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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小书是关于中印两个大国的，主要是比较这两个国家在过去25年的经济发展情况。
本书不是要谈论它们目前对全球经济的重要影响，尽管这引起了西方媒体的极大关注；而更多的是要
讨论两国国民的实际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变化是在什么样的约束条件下发生的。
我们也不想谈论当前的经济衰退所产生的影响，而是聚焦于长期的制度和政治经济问题。
本书并非最前沿的研究，而是对现有信息和研究成果的引用。
本书力图避免理论分析或经验分析的细节，而是面对大众读者，以比较政治经济学方法，粗线条地、
相对连贯地勾画出有关这两个国家的总体轮廓。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本书也去除了有关这两个国家经济成就斐然的一些神话，而这些神话在媒体和部
分学者中广为流传。
    感谢塔朗·卡纳(Tarun Khanna)、热若尔·罗兰(Getard Roland)，以及对本书草稿提供有益评论的两
位审稿人。
    普拉纳布·巴丹于伯克利    200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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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世界聚光灯下的中国和印度来说，《觉醒的泥足巨人：中印经济崛起评估》更像是一本盛世危
言之作。
它不是要附和全世界主流媒体和学者对中国与印度的大加赞美和过高预期，而是直面这两个国家面临
的长期制度和政治经济问题：收入增长缓慢的农业部门，居高不下的居民储蓄率和金融中介活动不足
导致的资源配置低效率，机会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大，问题重重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日益严重的
环境破坏，利益分化导致的社会冲突加剧，政府治理中的问责失灵。
所有这些问题在两国虽有所不同，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它们都将对两国经济发展构成重大的结构性
制约，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印经济就不可能“前景一片光明”。

　　对于当前热议的民主、威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作者认为，威权既非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也非
必要条件。
威权体制下的中国面临着矛盾和冲突解决能力低下，存在过激反应、压制信息的潜在风险。
而对印度来说，虽然民主体制使印度能更好地处理矛盾和冲突，为经济发展营造一个长远来说更稳定
的政治环境，但是印度的民主政治常常沦为竞争性民粹主义，政客们通过短期的迎合和施舍以赢得选
举，却伤害了长期投资，特别是物质基础设施的投资，从而阻碍了印度经济的发展。

　　总之，《觉醒的泥足巨人：中印经济崛起评估》细致入微地描画了在当前全球经济重大调整的背
景下，中印两国所面临的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经济状况，是一部极富洞见、发人深省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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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普拉纳布·巴丹，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致力于对穷国农村地区的制度、经济发展政策的
政治经济因素以及国际贸易进行理论分析和实地调研。
他还从事跨经济学、政治学和人类社会学方面的研究。
迄今为止，他已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12部专著，和他人合编了12
部著作，可谓著作等身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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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一个方面非常突出，与其他国家包括印度大不相同。
中国改革的制度基础是地方试点和地方竞争。
如前所述，许多领域的经济活动，从最开始的农业改革，到随后的经济特区、乡镇企业、国有企业承
包制、私有化等等，新的制度安排最先都在地方层面进行试验，如果成功，就会推广到其他地区，并
给予政治上的合法性。
这种试点改革的方法，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它极为有效，减少了改革的政治阻
力，通过成功的试点说服了那些对改革犹豫不决的人，而且使改革者的最初想法可以随情况变化而不
断修正更新。
如果中国不是一个相对比较分权的体制，这种方法就不一定奏效。
苏联和1989年之前的东欧，一些自由化改革试验遭遇失败，就归因于头重脚轻的中央集权体制。
在中国，地方拥有实质性的自治权和相对自足的经济，拥有各种财政和非财政资源。
地方之间的依存度相对不高，这使中国政府可以将地方试点失败的影响限定在当地。
印度的地方之间依存度也较低，也有一些地方试验成功并推广的案例（一个最突出的案例是，绿色革
命技术最初在西北部的灌溉农业区使用，随后逐渐推广到印度其他地区）。
 但是，中国的地方分权更广泛，地方对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财政拨款的依赖要比印度低；中央政府很
少参与地方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很少对地方经济失败给予救助），中国地方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比印
度地方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要多得多，因此中国地方政府进行试点改革的空间也要大得多。
印度的财政体制更加自上而下。
在中国的政府支出中，省级以下政府的支出占一半以上，而在印度，这个比例大约为5％。
印度的地方政府没有财政手段来搞地方试验，因为它们会面临为失败项目提供救助的压力。
在一个民主政体中，这样的压力是残酷无情的；只要项目开始实施，砍掉失败项目就变得非常困难。
 除了拥有更多的财政资源外，中国的地方官员还有一个内在激励，即一旦项目成功，就有可能在党内
获得晋升，这种激励机制是建立在鼓励地方经济绩效的地区间竞争之上的。
李宏彬和周黎安（2005）研究了1979～1995年中国省级领导人的升迁数据，他们发现，省级领导人的
经济绩效提高了他们在党内获得晋升的可能性（同时，降低了被免职的可能性）。
将资源、租金与责任下放给地方，与此同时，中央根据地方经济绩效来提拔地方领导人的方式，掌管
人事任免。
这种分权和集权的结合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而印度的政治体制在这方面恰好相反：地方政府有权处置的资源非常有限，地方官员并不会因为地方
经济表现而受到奖励。
事实上，总体来说，印度官员在地方的任期相当短，常常是“被委派的代表”（对他们来说，致力于
地方经济绩效既无制度基础，也无关他们本身的利益），他们不愿意接受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因为
他们分享不到项目成功的高收益，但要承担项目失败的责任。
于是，他们就在短暂的任期中消磨时间，小心翼翼不触礁。
管理高效的名声确实有助于升迁，但是，在升迁的道路上，论资排辈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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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觉醒的泥足巨人:中印经济崛起评估》是关于中印两个大国的，主要是比较这两个国家在过去25年的
经济发展情况。
《觉醒的泥足巨人:中印经济崛起评估》不是要谈论它们目前对全球经济的重要影响，尽管这引起了西
方媒体的极大关注；而更多的是要讨论两国国民的实际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变化是在什么样
的约束条件下发生的。
《觉醒的泥足巨人:中印经济崛起评估》适合财经界人士、政治界人士、关心乃至想了解中国和印度经
济走势的普罗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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