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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

前言

经济增长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如果你对国家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为什么如此之大并不感到好奇，
那么你就不会阅读报纸或者到世界的其他地方旅游。你忍不住对十亿多中国人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摆脱
贫穷，而无数其他人的收入却停滞不前，感到万分惊奇。我们肯定很想知道我们的孙子辈与我们相比
是否像我们与我们的祖父母相比一样富有。经济学家对于这些课题已经研究了很久。为什么有些国家
的经济比其他国家更为成功，这一难题在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又称《
国富论》，1776年）一书中提到了。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而有的国家贫穷？为什么有的国家经济增长
快速，而有的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经济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从未停止过，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的一段时期内，它们被划分到几个不同的研究领域。经济增长的规范理论成为宏观经济学的组成部
分，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则属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生产率增长问题的研究成为产业组织经济学
的组成部分，对当今发达国家发展进程的研究则包含在经济史学中。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经济增长已
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我们用图示的方式表示该领域是如何快速发展的。下图分析了不同关键
词在1985-2005年的各种经济学杂志的标题和摘要中出现的频率，这些经济学杂志均被收录于经济学文
献数据库（Econlit）中。尽管现在各方面的文章越来越多（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杂志越来越多了；
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库变得更加全面了），但是有关经济增长的文章数量急剧增长则显然不同
寻常。与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数量增长相对应的是，该领域的研究生课程和从事该领域研究工作的人员
数量也明显增长。新一代博士经济学家们已经将经济增长作为自己专门的研究领域，而不是作为其他
研究领域的某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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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

内容概要

《经济增长(第2版)》是一本融合了经济增长的最新经验和理论研究进展的教科书，它完美地平衡了教
科书的系统性、百科全书的知识性和学术著作的前沿性要求。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而有的国家贫穷？
为什么有的国家经济增长快速，而有的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一
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经济增长(第2版)》的主要特点包括：
1.数据丰富。《经济增长(第2版)》采用大量典型国家的数据，对书中提出的模型作了很好的解释。
2.定量性。全书为学生展示了如何超越“X影响经济增长吗”这-问题，转而问“X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
多大”。
3.内容新。《经济增长(第2版)》包括了快速发展的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格和图中的数据都
是最新的。
4.易读性。《经济增长(第2版)》对知识背景的要求不高，只要学过经济学原理即可，而且正文中的内
容也没有涉及微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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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

作者简介

戴维·N·韦尔，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国家经济研究局和布朗人口研究培训中心副研究员。1982年
，他获得布朗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90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在经济增长方面的著述
颇丰，涉猎很广，涉及经济增长经验的跨国比较、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积累、实用技术、人口出生率
、习俗的形成和健康；对非增长类主题也有涉猎，其中包括人口经济学、社会保障学、货币政策和投
资分配。他在哈佛大学和希伯来大学拥有访问学者身份，而且是《美国经济评论》和《经济增长杂志
》编委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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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

章节摘录

插图：国家之间的这些差异令人难以理解。为什么有的国家如此富裕而有的国家却如此贫穷？是本该
如此吗？我们是否可以找到（或者改变）导致这些巨大差异的因素呢？富裕的享乐是不是建立在持续
地遭受贫穷折磨的基础之上呢？当我们分析某些国家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时候，另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
谜团就出现了。把当今的富裕国家与其历史相比，可以再次发现他们在生活水平上存在的巨大差异
。1880年，日本初生婴儿的预期寿命平均为35岁，而如今则是82岁。英国在1775-1975年的200年间，由
于营养的改善，人均身高增高了9.1厘米（3.6英寸）。1958年，美国购买一台电冰箱需花费一个工人劳
动333小时所挣得的平均工资；如今只要1／5的劳动时间挣得的工资就能够购买一台更好的电冰箱。
自19世纪末期以来，美国人娱乐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增加了2倍，而食物支出所占比例则下降了2／3。伴
随物质财富的增长，人们必须从事的劳动量锐减。1870年，在美国平均每周工作的时间是61小时，老
年人退休的概念几乎闻所未闻。如今，每周工作的时间只有34小时，而且一般工人退休后可以享受10
年的闲暇。无论在哪里，即使在当前相对贫穷的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优于100年前，这是先辈们无
法比拟的。埃及、印度尼西亚和巴西人现在的平均寿命比20世纪初英国贵族们的还要长。在人类历史
的大部分时间里，像夜里挑灯看书这么简单的事情，即便对于富翁而言，也是一种奢侈。现今，75 9
／6的世界人口在家里都可以用电灯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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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

