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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发展经济学教程(修订版)》对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和主要学说将作出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试图
兼收并蓄东西方各种经济发展学说之所长，以一种综合的视野和方法开展分析，展示一个比较有特色
的学科体系。《发展经济学教程(修订版)》强调，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应始终坚持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
基本分析框架，既以农业国工业化为主线展开分析。因为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看，工业化是
经济发展中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基本内容。在内容体系设计上，《发展经济学教程(修订版)》遵循
上述思路作了不同于其他发展经济学教程体系的结构安排。全书共设有四篇十九章。采用最新文献，
力求反映现代发展理论的新进展。在《发展经济学教程(修订版)》中，作者收集了截致2001年上半年
大量的中外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各类发展经济学教材、专著和论文，也包括一些国、际机构的出
版物和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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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姓名： 张培刚 出生地：湖北黄安
任教专业： 经济学-应用经济学

张培刚
在职情况： 在职
性别： 男
所在院系： 经济学系
出生年月：1913年7月10日
工作单位、职务及职称：
华中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科
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及上海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武汉大学、西南财经大学
教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院长，中美经济合作学术委员会中方主席。
学历：
1934年6月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
1941年—194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部学习，后在该校文理学院研究生部经济系学习
，获硕士、博士
学位：1951年秋—1952年夏派往北京马列学院学习一年。
研究方向： 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工商管理学
张培刚 - 个人介绍
著名的“四个一”学生
张培刚在武汉大学的历史上是著名的“四个一”学生：毕业时成绩全院第一；3年一次的庚款留美考
试全国第一；第一个拿到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第一个中国人获得哈佛大学最高奖———威尔士论
文奖。
1929年张培刚考入武汉大学文预科。学校的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他当年的报名表。这张修业证明显示
，张培刚当年只读了一年半的高中跳级考入武大预科。当时国立武汉大学刚刚成立，招生非常严格，
当年的文科班只录取了张培刚一个人。
1941年8月张培刚从香港乘船抵达波士顿，进入康桥哈佛大学。他选择了《农业与工业化》为博士论文
题目。张培刚在哈佛的图书馆里申请了不足6平方米的空间，他阅读了德文、法文、英文参考书200多
本，涉及到的经济学家就不下180余人，包括了当时经济学中有关的主要论著。张培刚用了9个月的时
间，1945年10月写下了英文稿的《农业与工业化》。答辩时，张培刚只用了一个小时。
答辩顺利通过，几天后，老师让他改名“peterchandler”填在论文封面，参加威尔士奖的竞争。1949年
，他的论文由哈佛大学出版，并成为许多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指定参考书。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鸿业教授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就在老师给他的书单上意外地发现这本惟一一个
中国人写的书。
1946年，张培刚从哈佛大学毕业时，张伯伦还曾邀请他在哈佛任教。一心想把理论付诸实践的张培刚
还是决定回国，应武汉大学邀请担任武大经济系主任。1948年张培刚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
担任顾问，他是委员会中位居第四的高级官员，但他却认为这份美差只是个闲职，为了迎接新中国，
在解放前夕，张培刚舍弃了600美元的月薪从曼谷再次回到武大。
发展经济学之父
在“文革”中，张培刚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长年与专业无缘，大好年华白白浪费。“文革”结束后
，张培刚才在华中这所工科院校里开设了经济学专业，张培刚说，自己一直站了30多年，总算有一张
凳子可以坐下歇歇脚了。他先后担任华中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
长，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1978年5月，张培刚被借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担任《政治学辞典》《外国经济史》的主编。随后，
他又成为第一批给国家领导主讲“外国经济学”的专家，并与厉以宁合写了《宏观与微观经济学》，
最早把西方经济学（即市场经济学）介绍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他通过著作和讲学，全面介绍了西
方经济学、西方管理科学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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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把在抽屉下面藏了30年的英文手稿译成了中文，埋没了半个多世纪的这本书终
于开始得到人们的认识。那时张培刚已将近70岁。经济学家胡鞍刚定期要给政府部门编写国情报告，
他在文章中就经常引用张培刚的理论。胡鞍钢说：“张培刚先生早在1949年写那本书的时候，就已经
讨论过这些问题，他当时讨论的是三大关系，实际上就是最早我们称之为对外开放的理论。就是农业
国必须要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从全球化过程中和与工业国之间的交往过程中，获得资金、技术及支持
，应当说后来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论，张培刚先生已经都做出了一些铺垫。”
张培刚后被推选为全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中美经济合作学术委员会中方主席等。1989年
他写的《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一文力挽狂澜，拯救发展经济学于垂危之际。那时学术界认为发展经
济学走向衰落，张老不仅为发展经济学正名，而且扩大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1990年清华大学的梁小民教授把当年刘易斯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增长理论》翻译成中文，相比之下
张培刚的理论远在刘易斯之上，刘易斯主张通过工业化来实现经济发展，那是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
但是张老的书是把农业作为产业的一个部分，他所要求的不是牺牲农业发展工业，而是把农业和工业
作为整体来发展。后来刘易斯也作了反思，刘易斯说，“过去我太重视工业了，牺牲农业发展工业，
看来这是错误的。”
