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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早在1964年，联合国就提出“向贫穷宣战”，并且在1999年公布了消除贫穷的《千年发展计划》
。可是，至今全球还有40％以上的人生活在贫穷之中，每年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高达800万。富国越来
越富，穷国越来越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人们纷纷为穷国出谋划策，众说纷纭。除了经济学家
之外，还有些人从意识形态、传统文化、历史地理、社会习俗、激励机制等方面来探讨导致贫穷的原
因。其中有许多真知灼见，启发人们思考，可是也有一些文章不着边际，让人无所适从；有些文章在
华丽的辞藻后面空洞无物；有些文章陷入了一个走不出来的逻辑陷阱：由于穷，所以穷，弄不清楚到
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正如林毅夫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和体系绝大多数是由
生活、工作在最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根据他所观察到的，主要是最发达国家的现象提出的。无可否认
，这些理论在解释发达国家现象的本质和产生的原因时有其价值。但是，由于发展阶段、先天禀赋、
文化历史的差异，有些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看似相同的问题，实际上其成因和经济行为者在
做选择时所面临的最关键的限制因素却经常不同，因此，运用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以解决发展中国家
的问题是经常遇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显然，当旧有的理论不能指导实践的时候，就
应当发展新的理论。　　终结贫穷是人们的良好愿望，可是，如何才能终结贫穷?尚需认真探讨、摸索
终结贫穷的道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四小龙”率先摆脱了贫穷。近年来，中国和印
度相继出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亚洲出现的变化鼓舞了发展中国家的斗志。人们特别关注中国和印度的
发展，这两个国家人口众多，如果它们能够摆脱贫穷，肯定可以为那些穷国树立榜样，提供借鉴。　
　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有些意外的结论：中国和印度走的是两条路。中国的路是正确的，非常
遗憾，印度走错了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和印度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30年后，中国的人均
收入水平超过印度一倍多，各项经济指标都将印度抛在身后。如果印度不能及时改变发展战略，那么
印度非但不能赶上中国，两国之间的差距也许会越来越大。　　我们得出这个结论是根据以下的一些
依据。　　1．必须根据比较优势确定发展战略　　在20世纪中叶，中国和印度不约而同地走上了计划
经济道路。结果，两国领导人赶超先进国家的良好愿望都落空了。赶超战略留下的惯性思维至今仍然
困扰着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穷国在经济发展上很容易犯急性病。如果选择资本密集型产业作为经
济发展的突破口，政府必然要作为发展经济的主体。为了给资本密集型产业筹集资金，就不得不由政
府出面控制经济。一旦开始控制，就很难刹车，最后很可能走上计划经济的道路。违背循序渐进的原
则很可能欲速而不达。　　实践证明，必须充分发挥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才能取得长期、显著的经
济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彻底放弃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赶超战略。改换国家发展战
略目标必然要相应改变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中国必须加速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印度需要调整发展战略，在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同时，下大气力发展能够创造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往往过度强调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却没有告诉穷国，资金从何而来?萨克
斯(J．Sachs)等人极力主张增加外援，帮助穷国脱贫。实践证明，外部援助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穷
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对小国，外援可以起到显著的作用。可是，如果从较长的时间段来观察，即使
外部援助在短期内起些作用，也很难帮助穷国跳出贫穷陷阱。事实上，中国获得的外援远远不如印度
，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却远远高于印度。　　为什么在过去几十年里，
外援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第一，外国援助的信息传递和反馈渠道不畅。第二，外国援助给贪污腐败提
供了土壤。第三，外援产权转移的原则不清楚。在人们自力更生、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产权是清晰的
，谁创造的财富谁拥有产权。外部援助理应促进这个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能取代这个过程。无偿赠
送外部资金，无论捐赠者出于如何良好的愿望，都很难形成真正的生产力。　　尽管世界银行扶贫贷
款总额不断增加，但仍然很难满足贫穷国家的需要。如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发展战略问题，仅仅减免
债务并不能使穷国脱离贫穷陷阱。外债拉动型经济增长很难持久，短期繁荣之后很可能再度陷入衰退
。说到底，摆脱贫穷的根本出路在于让穷人有活可于，凭自己的双手来挣钱，自己养活自己，逐步走
上富裕的道路。　　3．从目前的竞争态势来看，中国和印度在人力资本上的差距可能越采越大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为两个部分：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物质资本对经济
增长的作用也可以分为两部分：固定资本量的增加和资本利月率的改善。根据中国1984～2006年的数
据模拟证明：劳动生产率对产出的影响最女，资本利用率其次，再次是固定资本形成，劳动力供给对
产出的影响最小。　　中国改革30年来培养和训练出来2亿产业大军，形成了比较先进的工业生产组织
，从而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反过来刺激了固定资本形成。印度所面对的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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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是没有合同和订单就不能开工，没有就业机会，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无从谈起。　　4．人口陷阱
是经济发展的拦路虎　　人口分布拟合线的负斜率可以被视为“人口陷阱”的必要条件。中印两国人
口结构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印度人口分布拟合线斜率为负，而中国为正。由于中国不存在人口陷阱，
