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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追赶发达国家是发展中国家长久以来的梦想和目标。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体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技术成为
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这对于创新能力不足、技术资源短缺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全新的
挑战。
发展中国家还有可能追赶发达国家吗?发展中国家又该以怎样的视角看待今天发达国家极力推崇的知识
产权制度?金融危机之后的东亚能否再度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
本书分七章：亟待转变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技术、经济利益与知识产权；技术供给与发展中国家（
地区）经济增长；东亚技术供给与经济增长；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中国家（地区）技术供给扩大；知
识产权保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地区）之间的利益之争；东亚知识产权保护：背景与出路，论
述了东亚技术供给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有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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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江林，女，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员，长期从事亚太经济与合作研
究。
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和知识产权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曾主编《走发展
、合作、开放之路》、《聚焦上海——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就与前景》、《亚太区域合作的发展》等多
部著作，并在国内主要经济类刊物如《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和《当代亚太》以及《人民日
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主要报刊媒体发表过相关论文和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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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保护水平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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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亟待转变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　　不断追求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几乎是世界各国、尤其
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主要经济发展目标，也因而成为各国或地区经济政策的重心。
一般而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亦即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动力：物质资本积累、劳动力投
入增加和技术变化。
本章将通过回顾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三大要素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变化，评价1997年以前的东亚经济增
长模式，并对东亚未来的经济增长模式进行一些趋势性的估计。
　　新增长理论与TRIPS协议签署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就进入了一个今天人们为之激
烈争论的新（内生）增长理论与实践的时期。
不过这里还是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的增长模式进行一些“人为”的划定。
这是因为在这50年的长周期中，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本身也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如果笼统地划归
为一个时期，显然难以把握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质变的脉络。
这里不妨将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80年代之间的经济增长归结为内生增长的“隐性”时期，而将80
年代以后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归为“显性”的经济增长时期。
这种隐性或显性的划定不仅存在着理论上的明显分界，而且与发达国家实际增长体系的转型，以及向
世界范围的延伸并最终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主导地位的增长模式和国际制度框架都息息相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先从古典增长理论派生出来的是新古典增长理论。
古典模型认为在完全竞争以及要素比例不变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很难取得稳定性增长，显然这一结论
令谋求人均收入增长的发达国家陷入一种被动的局面。
新古典增长理论虽然继续遵循古典增长模型的研究思路，但是它却放弃了生产要素比例不变的假设，
确立了新的假设，即完全竞争、资本和劳动力可以互相替代，生产要素边际收益递减和规模不变等。
新古典模型认为在经济增长的初期，由于资本劳动力比率低，投资的边际生产率是高的，给定的投资
率将会导致人均产出的较快增长。
随着资本劳动力比率的提高，在规模不变和技术水平固定的条件下，将带来资本边际生产率的下降。
如果资本边际生产率持续下降，最终仅够替代机器磨损和配备给新工人的部分，此时人均收入增长将
趋于一个稳定，出现世界各国人均收入趋于一致的情况。
由于新古典模型克服了古典模型中存在的“刀刃”问题，这给各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希望，只要保证足
够的资本积累，落后国家是可以向先进国家看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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