后记

从长远的历史视角考察，上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经济实现罗斯托的经济起飞（take-off），从此进
入库兹涅茨定义的以持续增长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回顾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已经
处于卢卡斯描述的以高速增长为特征的所谓“富可收敛”（rich enough to convergence）的快速赶超阶
段，连续超越德国经济和日本经济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展望21世纪第二和第三个十年，如亚洲
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早已预示的，中国经济能够经受世界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并且在后危机时期将
更加持续、健康和快速增长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较为谨慎的乐观预测，从2011年起中国经济
将在新增的GDP总量上超越美国经济，2020年左右中国经济将在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GDP总
量上超越美国经济，2025年左右中国经济将在以名义汇率计算的GDP总量上超越美国经济。20世纪70
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并且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历
史性转变，创造了经济发展、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三重协同转型的成功范例。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不仅
扩展增长之谜（Growth Myth）的国际经验，需要在一般性的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内事后解释和说明，而
且必然扩展一般性的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使其吸纳中国经济增长经验的普遍理论含义。经济学的中国
学派或者中国经济学，应该同时包括作为经济学对象的中国经济问题、作为经济学主体的中国经济学
家以及中国经济理论的国际贡献，需要中国经济学家从中国经济问题揭示出超越时代和国家的纯粹理
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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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无法想象还有更好的方法，能够引导学生进入经济增长这一令人着迷的领域。作者系统地依托相关
的历史证据、基本的经验事实、精心挑选的实例以及有说服力的图表，简洁而直观地使用非常简单的
模型，聚焦于关键性的问题和秘密，所有这些因素构成该书的魅力所在。　　——菲利普·阿吉
翁(Philippe Aghion），哈佛大学韦尔的《经济增长》是对长期发展和经济增长核心问题的精彩介绍。
该书内容明晰，写作精心，富有启发性。该书展示了为什么经济增长是经济学中最有趣、最生动和最
有挑战性、的领域之一。该书是任何对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感兴趣的学生的必读书目。　　——达龙
·阿塞莫格鲁（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学院戴维·韦尔的富有吸引力和想象力的教科书，已经
确立它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如果你想知道经济学家如何思考经济增长，该书是极佳的切入点。　　
——乔纳森·坦普尔（Jonathan Temple），布里斯托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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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

编辑推荐

《经济增长(第2版)》：“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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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

精彩短评

1、大一小朋友的课外读物吧= =
2、这本经济增长通俗易懂
3、前言里声称本教材适合从本科到博士阶段的所有关于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课程。从书的厚度、
运用的模型和书后的参考文献看，或许真的可以成为一本跨度很大的教科书。我打算开一门叫做经济
增长的公选课用这本书作为教材，但的确有点贵。不过从教材角度，国内的教材就是编的没这么好！
不服不行。
4、翻译的水平很高，作者的水平很高。书是普及性质的，所以作者没有卖关子。适合初学者！
5、书中有意思的话题和概念有老龄化，隐性知识，物化的技术进步，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和经济流动
性
6、经济增长教科书的经典著作，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内容很详实，从各个角
度分析了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可以很好地掌握有关经济增长的知识。。
7、小神仙同学最后三章还没看就被我还掉了。
8、满意度95%，就是书皮脏点
9、经济增长入门教材。和Jones的教材互补，以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组织起来。几乎没有什么数学，
可以了解一些stylized facts，快快翻完之后可以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对象有一个大概的感性认知。
10、深刻剖析这个理论
11、翻译的不错，逻辑严谨，结构合理，案例、数据很新。
12、还可以，偶有亮点
13、后面的才是重点，喜欢书中所附图表。好书！
14、非常棒的经济增长入门教材，适合学过经济学原理的本科生使用。
15、很经典，买来好好学习
16、老外授课常用手法，从感性入手通俗易懂。
17、超长期经济增长理论既是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也是一套解析世界历史的另类工具，对我来说，
后者的价值更具吸引力。
18、数学比较多，真正启发性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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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

章节试读

1、《经济增长》的笔记-第206页

        这里举了两个差异性技术进步的例子，一个是两种互补品（面包和奶酪），另一个是两种替代品
（天然奶油和人造奶油）。

2、《经济增长》的笔记-第205页

        这里举了几个过度悲观的预测的例子，很有趣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可以以任何方式获得
核能。
——阿尔贝特·爱因斯坦，物理学家，1932年到大约2005年前后，事情将变得很清楚，互联网对经济
的影响不会比传真机更大。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经济学家，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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