人口扰动在逐年变小，在度过新增人口高峰之后，只要能不断开拓就业门路，中国就业压力有可能获
得缓解。　　“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利条件。如果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无法得
到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如果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根本谈不上什么“人口红利”。
印度必须非常警惕，千万不要坠入人口陷阱。　　5．印度的经济增长很可能属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
段　　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是在工业化国家的市场经济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并不一定适合发展中国家
。穷国和富国的经济周期规律有三点不同。第一，短缺经济和正常经济的区别。在缓解严重短缺的时
候可能会出现短期高速增长。虽然经济增长率很高，但是并不说明什么问题。第二，经济体的边界区
别。不断拓展经济边界使得中国得以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可是，除了一些高科技领域之外，印度经
济还被束缚在国境之内。第三，制度压抑型经济和一般经济体的区别。在解除了一些制度约束之后，
蕴藏在社会中的能量得以释放，有可能导致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这种释放是短期的、不可持续的。
　　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政企不分是中国经济出现大幅度波动的重要原因。如果不能有效拓展市场边
界，印度遭遇经济周期性衰退的时间可能来得更早一些。　　6．只有劳动密集型产业才能创造大量
就业机会，下一步产业转移的方向取决于市场竞争　　研究一个国家的发展策略，不仅要考虑自身的
资源禀赋，还要考虑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竞争态势，采取合理对策。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
律。产业升级就是新陈代谢、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过程。只有加速产业升级才能让经济体充满活力
。第四次劳动密集型产品大转移的去向取决于市场竞争。看谁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更大的优
势，不仅工资水平要低，而且劳动生产率要高。中国农村还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要消化农村剩余
劳动力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绝非易事。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否转移去印度，除了单位劳动力成本之外
，还要考虑转移成本。在其他条件都相近的情况下，在经济体内转移的成本要比向国外转移更低。产
业转移是全球竞争的结果，究竟花落谁家?要看下一轮竞争。　　7．只有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才能促进
整体竞争力　　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与“四小龙”比较类似，农业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而印度
的农业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比重，农业劳动力比重也居高不下，甚至出乎意料地
出现回升。这说明印度就业非常困难。跳跃式发展使得印度没能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众多的人口非但
没有推动经济发展，反而拖累了整体的竞争力。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必然导致整体劳动生产率在低
水平上徘徊，同时也加剧了农村的贫穷。　　中国对外贸易不仅总量增加很快，而且在出口产品中工
业制成品的比重迅速上升。印度出口初级产品的比重不降反升，说明印度的工业制成品缺乏竞争力，
不仅阻碍了印度扩大出口，并且导致出口结构的倒退。　　印度在高科技服务外包上取得很大进展。
可是，脱离了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注定走不远。印度模式并不符合经
济增长的一般规律，充满着不确定因素。印度的实验能否成功，尚需拭目以待。　　8．参与竞争的
组别不利于印度的发展　　中国走向世界市场是一个渐进过程，中国参与的竞争组别比较低，对手比
较弱。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依然保留着相当强的竞争优势，还有扩张空间。印度参加的竞争组别
层次较高，对手的实力很强。虽然印度可以在IT产业中争取到一定的市场份额，可是竞争的前景并不
看好。　　“中国制造”基本上并没有替代美国的劳工，和美国就业机会的外流没有多大关系。中国
商品物美价廉，抑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提高了美国家庭的实质购买力。印度和美国在信息行业就
业上具有替代关系。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导致美国收入水平和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中国向美
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印度从美国得到服务业外包，这些都是市场竞争的结果，都是合理的。　
　9．绝对不能让贪污腐败制度化　　在20世纪，印度的贪污腐败问题比中国严重。最近几年，印度的
清廉指数有所上升。　　由统计数据可见：第一，穷国的腐败比富国更严重；第二，贪污腐败和经济
增长速度并没有直接关系；第三，贪污腐败突然恶化与经济体制变革有关。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和纯粹
的计划经济中寻租的空间很小。中国和印度都属于计划和市场同时并存的混合经济类型，难怪都存在
贪污腐败的问题。中国和印度的寻租、腐败都来源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政府控制越多，寻租
的空间就越大。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寻租和腐败。出现寻租并不可怕，但是绝对不能让寻租制度化。
一旦制度化了，再要治理，难度和成本会很高。整治寻租的最佳方式是加速改革，限制政府，政企分
开。　　10．中国和印度各有优势，但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中印度处子下风　　在劳动密集型产
品上，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要低于印度，中国产品比印度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印度的劳动生产率
虽有所提高，但仍然落后于中国。在资本深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面，印度较中国要落后很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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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基础建设投资不足，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远远落后于中国。印度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上有
如下不利因素：规模经济、劳动分工、人员训练成本、销售渠道和销售成本。印度的劳动法限制了印
