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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因此，这里对传统社会的崩溃所作的说明是以现代部门中私人利润动机和对国家受
到侵犯的新的意识结合在一起为基础的。还有其他力量也发生作用，例如，儿童不应该死得太早或者
过着文盲生活等这类简单想法：一种人的眼界扩大的意识，和利润以及民族尊严没有关系。当独立或
现代国家终于实现时，利润动机、经济和社会进步也不是简单地、自动地转到占支配地位。相反，却
发生了要在政策可能发展的三个方向中进行严格选择和保持平衡的问题。这三个方向是：在国外要求
维护自己的权利；使权力进一步集中于中央而不集中于地方；以及经济增长。 的确，当这些选择已最
后被确定而进步已经支配社会的时候，历史一般地要求有一个很长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经济增长是
主要的活动，但不是惟一的活动。这个时期包括起飞阶段和大约60年的扩大现代技术的时期。正是在
走向成熟时，社会是以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发展的，但是每一个社会都是按照它自己的文化、社
会结构和政治程序来发展的；因为增长中的社会，甚至增长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些方面是极其不
同的。在增长的社会中，并没有一致的“上层建筑”。相反，“上层建筑”的不同性质对经济增长具
有的形态有很大的影响。即使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小心，不要把已经发生的事情（现代
技术的蓬勃发展）看做是与关于人类动机的过于简单的假设一致。我们知道，在起飞阶段和走向成熟
阶段，社会事实上的确是要把其他目标放在一旁，为在人力、资源和其他社会限制范围内，能使增长
率达到最大限度的那些活动扫清道路。但这并不是说，利润动机本身居于支配地位。它肯定地起了一
部分作用。例如，在内战以后的美国（根据肤浅的研究，它可能是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唯物主义的
阶段），人们为了使一个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的大陆实现工业化而进行的必要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赚
钱，而且也因为在一个教会和国家都居于比较不重要地位的社会中，权力、冒险、挑战和社会名望都
可以在市场上得到。在这个阶段中，扩张和赚钱活动，不仅在金钱方面得到回报，而且在人类动机和
愿望的整个范围内得到回报。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人们在已经赚到超过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子女所能
使用的金钱很久以后，为什么还要努力奋斗？如果要正确地解释德国、日本、瑞典、法国、英国以及
的确还有俄国走向成熟的阶段，就必须对马克思关于人类动机的看法作同样的修改。 当然，在这一阶
段，我们要谈一下大家所熟悉的马克思的技术性错误：他的暗含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和他的实际工资停
滞论。 老一套的办法是指出，事实上人口并没有增长到有一支失业后备军的地步，以及竞争性的资本
主义的作用不会使实际工资停滞，而会使实际工资不断增加。举例来说，罗宾逊和卡尔多最近就着重
指出了马克思经济学的这些严重缺点。①的确，从形式上来看，这些缺点，在判断经济发展过程如何
发生作用方面，是非常技术性的错误。但还不止于此。它们直接反映了马克思关于社会的基本论点。
因为无论是政治力量、社会力量，或者甚至经济力量，都不是纯粹从财产私有这一事实产生的。竞争
并没有让位于垄断。竞争甚至是不完全竞争，也能使工资接近净边际价值产品，社会对工会的接受和
由民主政治程序所允许和鼓励的日益增加的政治干预，支持了市场机制的这一技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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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阶段》