世界银行的经济专家钱纳里来华讲学时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是张培刚先生。这
是中国人的骄傲。”1986年，西北大学教授何练成访美后说，哈佛大学一教授在座谈会上说，张培刚
才真正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刘易斯、舒尔茨的理论比他提出的要晚好些年，因此他更有资格获得
诺贝尔奖。
1998年，张培刚教授的博士点批准下来，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工商管
理学。这些学科目前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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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修订版序言第1篇　基本概念与一般原理第1章　导论1.1　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1.2　发展经济学的产
生与发展1.3　发展经济学的性质与研究方法1.4　本章小结1.5进一步阅读导引1.6　思考题第2章　发展
的目标与度量2.1　工业化、信息化与现代化2.2　经济增长、经济起飞与经济发展2.3　以人为本的发
展与可持续发展2.4　发展水平的度量2.5　贫困与收入分配问题2.6　本章小结2.7　进一步阅读导引2.8
　思考题第3章　经济发展的主要理论3.1　农业国工业化理论3.2　结构主义的非均衡经济发展理论3.3
　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3.4　激进主义的经经发展理论3.5　新制度主义经济发展理论3.6　简评3.7
　本章小结3.8　进一步阅读导引3.9　思考题第4章　经济发展的限制因素与发动因素4.1　现代经济增
长的性质与特征4.2　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4.3　经济发展的限制因素4.4　经济发展的发动因素4.5　本
章小结4.6　进一步阅读导引4.7　思考题第2篇　制度因素与政府作用第5章　制度与经济发展5.1　关
于制度的基本概念和制度研究的一般方法5.2　经济增长的源泉：制度的重要性5.3　制度变迁理论5.4
　经济发展中的几种重要的制度：产权、市场、国家与意识形态5.5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制度问
题5.6　本章小结5.7　进一步阅读导引5.8　思考题第6章　计划、市场与体制转型6.1　发展中国家经济
计划的基本原理6.2　计划失败与重新恢复对市场的偏好6.3　计划、市场与体制选择6.4　从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的转型6.5　本章小结6.6　进一步阅读导引6.7　思考题第7章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7.1
　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7.2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职能7.3　政府失效与寻租问题7.4　提升政府能力的
战略与途径7.5　本章小结7.6　进一步阅读导引7.7　思考题第3篇　发展要素与国际条件第8章　人口
、自然资源与环境8.1　人口与经济发展8.2　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8.3　环境退化与环境保护8.4　可持
续发展战略8.5　本章小结8.6　进一步阅读导引8.7　思考题第9章　资本形成9.1　资本形成的作用9.2　
资本形成的来源9.3　资本形成的方式9.4　资本形成的效率9.5　本章小结9.6　进一步阅读导引9.7　思
考题第10章　基础设施10.1　基础设施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0.2　基础设施的发展战略10.3　基础
设施的投资10.4　基础设施的经营和管理10.5　本章小结10.6　进一步阅读导引10.7　思考题第11章　
人力资本11.1　人力资本的含义与作用11.2　营养和健康与人力资本的形成11.3　教育与人力资本的形
成11.4　教育深化与智力外流11.5　人力资本形成的战略选择11.6　本章小结11.7　进一步阅读导引11.8
　思考题第12章　技术进步12.1　技术进步的含义与类型12.2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理论分
析12.3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实证测度12.4　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12.5　技术转移与技术引
进12.6　本章小结12.7　进一步阅读导引12.8　思考题第13章　对外贸易13.1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关
于贸易与发展关系的观点13.2　关于解说发展中国家贸易的理论13.3　发展中国家与新贸易理论13.4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战略与政策13.5　本章小结13.6　进一步阅读导引13.7　思考题第14章　外资利
用14.1　双缺口模型14.2　资本的跨国流动特征和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条件14.3　发展中国家利用外
资的经验教训14.4　外国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14.5　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利用外资的总结14.6　本章小
结14.7　进一步阅读导引14.8　思考题第4篇　结构转换与城乡发展第15章　产业结构的变动15.1　工业
化与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15.2　结构转换与总量增长的关系15.3　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因、形态与机
制15.4　第三产业的发展与知识经济的兴起15.5　本章小结15.6　进一步阅读导引15.7　思考题第16章
　传统农业的改造与转型16.1　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16.2　传统农业的特征与改造16.3　传
统农业的转型16.4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16.5　本章小结16.6　进一步阅读导引16.7　思考题第17章
　乡村经济结构转变与乡村社会发展17.1　乡村土地制度17.2　乡村发展的微观基础17.3　乡村工业、
乡村金融与乡村贸易17.4　政府在乡村发展中的作用17.5　本章小结17.6　进一步阅读导引17.7　思考
题第18章　城市化与乡一城人口流动18.1　城市化的动因与机制18.2　人口流动模型18.3　发展中国家
的城市化实践与问题18.4　中国城市化问题18.5　反思与展望18.6　本章小结18.7　进一步阅读导引18.8
　思考题第19章　区域经济发展19.1　区位因素与区域经济发展19.2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19.3　多元经
济与大国区域经济发展19.4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19.5　本章小结19.6　进一步阅读导引19.7　
思考题英汉人名对照参考文献修订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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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发展经济学教程》(修订版)注重发展原理与政策分析相结合，密切联系实际，并作适当的导引
。众所周知，发展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的生命力在于其理论能否有效制定发展政策。
因此，本书特别强调一般原理与政策之间的一致性和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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