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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理论》

内容概要

本书并不想提出有关经济增长的新概念，而是试图为研究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有关的基础。研究经济增
长新概念的论文可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作者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并已列举在本书的书目提要部分。像本
书这类著作看来颇有必要，因为经济增长的理论已再次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而且全面论述这个主题的
著作几乎已有整整一个世纪未见问世。最后一本涉及范围如此广泛的巨著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所
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于1848年出版。此后，经济学家变得聪明了，他们极为明智地不再试图在
一部著作里论述范围如此广泛的主题，甚至由于他们力不胜任完全放弃了这个主题的某些方面。作者
之所以敢于探讨这个广泛的领域，部分是由于压抑不住好奇心理，部分是考虑到当今政策制订者的实
际需要；但作者认为，尽管本人对多数的课题免不了论述得十分肤浅，但主要是自己鼓足了勇气敢于
向持有挑剔眼光的公众提供这部主题浩瀚的著作。
本书书名易被误解为经济增长具有一个单一的理论。但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繁多，而每个因素又各有
一整套理论。研究土地使用权的理论，与研究新思想传播、贸易周期、人口增长、或是政府预算等理
论并无多少共同点。作为本书书名也许用经济增长的“种种理论”更为恰当些，可是也同样易被误解
为本书的目的在于评述经济增长的文献。我不是要制定一种理论，而是勾画出一幅蓝图。研究经济增
长有关的因素头绪万千，除非对这个主题有一个总的观念，否则容易迷失方向。这也算是我请求读者
原谅本书肤浅的一个表白。由于目的不同，绘制地图所使用的比例尺各不相同。若是专业刊物上登载
的文章，它的比例尺相当于1英寸等于1英里，那么本书的比例尺更近乎1英寸等于100英里。这一点对
读者了解本书也是有用的。
促使作者编写本书是好奇心理和实际需要的结合，它决定了本书的格局。好奇心理要求对人类历史的
进程进行哲理上的探讨，而实际需要则又要求写成为指导行动的一本手册。由于作者对两者感到同等
的兴趣，所以本书的内容既不会适合只注重哲理的人，也不适合要求明确下一步怎样行动的人。看来
，一部著作必然会反映作者的个性及其多种多样特征。
一部著作还必须反映作者的写作手法。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注重概括，而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则重视
具体的事例。我为了充实本书，很想写入两三个有关经济增长或经济停滞的实例研究材料。怀着这样
的心愿，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古埃及、希腊、罗马和伊斯兰国家的资料，更不用说中国、日本和中世
纪末期的资料。可是实不相瞒，在阅读了这批资料以后，尤其是在阅读公元1500年以前时期的资料以
后，我从中得到的乐趣超过了知识的增长，部分原因是对早期经济史的确切了解太少了。要把一个涉
及本书全部内容的实例写得充分就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然后写成一篇单独的论文。我与曼彻斯特
大学研究部成员吉锡拉·艾斯纳尔夫人密切合作，她正在写一部有关1830年至1930年牙买加的经济发
展状况的著作。那部著作到1956年出版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是一部与本书实例调查相配合的论著
。
我受到了许多朋友和熟人的慷慨大方的协助。在东南亚、非洲、加勒比海，这些朋友抽暇陪同我观看
了他们所做的工作，并交换了意见和殷勤地款待我。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
。我还要感谢许多国家的学术界的朋友与我进行了无数的谈话，以及寄来了源源不断的刊物上的文章
。彼得·鲍尔先生、马克斯·格拉克曼教授、Ｊ．M．洛先生、J．马尔斯博士、K．马丁博士、R．H
．普雷斯顿牧师、P．罗森斯坦-罗丹博士和M．N．斯里尼万斯教授等诚挚地阅读了本书初稿并提出
了详尽的批评意见。他们的评论使我得益匪浅，但同时，在某些章节方面我依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写
法，尽管他们认为是错误的或容易引起误解的。我的秘书多拉·沃克登小姐付出了大量劳动，耐心细
致地为书稿打字。我深切地感谢她的耐心。
我的夫人和孩子们为了我写作此书需要宁静环境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的深情使我感激不尽。
阿瑟·刘易斯
