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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作者林毅夫、蔡昉、李周在目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
展的一系列重要进展以及地区经济和世界经济中发生的诸多大事并参与中国经济学界的争论后，进行
了修改和增删，对书中的一些理论和政策问题作了更深入的阐述，从而使《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
经济改革（增订版）》的理论更臻完善和具有针对性。
该书系“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当代经济学文库”中的一种，全书共分10章，讨论了赶超战略与传统
经济体制的形成，经济绩效与发展战略，比较优势战略，经济改革的历程与成就，改革与发展中的问
题和难点，经济改革与持续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以及中国改革的道路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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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生于1952年10月15日，台湾宜兰人。
1971年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8年获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1982年获北京大学经
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6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7年获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
心博士后。
1987-1990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19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
部副部长，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是第7、8、9届全国政协委员。

蔡昉，1956年9月生于北京。
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研究领域包括“三农”问题、就业与劳动力流动、经济改革和发展、收入分配和贫困等。
著有《穷人的经济学》和《科学发展观与增长可持续性》，合著《中国的奇迹》、《中国经济》、《
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系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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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究竟各个部门是怎样被纳入到有利或不利的计算价格水平下进行生产的呢？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取决于部门的讨价还价地位，即它在计划盘子里的相对重要性，造成有些部门具有较高的处于
有利的计算价格待遇下的频率。
有些则相反，如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部门具有作为重工业投入品的地位和价格波及效应强的特征
，往往处在不利的计算价格下，因而长期不能摆脱其成为国民经济瓶颈的地位。
另一种情况是，对于产业特征比较接近的部门，有着大致相同的处于较有利或不利的计算价格条件的
频率，它们在何种状态下进行生产，则取决于计划者对前期结构状况的判断。
这类部门的生产能力是根据计划要求（或假设为长期供求均衡状况）形成的。
当计划价格有利时，便在较高的边际成本水平上生产，当计算价格不利时，便出现开工不足。
两种情况都造成效率的损失。
　　其次是缺乏竞争，生产效率低下。
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意味着同时实行初级（生活用品）进口替代和次级（机器、设备等）进口替代。
当时中国的技术水平尚处于低级阶段，又没有利用自己的资源比较优势，因而国内产品的成本必然很
高，缺乏竞争力。
为了独立自主地发展工业体系，就要对国内工业实行保护，为此又要付出效率上的代价。
一方面许多产品在国内生产所耗费的资源成本，高于这种生产所节省或换取的外汇价值。
另一方面，持续的保护使工业部门失去了改进生产力的机会并增大了国民经济的动态成本。
其一是国内市场的有限性限制了某些产业利用规模经济；其二是因缺少外部竞争，以及因进入障碍消
除了国内竞争，使这些受到保护的部门和企业缺乏创新动力。
特别是，当企业和部门的资源完全由计划配置，产品统购包销，生产按指令进行时，它们就不再具有
改进效率、提高产品质量的激励。
　　第三是劳动激励不足。
在价格扭曲和缺乏竞争的条件下，企业盈亏不取决于经营好坏。
如果给企业自主权，必然会出现企业经理人员和工人侵蚀利润和资产的情况。
为了防止侵蚀利润和国有资产，就必须剥夺企业自主权；而取消了自主权，就不能根据工人的努力程
度决定工资标准，就必然造成劳动激励不足。
劳动激励与劳动奖惩具有正相关的关系。
要提高劳动激励，必须实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
问题是在传统经济体制下，企业没有自主权，无权选择雇用对象，也无权解雇工人，更为棘手的是，
在这种体制下，城市职工的报酬是固定的，与个人劳动努力及企业绩效都没有联系，即无论职工个人
干多干少还是职工群体干多干少，都不会影响职工个人收入。
由于职工个人多劳不能多得，劳动激励必然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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