这些卫星发
展的时期，如拉美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
因此，他主张不发达国家应与世界市场脱钩，即有名的“脱钩论”。
　　二、改良主义依附论　　20世纪70年代，依附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基于巴西等国经济的长足发展，促使人们对先前的依附论进行反思。
改良主义依附论的代表人物卡多佐（Cardoso，F.H.，1973）根据新的现实认识到，发展与依附并不一
定总是矛盾的，“指出了发展和依附是同时发生、并存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两
个范畴”。
更进一步地，他提出了要利用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来为本国的发展服务，不主张脱离资本
主义的世界体系。
跨国公司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纳入其国际市场体系，成为激活东道国市场的重要动力因素，因此，“
在某种程度上，跨国公司的利益已经与依附国家的内在繁荣相一致。
从这个角度讲，他们确实促进了当地的展”。
卡多佐等人强调，在一个强力政府存在的前提下，与发达国家利益群体构建一种相互关系，寻求“与
依附相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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