精彩短评

1、前面的还可以看一下，后面大多数是时事方面的东西了。最后一章是亮点，为最后一章加一星。
2、某种意义山的现代化理论经典，绕不开的作品，本身学术价值却并不顶尖
3、正在学发展经济学，所以就打算研读一下。当然读这本书另一个原因是它的副标题“非共产党宣
言”，所以很好奇，很想知道为什么罗斯托会加这样一个副标题。我想读过之后我应该能找到答案。
4、很经典的图书，值得阅读
5、这套理论是不能机械套用的，遗憾的是，它确实常常被机械地套用。
6、好一个拗口的布登勃洛克动力——原来是这个布登勃洛克家族三代人商、政、文艺的故事。罗斯
托评价这一家人一代有一代的新目标，同理，社会环境变化后也产生一阶到一阶发展的动力。追求更
高层次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物质消费水平。
7、罗斯托在他这本著名的书中将社会归于五种类型，传统社会、起飞前提条件、起飞、走向成熟、
大众高消费时代。就从经济角度看待社会演变问题这一研究路径而言，这和马克思是相似的。五阶段
论有一定的启发性，但和马克思的系统性理论相比，无疑在穿透力上差的太多。
8、从内容上看比《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好读一些，可惜这个版本的翻译太可怕了，各种歧义句
，平白添了好多理解障碍
9、不如去年读过的商务（1962）那版，由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作为内部读物，仅供批判。读罗
斯托是非常愉快的经历。
10、读起来比较生硬，期望着能得到不同社会发展的一些简单规律总结，失望了，没有，而且内容叙
述繁杂，不建议花超过6小时阅读。里面零星的关于美国、苏联发展的历程回顾稍稍有点价值。
11、适合经济学专业的学者
12、单向历史观，堪与资本异论相垺~~~~五阶段论可为华盛顿共识做理论支撑
13、发展经济学代表作之一，初稿的思想简单粗暴，不过感谢作者后来有反思自己的理论，加了两章
14、传说中的宏观经济形势，有点学术。
15、1960年代，对美国学术圈和对外政策都产生巨大影响的力作，但其实回头来看，好多理论的出发
点和观念都是错误的。所以，中国还是走自己的路吧，即使他们不是有意为之，他们也没有足以让人
迷信的预见能力，有的只是对身在其中发展模式的迷信。
16、现代化理论的开山鼻祖级作品，虽然现代化理论已经被批斗得千疮百孔...
17、资源限制发展，经济发展的进步我觉得依靠的是科技技术的革新，对现有资源的深度或循环的利
用，从而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影响各利益集团，最后产生政治格局的变化。
18、算是一本经验性比较强的著作，但思维逻辑也还严谨，只是西方普遍的精英思想依旧突出。对世
界内在规律性的承认使作者将各国的经济发展分为传统、起飞前提、起飞、成熟、大众高消费这五个
阶段，直观上感觉比较合理。然而经验的局限性却恰恰在这五个阶段中体现出来了，即经验并不能成
为预测未来的准确依据：在大众高消费之后经济发展又将走向何方？限于此书成书的年代过早，彼时
美苏还在争霸，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对军事的权衡将直接影响世界未来经济的走向，而这种观点现在看
来确实有些老旧，毕竟人的认识是永远无法超脱经验之外的，但却不可因此否定本书对于一国经济发
展的指导意义。个人建议这本书看看主体部分就可以了，至于后面附录的批评回应部分，一是观点过
时，二是其实我也看不太懂。。。
19、意识形态见仁见智，对人类工业化史的总结剖析值得一读
20、其实很有趣啊！！！chapter10大赞！
21、一直想看，好书，大学时看过。
22、2013年新版，20130422-0512.简单翻翻，最后的附录部分还没有看。说是非共产党宣言，拿马克思
以后的事情说马克思本身存在问题，但是凯恩斯以后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经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了。
23、书的前面部分不错，分析经济起飞及起飞后社会变化，铁路修建对于经济的影响等等。但是后半
部分作者分析了很多关于共产主义的东西，个人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不太成型的社会经济体，所以太
多的分析显得不是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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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和学经济的一个哥哥聊天，聊到听老师推荐通识读物，看了好多好多理论，特别是发展。问我有
什么印象深刻，我说是起飞。听他麻溜一口气说了六个，虽然很疑惑自己怎么觉得是五个，还是默默
地表达总体上的佩服。原来之后罗斯托又加了一个。第一阶段是传统社会。这个读书、研究、教学一
会美国自家，一会英国牛津剑桥的牛人特别以牛顿作为指标。牛顿前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和更前面原
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在里面。技术不是没发展，只是生产力发展缓慢，国家将资源倾斜到农业
。他特别说人们大多接受宿命论。第二阶段是起飞前的先决阶段。觉得没什么感觉，只是一个幕间—
—采掘业和农业同为主导部门，有间接资本投资。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说起来都是有一点进步——
较多食物可以养活更多城市人口、城市人口形成市场，农业剩余收入可以投向工业，交通运输发展，
民族国家更有效治理。第三阶段是起飞。拥有银行账户在西方人即使今天眼中也是衡量发展中国家发
展状况的重要水平——说印度发展好总有举例智能手机和银行app。投资率在国民收入中比例显著上
升——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主导部门是能迅速吸收新技术、扩散到生产中的部门。企业家阶层形
成。第四成熟阶段。生产领域有垄断形成。现代科技在全部行业运用，工业化多样发展。重工业地位
无可撼动。第五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汽车为代表的消费品和服务。从供给转而关注需求，从生产问
题转而关注消费和最广义福利问题。第六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如环境、精神需求、服务业。罗斯托对
第三世界的建议是重视农业、利用外资、发挥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作用。付洪蕾（咖啡友情）读《经济
增长的阶段》。
2、和学经济的一个哥哥聊天，聊到听老师推荐通识读物，看了好多好多理论，特别是发展。问我有
什么印象深刻，我说是起飞。听他麻溜一口气说了六个，虽然很疑惑自己怎么觉得是五个，还是默默
地表达总体上的佩服。原来之后罗斯托又加了一个。第一阶段是传统社会。这个读书、研究、教学一
会美国自家，一会英国牛津剑桥的牛人特别以牛顿作为指标。牛顿前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和更前面原
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在里面。技术不是没发展，只是生产力发展缓慢，国家将资源倾斜到农业
。他特别说人们大多接受宿命论。第二阶段是起飞前的先决阶段。觉得没什么感觉，只是一个幕间—
—采掘业和农业同为主导部门，有间接资本投资。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说起来都是有一点进步——
较多食物可以养活更多城市人口、城市人口形成市场，农业剩余收入可以投向工业，交通运输发展，
民族国家更有效治理。第三阶段是起飞。拥有银行账户在西方人即使今天眼中也是衡量发展中国家发
展状况的重要水平——说印度发展好总有举例智能手机和银行app。投资率在国民收入中比例显著上
升——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主导部门是能迅速吸收新技术、扩散到生产中的部门。企业家阶层形
成。第四成熟阶段。生产领域有垄断形成。现代科技在全部行业运用，工业化多样发展。重工业地位
无可撼动。第五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汽车为代表的消费品和服务。从供给转而关注需求，从生产问
题转而关注消费和最广义福利问题。第六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如环境、精神需求、服务业。罗斯托对
第三世界的建议是重视农业、利用外资、发挥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作用。付洪蕾（咖啡友情）读《经济
增长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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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阶段》

