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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变化。
就新加坡的工业化，从它的工业化的基础条件，国家的工业化战略着手，分析新加坡金融业的华人企
业集团的崛起过程。
在亚洲，香港和新加坡是华人人口和华人资本高度集中的地域，也是世界各国的华人企业集团进行对
外直接投资的据点。
很多亚洲国家的华人企业集团的总部都设立这两个地区，特别是香港，集聚了世界各地对亚洲进行投
资的公司。
亚洲各国各地区的华人企业集团，在香港和新加坡还通过互相持有股票，形成了相互协作的网络关系
。
在这三章中，把香港的长江实业集团作为华人企业集团的典型代表进行案例分析。
    第五章和第六章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东盟国家中的马来西亚和泰国。
从第五章的分析中可以看到，马来西亚的工业化与华人企业集团的生成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1971年以后，尽管马来西亚实施新经济政策，即，政府强有力推进马来人优先的政策，但在马来西亚
的华人企业集团大体上同亚洲各地的华人企业集团以同样的步调迅速成长起来。
政府实施新经济政策后，马来西亚的资本构成有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居于支配地位的外资的比例在资
本构成中大幅度下降，经济的统治权迁移到马来西亚国内（地方）资本。
可是，1975年以后，占马来西亚国内资本很大比例的华人企业遇到了严峻考验。
华人企业在逆境中不得不采取各种各样的应对策略（包括积极进行亚洲区域内直接投资）而寻求继续
发展和扩大。
总的来说，马来西亚的华人资本，在“亚洲新工业化”的第二波和第三波中，作为有代表性的本地资
本，推进了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在亚洲区域内直接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亚洲各国相继进入
工业化阶段，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华人企业集团作为亚洲各国地方资本的代表之一，在亚洲经济发展和亚洲工业化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
用。
本书主要应用了亚洲新工业化理论分析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东盟等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国家
（地区）的华人企业集团的历史发展历程及其在亚洲经济发展中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一章主要阐述的是本书的研究目的与研究主题，即亚洲各国的工业化与华人经济问题；在这一章
中还对“工业化”、“华人企业”、“华人经济”等容易引起误会的最为基本的重要概念进行说明阐
述，同时介绍本书的基本研究方法。
研究目的与研究主题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亚洲新工业化与华人经济的相互关系；亚洲各国华
人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大及其影响；华人企业在亚洲新工业化中作为旗手的作用；亚洲各国工业化经验
对中国经济的总体启示。
本书的基本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了典型案例的使用、实地调查、文献查阅。
    第二章首先对先行研究进行整理。
对亚洲经济发展模式及其主要理论进行概述，对工业化所要回答的问题加以回顾，特别介绍了亚洲新
工业化的理论和课题，及对本研究课题的思考和笔者对工业化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的基本认识。
    第三章和第四章把研究的焦点放在香港和新加坡。
就香港的工业化，从转口贸易港向加工工业的发展及香港经济各个时代的动态变化来考察它的工业化
进程，同时分析在香港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资本的代表——华人企业集团——的生成和发展的历史性
过程及对香港工业化的影响。
香港的华人企业的发展反映了香港经济的时代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六章介绍了泰国以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作为重点来培养本国的出口产业推进工业化的发展背景，
以泰国的华人企业集团卜蜂集团（Charoen Pokphand Group，CP集团）为案例进行分析。
CP集团作为有实力的华人企业集团之所以有代表性，不但因为它是东南亚最大的农工联合企业之一，
还因为它以中国为其亚洲投资中心，向世界各地展开直接投资，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亚洲式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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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本    在亚洲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对华人企业和华人资本的作用及地位进行正确的评价?这也是
尝试对华人企业和华人资本从经济理论方面进行分析的一个课题。
到现在为止有关亚洲经济的理论研究（比如各种NIES论和ASEAN论）都对亚洲的经济发展模式作出了
独特的解释，不过，这些解释没有涉及对华人资本和华人企业集团所发挥的作用的阐述。
笔者是从中川信义教授等提出的“亚洲新工业化”论中探究亚洲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外资及国内（
地方）资本的三者同盟的分析中得到启示，从这一角度，以华人企业作为其居住国的地方资本为线索
进行研究的。
总结以上的分析，亚洲工业化进程中华人企业集团发挥了作为“亚洲新工业化”的旗手作用，它们作
为亚洲当地地方资本同外资联盟，从而共同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华人资本不但促进了华人居住地的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还成为亚洲区域内直接投资的主要
出资者。
从这些方面可以给华人企业在亚洲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给予正确的评价。
    第七章论述亚洲新工业化对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启示。
这一章是笔者通过对亚洲各国各地区工业化及其地方资本代表之一的华人企业的考察后，思考中国今
后工业化方向和经济发展道路的心得。
    最后一部分是补论（英文），是对香港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的生成和发展的详细分析。
补论内容于1999年7月，在美国Wisconsin—Madison University召开的SASE（The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o-Economics，Wisconsin—Madison University，U．S．A）研讨会上发表，发表时的
标题为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Group and Hong Kong Economy（《论香港华人企业集团和香港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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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Economics，Wisconsin—Madison Urliversity，U．S．A)学会的邀请，在年会上发表题为Overseas
Chirlese Business Group and Hong Kong Economy《论香港华人企业集团和香港经济》的论文，得到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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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受到马哈蒂尔&#8226;穆罕默德总理的接见，作者就马来人和原住民政策问题直接与总理讨论。
2001年4月至今，任大阪经济法科大学亚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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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问题意识和研究课题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主题——亚洲各国的工业化与华人经
济问题　　本书的研究目的和研究主题是亚洲各国家、各地区的工业化问题，以及华人企业发展在亚
洲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
　　一、亚洲新工业化与华人经济的相互关系　　在这一研究中，笔者把亚洲各国家、各地区的工业
化称为“亚洲新工业化”。
这“新”字是与首先产生在英国，随后波及法国、德国、美国，以及后来发生在日本、俄国、意大利
的工业化相区别而言。
在本书中应用的“亚洲新工业化理论”，是把以中川信义、古泽贤治两教授为中心的大阪市立大学经
济研究所的国际经济研究部门长期以来在研究亚洲经济中提出的理论加以延伸，进一步深入到论及华
人资本的作用。
“新”的意义是在世界史中赋予亚洲一个特殊的地位，也考虑了亚洲地区工业化的独特性，并超越
了NIES论的框框，历史性地重新考虑了战后的亚洲多种多样的工业化类型并再次总结其共通性。
　　如果按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经济学界所流行的对工业化国家发展类型的一般化归纳，世界的工业
化国家可以划分为内发型发展和外发型发展两大类。
这种两分法虽然有些过于绝对化，但是有助于我们对工业化国家的主要不同点作一个简单明了的区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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