1954年7月于曼彻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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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解答是否适合的问题要比演变问题容易得多。原因是是否适合的问题与经济学和数学的理论相类
似，它采取的方法是从简单的前提中进行推论。因为依据一两个简单的概括就不难看到有些信仰和制
度比别的信仰和制度更能促进增长。有关这类概括包括：假若人们重视额外的产品，他们很可能就会
投资，否则就不；又假若他们投资所获的成果归己所有，他们很可能就会投资，若是投资的成果成为
公共财产，他们就不会投资；或者说假若他们可以自由而不是无权购买或租赁合作的资源，他们就会
投资。经济学家对他们所研究的、能用数量表达（至少在概念上）的问题，他们一直应用演绎法，因
而也就应用数学方法来加以处理。然而信仰和制度与增长适合与否都非数学上的问题，所以近年来我
们竭力避开探讨这类课题。不过演绎法仍然是可以应用和有成效的。　  近年来经济理论家所从事的
最出色的一些工作涉及经济增长稳定性问题。经济学家以资本主义制度与其习惯为出发点，他们建立
了各种数学模式，这些模式或是摇摆不定、或是从数理逻辑上上升到一个极限、或是最终从增长转向
长期的衰退。取得这些结果是因为将各种系数和各种参数之间的关系应用于储蓄的趋向、出生率和投
资决策的决定因素等问题。这项工作必然也促进统计调查，从而发现何种关系和系数对近代美国和其
他先进国家的经验最为适用。这项工作主要研讨的领域是适合性问题，而非演变性问题。它企图显示
有哪些关系和趋向以及这些关系和趋向与稳步增长适合的程度；但并未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系数是这
样的，或为什么这些系数过一段时间会起变化。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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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经典理论读物
2、注意刘易斯的二元增长模型。
3、好书，理论的要看看
4、就思路来看，作者的研究方法还是比较传统的。不过，有些问题完全用数学也不好刻画。这让我
想到了张培刚先生的发展经济学，不知道是不是用类似的方法进行研究的。杨小凯在‘超边际’一书
中说明了将宏观、微观、发展经济学等包含到用社会分工理论进行解释的框架之中
5、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建构某种理论，而是将各色的理论放到经济增长这个艰难问题面前，一一评
述。毫无疑问，作者在这么做的同时，对于各类学说和领域所能涉及的广博程度已经令人叹为观止。
从人的欲望到经济发展所需的精神气质，从经济制度到各国的政府及其作用，从知识到资本，从人口
到资源，从几乎已经穷
6、作者在最后说了两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一是“政府的质量与其说取决于政府的形式，不如说
取决于被统治者的素质。”，二是“如果一个国家在适当的时候很幸运的拥有正确的领袖，它就有可
能开创新的局面。”
7、认同经济增长的工具理性同时，还是会怀疑某种体量上的增长是否能带来个人的幸福。
8、几乎没有数学模型，夸夸而谈。要了解一下边际的概念
9、这本书能带领人再次的思索经济增长带给我们的变化。透过经济看社会。经济增长对我们而言并
不总是好的，有冲击，有机遇。
10、内容松散
11、很浅显很快速的读了一遍。首先说不喜欢的地方：翻译很成问题，这种纯粹的直译阅读起来十分
晦涩难懂。优点有很多，文章涉及面极广，各个学说流派思想都有介绍，并加以分析和解释。很多因
素可能是读者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而书中给出了例子和分析对读者有相当的启发。虽然说没能将
如此一个深刻的联系着社会方方面面的大问题给出一个非常漂亮的公式（就像自然科学似的），但是
也很大程度上把当时社会上所有的因素逐一进行了分析，应该说，这是任何一个可能有重大影响且更
正确的理论所必不可少的一步。给人的感觉就是，虽然没有完成synthesis，但是做了很多的analysis，而
这正是synthesis所必需的元素。
12、非常精彩的著作。
13、经济增长的各个方面都讨论到了
14、各个方面，算是题要，几十年后读来，也不落伍⋯⋯
15、吐血而亡
16、这本书真的很好看，值得多度几遍，读起来不晦涩，平易近人，通俗易懂。
17、刘易斯的必读书目
18、经典的书适合收藏，有空就翻翻
19、感觉像教科书，失望
20、经济增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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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建构某种理论，而是将各色的理论放到经济增长这个艰难问题面前，一一评
述。毫无疑问，作者在这么做的同时，对于各类学说和领域所能涉及的广博程度已经令人叹为观止。
从人的欲望到经济发展所需的精神气质，从经济制度到各国的政府及其作用，从知识到资本，从人口
到资源，从几乎已经穷尽了的所有可能涉及的方面，作者阐述了经济增长如何可能。这本著作的思想
水平，也在这种广度上抵达了自己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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