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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习和把握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教训，运用发展经济学的科学方法，
提高分析和解决经济发展实际问题的能力，无论是对于我国领导干部的个人发展，还是对于我国国民
经济的整体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本书是为了给中央党校经济和管理类在职研究生班的学员们提供一本实用的教材，所以本书的读者对
象主要是我国各级党政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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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在，我们给出对发展中国家的几种比较常见的认识：　　从狭义的也是本源的角度说，发展中
国家是指亚非拉那些曾经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后来摆脱了殖民统治，取得了民族独立和国
家主权，目前经济发展又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民族和国家。
这是从其产生的历史考察而形成的。
过去在毛泽东所倡导的三个世界理论中，它们属于第三世界。
苏东剧变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因素日益淡化，经济发展的程度与水平成为了判定发展中国家的主
要标准。
而就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实现程度来看，俄罗斯和东欧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也被划人了发展中国家
的范畴。
因而现在，第三世界的概念不再具有特殊的政治含义，它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同义语；政治上的不结
盟也并不构成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因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同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从广义的角度说，由于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国家从总体上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类，因而
只要不是发达国家，就都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范畴。
这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成为一对相互对应的概念了。
这种认识可以说具有最广泛的包容性和适应性，比较适合于冷战结束后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新格局，
因而本书的研究对象，实际上就是从这种认识出发的。
　　从地理学的角度着眼，由于发达国家主要处在赤道以北的北温带地区，而发展中国家主要处在南
方，因而也有人把发展中国家称为南方国家，把发达国家称为北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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