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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迷雾》

内容概要

高层推荐的一本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权威著作！阅读本书，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领悟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真谛就在于把激励搞对，激发各类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以新的增长动力推动社会大发展和大繁
荣。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威廉 ·伊斯特利根据他对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深入研究，考察了经济学家提出的
各种药方及其所依据的经济理论和模型，例如：外国援助、外国直接投资、扶植教育、控制人口、提
供贷款和减免贷款等。他认为，这些药方失灵的问题并不是经济学的错误，而在于被经济学家们奉为
灵丹妙药的种种致富之道违背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所有的经济主体（个人、企业、政府官员甚至
援助机构）都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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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威廉·伊斯特利为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1985年他荣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世界银行
、全球发展中心和国际经济学研究所任职。他的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发展和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微观经
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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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激励问题的重视是本书的特点。有较大的收获。文中从集体行动的角度对社会分割（阶层差异
与种族问题）的危害进行讨论，对我之前关注的问题有一个直接引导作用，俗称打通了脉络。
2、看看
3、激励！
4、休假这两天看的，破的是发展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增长的几大迷思：资本决定论（投资万能），教
育万能，债务免除万能。人力投资可能带来边际效益递增是个亮点，但是对于政府干预行为的暧昧态
度值得商榷，在这一点上有重回短视之路的危险
5、那个说这个书太消极什么政策都没用的人，也是太无知了吧？事实就是这些政策一个也没起过作
用啊，为什么要罔顾事实一定要作者给出一个灵丹妙药呢？
6、这本书实在太烂了，投资拉不动，援助拉不动，贷款拉不动，教育拉不动，政府干预也不一定好
，什么有用？去厦门出差，书本我扔在厦门
7、单位发的书，讲了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些在发达国家但是境况不太好的家庭的小故事
。一个家庭，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不好有多种原因，世界组织和各国政府使用了很多先进的理念，然而
在经济发展上却还没有起到太大作用，所以被称之为迷雾。也就是说，单一的指标、现象和政策并不
能保障经济的发展，许多事情不能光看表面。
8、有些学术性质的社科读物，考虑的因素已经十分全面了，有些问题有自己的视角和看法，经济增
长是个大命题，其中每个小标题都可以再深入讨论
9、国务院高层读的一本书。可以让大家领略经济学的魅力。作者曾在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许多国际
机构任职。
10、很多论题是老生常谈的话题，结论也几乎不用写这么长就能预见。国外的作者总是用各种数据和
实例来印证自己的观点，而不光光是用逻辑支撑来说明事实，这点还是很值得赞赏。数据稍微比较早
，从如今的视角来看有也不免有些过时的感觉。
11、一切都要有正确的激励，从而破除了资本投资万能（哈罗德多马模型），教育万能，免债万能的
困惑。文字活泼易懂，适于阅读！
12、知识、运气、政府、社会结构是影响国家贫富的重要因素。
13、可以当做科普看，很有启发性，老师推荐的。
14、看目录完全看不出来这本书这么消极，还以为有什么高见。数字是否我信我不知道，逻辑上更多
的是“xxxx未必有用”但却毫无建设性，投资没有用教育没有用，说的好像发达国家发展都是靠天吃
饭？

事实上，没有哪个孤立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作者完全是“月亮上也有阳光，月亮上没有生命
，所以阳光对生命没有什么卵用”的逻辑。不建议大家看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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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就个人而言，读书的乐趣就是通过阅读与作者腾云架雾，穿越时空来到另一番天地，感受彼时彼
景的温度，自己或欣喜，或悲悯。《经济增长的迷雾》即带我去非洲，又带我去北美；既然我感受到
“美国建国之初的野蛮生长的暴力”，又让我感受到“我国古代四大发明却又让我们停留在冷兵器的
时代”的遗憾。“经济增长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利他主义的最高境界，是“梦想仗剑走天涯”少年
们的内心追求，他们已经出发了，前面有荆棘、有险滩、有太多的或许......所以我要会这些为了“经
济增长”而探索的前行者点个赞！
2、这本书的结构很清晰，虽然不是学经济的，但看目录就可以理清思路，阅读引导做的很好。读起
来也完全不同于一般晦涩枯燥的理论书，其中对于教育、扶贫、投资等问题一针见血的分析很有收获
。如果物质投资、教育爆炸、扶贫都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那发展经济、提高人均收入的良
方究竟是什么呢？譬如作者对教育的阐释，“对于一个渴望增长的社会来说，教育的作用并不比一个
呼啦圈强多少，问题的关键是那些有知识的人如何运用他们的知识。在一个存在广泛政府干预的社会
里，收益率最高的行为可能莫过于寻租”，“在寻租是唯一盈利活动的国家里，让人们获得技能并不
会带来经济成功。如果只有技能而没有技能得以发挥的环境和技术，经济增长也无从谈起。”作者的
坦率质朴可见一斑。作者在本书的后半部分给出了答案。他基于自身对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深入研
究，剖析了自“二战”结束后经济学家在欠发达国家推行政策建议的成败案例，破解发展中国家经济
增长之谜，最终得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他认为所有的经济政策都不能违背这一基本原理，这本
书算得上是国内最先讨论供给侧改革的书，想更追根溯源地了解前段时间炒的大热的供给侧改革，这
本书不可错过（听说也是决策层书单的必备），对于领悟中国经济政策的未来走向、行业大势，有指
点迷津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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