度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企业规模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畸形发展形式，使得广大民众找不到足够的
就业机会。　　许多人希望印度能够赶上或超过中国，这是一件好事。有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更
能够激发中国人的斗志，需要经常提醒中国人，千万不能骄傲自满，稍不留意，印度就会赶上来。　
　中国要向印度学习，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积极推进金融制度创新，尽快开展民营银行试点，
如果不彻底改革，金融危机势必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如果不能为更多的印度人创造就业机会，那么，
印度不仅赶不上中国，两国之间的差距可能继续扩大。　　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竞赛刚刚开始，预言谁
将最终取得胜利还为时过早。　　在我们的研究中还涉及中国和印度的不平等问题。效率与平等是经
济学永恒的课题。中国的贫富差距在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严重，基尼系数持续上升，必须认真对待。
影响基尼系数的主要有三个因素：城乡差距、地域差距和不同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其中，城乡差距
是推动中国基尼系数上升的主要原因。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在于就业。中国最穷的人并不是在城市中
的低收入劳动者，而是在农村没活可干的农民。尽快、有序地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才
是农村现代化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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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终结贫穷之路中国和印度发展战略比较》从经济发展的各个角度，如资源禀赋、外部援助、经济结
构、人力资本、经济政策等详细分析了中国和印度各自选择的不同的发展道路，以及所取得的经济成
就。通过分析中印两国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对我国继续深化经济改革进行有益的探讨，乃至为世界
范围内的脱贫提供有益的洞见。当今世界，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各路
经济学家纷纷为发展中国家出谋划策，众说纷纭，但有不少落人了“因为穷，所以穷”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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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传统发展经济学的困境
第5章：中国与印度的起点和差距
第6章：印度的又是和潜力
第7章：赶超战略，事与愿违
第8章：有限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错在哪里
第9章：中国和印度的寻租和腐败
第10章：贫穷怪圈
第11章：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周期
第12章：产业转移与终结贫穷
第13章：产业结构变化与中印发展战略
第14章：人力资本
第15章：人口陷阱与就业压力
第16章：外国援助与中介贫穷
第17章：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差距
第18章：中国、印度和美国之间的博弈格局
第19章：印度能否赶上或超过中国
第20章：终结贫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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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们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各个角度分析贫穷陷阱的成因。萨克斯在《贫穷的终结》一书
中有段很精彩的论述：“对为什么有些国家未能取得经济增长的解释常常着眼于贫困国家自己的过错
——贫困是这些国家领导人的腐败以及阻碍现代经济发展的落后文化所导致的。然而，社会经济系统
是复杂的，由很多可以运动的部件所组成。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假设只有一个部件出了毛病，经济发
动机的不同部件都有可能出现问题，甚至是崩溃，从而使整个经济增长的机器陷于停滞。”究竟是什
么原因使得穷国的经济增长停滞或衰退，萨克斯列举了八种主要的原因：　　第一，贫穷陷阱。贫困
本身成为经济停滞的原因。萨克斯断言，当贫穷现象非常严重时，穷国不能依靠自身的能力摆脱这种
困境。人们需要用全部收入来维持生存，根本没有多余的收入用来投资。在2007年，世界上最穷的国
家的储蓄率还不到10％，而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储蓄率为25％左右。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例如中国，储
蓄率高达40％以上。从这个角度来观察，非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几乎为零，甚至负增长，而中国
的高经济增长率就显得非常合情合理。　　第二，地理位置。萨克斯指出：“被陆地包围的多山地区
面临着扼杀几乎所有现代经济活动的高昂交通成本，以及经济上与世隔绝的状态.”他引用许多经典著
作，总结了世界上穷国和富国的地理分布，论证了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区域经济学中
研究了投资的地域选择。众所周知，对于交通条件很差的内陆地区，或者自然环境相当严酷的地区，
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都很高.除非有特殊理由，人们不会选择这样的地区投资。例如，美国中部的一些
州，由于地理条件差，人烟稀少，很少投资。在中国的黄土高原，由于缺少水，开发成本非常高，很
难吸引投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只能顺应自然规律，选择条件最适宜的地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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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有些意外的结论；中国的路是正确的；非常遗憾，印度走错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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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错的，很支持当当网
2、一般
3、还没读，慢慢读
4、图书源于罗辑思维推荐，值得一看
5、: �
F124/2230
6、本质上就是在黑阿三们⋯⋯外带继续从作者别的书里复制粘贴⋯⋯
7、不错包装、内容还没看！
8、感觉像一篇论文拉扯成了一本书, 反复讲比较优势. 另外,书里没有回答的一个问题是, 大国独立时,如
果不搞计划经济,怎么快速建立工业系统.如果没有建立完善工业系统,会不会在后面的改革开放中因为
基础不牢而失败
9、一本经济学研究论文，太多专业经济学公式，表示很费解！
10、其实我觉得写得蛮好的，有理但缺少据。纯文字构建不了一个全新的发展经济学思维，就业带来
的利益或者是否能开启腾飞之路比较需要在严格条件下更多的数学模型来下定论。
11、思路清晰明了。
12、把宏观与微观结合,把历史与现代结合,老徐这书写得太好了.
