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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一开始，我要强调指出，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经历的描述既反映了一般规律性又具有独特性，
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是要解决相当多问题的。
例如，制造业的常规增长是如何成为经济增长的内在特征的？
何种力量推动制造业部门的不断变迁和决定其轮廓？
每一次结构变迁具有什么样的共同特征？
制造业增长和结构变迁的先后顺序是否直接改变了出口结构？
未来的制造业结构又是怎样的？
对中国制造业结构变迁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在1999年出版的《制造业结构转型与经济发展——中国1978-1998年制造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一书
中，我对1978-1998年中国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的特征做了细致的描述，提炼了若干重要的结论。
今天，我并不想改变制造业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的看法，过去10年是制造业结构经历巨
大变动和出口竞争力急剧上升的时期，制造业所发生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估量
。
现代经济增长源于新技术的不断扩散，国家或区域之间的增长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技术吸收
的程度有着不同的表现。
事实上，创造和吸收新技术的是制造业，然后才扩展到整个经济。
一个国家要领先世界，首先得在制造业领域领先世界。
美国经济学家W·W·罗斯托在评价英国是第一个经济起飞的国家时明确提出，尽管17世纪最先进的
国家是荷兰，为什么不是荷兰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经济起飞的国家呢？
“荷兰过分致力于金融和贸易，而没有一个充分的制造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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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工业生产力"数量革命"的证据与阐释》是近五年作者在全球各地进行学术交流中思想碰撞的结
果，也是对制造业长期跟踪研究的产物。
《中国工业生产力"数量革命"的证据与阐释》强调了制造业在经济中的独特地位，而且做得更多的是
阐明了制造业内部结构变迁的方向以及对经济增长的真实作用。
这对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产业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选择起到了提示作用。
过去30年，尤其是近10年来，中国制造业所发生的变化之大是惊人的，实际上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生产
力革命。
而过去的制造业结构变迁和生产能力的巨变只是为未来的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工业化作了一个铺垫。
历史告诉我们，当工业生产力发生根本性变革时，一个新的时代就开始了。
《中国工业生产力"数量革命"的证据与阐释》适合大专院校经济、管理类师生以及经济爱好者作为参
考读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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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问题二：毛里求斯等国的经验启示。
　　已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好的经济政策确实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在马达加斯加，在建立了一个具备较高效率的出口加工区之后，纺织品和成衣生产部门获得了迅速扩
张。
良好的投资环境帮助毛里求斯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经济转型。
毛里求斯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在历史上曾经采用进口替代战略，后来又实行结构转型，向出口导
向型战略转变。
以1996年国际美元价格计算，2004年毛里求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5441美元。
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东亚经济体的出口导向型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使得毛里求斯能够在国际市场上
寻求发展机会。
以前的毛里求斯是个贫穷的岛国，以出口糖为主。
在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以后，如今的毛里求斯已经成为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国民经济也实现了多样
化。
马达加斯加是另一个成功的例子，该国的纺织产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
那里劳动力价格低廉，而生产率却不低，由此吸引了各地的投资者。
这些投资者来自毛里求斯、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内地。
1997年，该国纺织产业雇用了大约4.6 万名正式员工。
到1999年时这一数字增加到大约13.5 万名，2001年时接近20万名。
　　表7-8展示了有关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工业化情况的更多详细数据。
我们惊讶地发现，在这些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塞舌尔群岛和尼日利亚）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增长较快
。
其他国家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发展都很缓慢，有五个国家甚至在1994-2004年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这一期间博茨瓦纳下降了21.6 7／6，纳米比亚下降了0.8 ％。
除去南非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增长率仅为1.4 ％。
南非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制造业出口总额的比重在1994年时为72.7 59／6，到2004年时
为77.2 8％。
南非的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相对于南非来说，撒哈拉以南其他非洲国家的工业能力都很弱小，而且经济结构也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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