章节试读

1、《经济增长的阶段》的笔记-第17页

        例如，木户孝允对科莫多·佩里用七条黑船的枪炮强制性打开隐士王国（Hermit Kingdom
，1637-1876年朝鲜的别称。——译者注）作出的反应是，将年轻的明治皇帝从京都带回东京，为他起
草了宣布在世界上寻找科技以提高帝国声望的《五条誓文》。Hermit Kingdom是经常用来形容朝鲜没
错，但罗斯托在这里明显指的是日本呐。而且“皇帝”应该改成“天皇”。

这本书的句子全都太绕了，罗斯托和译者肯定都难辞其咎。比如下一段话：一般说来，当代还没有进
入起飞的国家并不代表试图建立可生存的传统社会以抵抗现代生活的代价和扭曲的集团。它们都以不
同方式反映出实现所宣称的现代化目标的失败——这些失败经过可信的成本和收益权衡以后选择出来
的。上了Kaiser老师的课之后，我觉得这种读者肯定需要读两遍以上才能读懂的句子都是失败的。

2、《经济增长的阶段》的笔记-第1页

          关注一下沃尔特罗斯托的生平，感觉挺有趣。这是1958年他在剑桥大学的lecture汇编，在1960年由
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一部《经济成长的阶段》，是罗斯托作为一个经济史学家对现代历史发展规律
的总结。经济发展被罗斯托认为有唯一的普世的道路，任何国家都会依次经历确定的各个特定阶段—
—也即穷国今天的发展道路，就是富国昨天的发展道路。
  对于沃尔特罗斯托，一个形象的比方是学者官员、智库型知识分子。政策上受到欢迎，经济学界有
更多质疑。津津乐道的是肯尼迪、约翰逊两任美国总统对其赏识。这个时间主要是1961到1969，罗斯
托担任白宫幕僚——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特别助理。时间很有趣。肯、约二人是1960年大选的民主党
赢家，肯1961年1月上台，任命约为副总统。1963年11月肯被刺，林登就转正，并在下届连任。林登因
为国际政策支持越战而无法在1968年大选连任。不过约翰逊的口碑很好，其国内政策——向贫穷开战
，饱受好评。这也和罗斯托发展经济学理念相合。约翰逊1969年1月卸任。——这就是1961到1969罗斯
托的体制内最好时光。
  罗斯托深受凯恩斯影响。1958年的讲座也是因为他意识到凯恩斯和其追随者未有描述之处——经济发
展问题，工业化过程。他著名的副标题和他的一个主张相关——经济不能宽泛解释为物质基础，要着
重狭义，生产和价格。生产和价格被罗斯托认为是动态、非总量的——工资不是不变。人口、技术、
基本商品相对价格都是内生变化。经济成长的历史，也是整个现代史的一般学说。包含狭义经济、政
治、社会组织、文化各个方面发展和变化。安之付洪蕾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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