13、挺好看的书，分析的很透彻
14、内容还可以，还可以了解改革发展思路。
15、关于“衬衫换飞机”的另一个角度的思考
16、用历史说明现实，易懂，但是数学模型确实需要再学习才知道
17、书还是好书，但是真感觉过于冗长了，一篇论文，写成这么长的一本书，但是感觉我国很多产业
的顶层设计都不及印度啊，这本书更多的写的08年之前的事情，15年印度的FDI已经超过中国，也从
侧面反映印度惊人的发展速度。
18、过于书生了 死板的数据模型分析 ，唯有解析贫穷板块写的不错，中印对比有失偏颇，论文气十足
，层次却乱糟糟，重复论点
19、用论文硬改的书。说实话这论文也不怎么样
20、我不喜欢作者对印度的偏见，对中国的偏袒，但还是值得一看
21、怎么感觉是二手书，内容不作评价
22、书中分析经济发展的方法论不错，很值得学习！
23、作者有这很强的感情倾向，可以说较强的迎合了大众读者的口味。整本书更像是一片研究报告，
本来几万字就能讲清楚的事情却拖了一本书。书中较多引用林毅夫的观点。总体感觉也就那样。
24、不错的发展经济学导论
25、老公看的～应该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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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摘自罗胖观点—— 　　目前的世界格局：喷泉效应，中国在下面，美国在上面。以及美国的铸
币税，全世界人民为美元买单。 　　中国崛起的几点确定：四亿因市场开放和全球化而被深耕过的产
业人口（与印度对比），以及大多数人对财富的渴望。 　　几点不确定：1、中美关系，历史上从来
没有和平的过渡；2、互联网浪潮，第三次工业革命；3、中国内部各种利益的博弈。 　　 　
　http://bbs.tiexue.net/post_7043598_1.html 　　http://bbs.tiexue.net/post_7043599_1.html
2、穷国的发展就想毕业生找工作一样，如果一开始就要求这要求那，既竞争不过名牌大学生，又竞
争不过老员工，肯定没offer。所以，重要的是认清现状，有offer总比没有强。只要你愿意从底层开始
做起，努力学习，边干边学，每天进步一点点，时间总会改变现状的。个人觉得本书内容其实挺好的
，只是有两点可能需要改进一下：1. 书中重复啰嗦的内容太多，需要重新编排一下2. 本书不是一本专
业著作，里面的数学公式起没有必要，又不协调，删掉的话，可以让全书行文更流畅。
3、罗胖推荐的书，一定是好书！在此书中，从经济发展的各个角度对比中国和印度，非常适合喜欢
经济学、人文学的书友看。另，本人有《罗辑思维》1-57期推荐的131本书，电子版的合集，有意的可
加我qq：348533194
4、在地铁上拿着这本书，果断把名字亮出来，以表示自己的求富之心。书名已经俗气的可以，但出
版社表示不能满足于现状，果断将腰封直接印在书面上，不知道看到这个腰封，有多少人还会翻一番
，大概看个题目就已经知道是拍马屁的文章了，应该属于那种喜欢《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的人
同样也喜欢的那种书。不过自己本身就是俗人，这本书到看得津津有味。我印度了解的很少，不过其
实对其他哪个国家了解的都不多。对于西方，大概只是美剧或者rtmeme上面的一些零星琐屑的认识，
对于自己的邻国日本印度的认识则更是可怜。这本书对于印度经济发展的描述，还是比较丰富的。停
电没电视看的时候，翻翻到也无妨嘛。萨克斯有本书《贫穷的终结》，在这本书里被反复提到，作为
标靶予以驳斥。很多地方还应用了林毅夫的文章，里面的说理论述，如果数据没有问题的话，到也不
是那么不堪，或者我的水平有限，没看出他的硬伤。大概印象就是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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