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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林毅夫、蔡防、李周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发展战略学说，又称比较优势发展理
论。
该理论认为，由于新中国初期中国政府所实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当时劳动力丰富、资本稀缺
的资源禀赋结构相背离，因此，政府不得不人为地压低资本价格，抑制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形成了
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生产要素计划配置、剥夺企业经营自主权三位一体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产业和技术选择则具有资本密集型偏向性。
　　该理论预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国的产业和技术选
择，应该越来越接近于由资源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
由于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是以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为基本特征，所以，中国的比较优势在
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技术。
也是说，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的产业技术结构应该持续向劳动力密集型方向发展，从而
推动就业的持续增长。
同时，随着产业技术结构向比较优势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应该持续增长。
因此，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国的经济总量与就业应该是同步增长的。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20世纪80年代，在部分市场化改革阶段，中国基本上实现了经济总量和就业的同步增长。
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面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这种经济总量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一致性现
象却发生了变化：就业增长明显滞后于经济总量增长，就业的GDP弹性呈明显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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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全面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各级政府所推行的大企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赶超性质
，提出并验证了在大企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事实上强化了资源配置领域的垄断性，
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导致该时期的产业技术结构越来越偏离由资源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
从而抑制了就业增长，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
因此，在经济转型迎程中，彻底放弃各种形式的赶超性发展战略，确保市场的竞争性和竞争的公平性
，才能促进经济总量和就业总量的持续增长和协调发展。
    本书可供经济研究者、经济管理者、高等院校师生等作为研究和教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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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双重任务。
就业增长，不仅对于资源的充分利用，而且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关键性意义，尤其对于劳动力资源极为
丰富的中国而言，能否促进就业增长，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节 滞缓的就业增长　　一、中国的就业增长滞缓问题　　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期，在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三位一体的传统制度结构下，中国经济中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矛盾，已经积
累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其中，畸重的经济结构所导致的就业吸纳能力严重不足，与日益增加的就业压力之间的矛盾，使得传
统体制下统分统配的就业制度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决定对经
济结构进行调整，对微观机制进行改革，整顿现有企业，提高经济效益。
随后，中国政府又放宽了对就业形式的限制，提出“三结合”的就业原贝小，并实行灵活的就业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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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制度转轨中的发展战略与就业增长》共分五章。
第一章，介绍中国20世纪90年代就业增长滞缓问题产生的背景及其研究意义；第二章，阐述发展战略
影响就业增长的机理，并对发展战略的概念进行拓展；第三章，分析中国工业技术结构的变化模式，
从发展战略和制度变革的角度，解释20世纪90年代中国工业技术选择偏差增大的原因，并进行相应的
计量检验，建立发展战略与技术选择之间的联系；第四章，对技术选择的就业效应进行分析和分解，
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对其进行计量估计，建立技术选择与就业之间的联系；第五章，总结全书，提
出相关政策建议，并对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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