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技术选择、工资不平等与经济发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技术选择、工资不平等与经济发展>>

13位ISBN编号：9787308070409

10位ISBN编号：7308070409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时间：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潘士远

页数：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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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选择、工资不平等与经济发展>>

前言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一直都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东亚的成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失败激励着一代代发展经济学家去探索其根源和寻求其
教训，以增进人们对经济发展问题的认识。
发展战略，具体来说，就是技术选择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发展中国家技术相对落后，因此，它们可以引进和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但并不是引进和模仿越先进的技术越好，这取决于发展中国家当时的经济条件。
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要引进与其经济条件相适应的技术，即适宜技术。
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和模仿技术时，一定要实事求是。
如果发展中国家不顾国情，一味引进当时世界的最前沿技术，那么，它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能力就
会很低。
这不但不会使发展中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反而会进一步扩大技术差距，从而使发展中国
家陷入“引进先进技术一低吸收能力一低增长”的恶性循环。
相反，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引进适宜技术，那么，它就可能实现向发达国家收敛的目的。
　　我本来只打算在拙著里浅谈一下技术选择问题，但后来发现，在第4章中，我利用Darron
Acemoglu发展的框架来研究技术选择和经济收敛的问题，恰巧，这一框架可以用来研究熟练劳动力与
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不平等问题。
因为工资不平等问题一直是劳动经济学中的一个研究热点，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在第5章和第6章讨论
收入不平等问题。
虽然在这两章中我没有详细讨论技术选择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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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什么除了东亚极少数的几个国家和地区之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
区并没有能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
这主要根源于发展中国家错误地推行了赶超战略，鼓励企业引进或者模仿当时的世界前沿技术。
《技术选择、工资不平等与经济发展》试图从技术选择的角度切入构建模型来研究发展战略与经济发
展的关系。
　　《技术选择、工资不平等与经济发展》首先通过简要评述经济发展理论来梳理出其发展脉络，勾
勒出人们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的演变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技术选择、工资不平等
与经济发展》需要研究的问题。
文献分析表明，虽然许多经济发展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只有东亚少数几个经济体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
差距的现象，但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框架。
林毅夫教授等提出了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在统一的框架内解释了这一现象。
但是，他们的理论并没有很好地模型化。
因此，《技术选择、工资不平等与经济发展》的第2章、第3章和第4章想就模型化林毅夫教授等提出的
理论作出初步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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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一个竞争市场，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是供给等于需求时的均衡价格。
当一种产品或者要素的价格被人为固定在低于均衡价格的水平时，会同时产生两种效果：一种是刺激
需求量；一种是抑制供给量。
这样，需求和供给的数量偏离均衡，产生了供不应求的缺口。
如果压低价格是一种稳定的制度安排，那么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成为持续的现象，或者说短缺成为
经济中的常态现象。
正是由于这种机制，扭曲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的政策环境造成了资金、外汇、原材料、农副产品及
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和需求严重不均衡，经济生活中的短缺成为普遍的现象。
为了保证紧缺的物资、资源能够配置到政府所优先发展的重工业，政府不得不建立一套与这种政策环
境相应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
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包括：金融管理体制；外贸、外汇管理体制；物资管理体制；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
。
　　低利率和低汇率政策的实行降低了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低能源、低原材料价格和低货币工资政
策的实行压低了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提高已建成企业的利润率和积累率。
这为经济发展初期的工业化建设创造了必要的宏观政策环境。
但是，这些制度安排还不足以成为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充分条件。
如果企业为私人所有和经营，那么私人就仍然保持着对利润分配的使用权和投资方向的选择权，企业
积累方向未必能够符合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目标。
事实上，以利润为经营动机的私人，总是倾向于把资源投向能够产生最大收益的生产部门。
一方面，由于市场对轻工业部门产品需求高；另一方面，轻工业的技术结构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要素
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
因此，当政府以重工业为中心时，受到压抑的轻工业部门往往具有很高的盈利水平。
政府为了获得剩余的支配权、把握投资方向，使之用于符合国家意图的发展目标上，就必须剥夺企业
的微观自主权，最大限度地把私人企业改造成国有制企业，使后者占据所有制结构中的绝对优势地位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指令性生产计划体制和统收统支的财务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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