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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经济合作学》

前言

　　在人类历史上，自从有了国家，便有了对外经济联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
交往日益密切，全球化经济合作日益发展。经济学家们对于全球化经济合作产生的原因、理论、方式
、效应等展开了争鸣，大大地推动了全球化经济合作学的研究，并使其成为一门主要学科。　　本书
是作者多年来在浙江大学对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及研究成果的积累。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师生共
同感觉找一本相对合适的教材十分不易。为此，作者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着手依据本人教学经验和
几年来为多家企业引进外资等工作实践及平时对全球化经济合作学的研习，编写讲义，希望能写出一
部既能阐述全球化经济合作学的基本原理，又能反映我国国情；既便于教学，又可以自学之书。本书
概念清晰、层次分明，是一本运用现代信息手段的全球化经济合作学教材。　　本书在撰写和出版过
程中，得到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领导、同事和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的研究生黄舜、谢华香
等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书稿整理等工作，其中，黄舜参与第八、第九章的初稿撰写，谢华香参与第
十、第十一章的初稿撰写。因此，本书也包含着他们（她们）的辛勤劳动。全书由作者本人统一修改
定稿。书中引用了不少领导同志、专家学者的重要参考文献，从中得到许多的启迪，汲取了不少的营
养。在此，我谨向上述各位同志表示崇高　　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由于本人才学浅薄，加之研
究能力有限，难免有不妥之处。断流之水，可以鉴形；竹头木屑，曾利兵家。何幸如之，所谓河海一
流，泰山一壤，盖亦欲共掖其高深耳。读者有云，其悯撰劳而赐之斧正焉，企予望之！　　俞剑平　
　2001早9月于杭州玉泉　行一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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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经济合作学》

内容概要

《全球化经济合作学》主要探讨在全球化经济大背景下，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围绕这一主题，《全
球化经济合作学》就全球化经济合作的理论、技术资源、资本资源、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等在世界
各国间的配置和重新组合，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全球化经济合作学》视角新颖，论证翔实，分析深
刻，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现实感。《全球化经济合作学》每⋯章除正文外，都有学习目的、先行材料
、关键词、小结、思考练习、综述材料、网址推荐等。《全球化经济合作学》主要针对我国高等院校
经贸类专业的（远程、在校）本科生、研究生课程进修生、硕士研究生的教学要求而写，但在内容和
形式上也兼顾了在职经贸类人员和其他对此学科感兴趣的读者的需要，阅读《全球化经济合作学》，
均可获得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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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经济合作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全球化经济合作的资源探析  第一节  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  第二节  资源与财富的转化途径分析
第二章  全球化经济合作的理论分析  第一节  全球化经济合作的概念、对象  第二节  全球化经济合作的
哲学思考  第三节  邓小平的全球化理论  第四节  全球化经济合作的竞争理论第三章  资本要素的全球化
移动研究  第一节  资本要素全球化移动  第二节  资本要素全球化移动的概念与经济动机  第三节  资本
要素全球化移动的经济效应与形式  第四节  资本要素全球化移动的现状及其作用  第五节  资本全球化
与经济全球化第四章  技术要素全球化移动研究  第一节  技术要素转移的由来与发展  第二节  国际技术
要素转移理论述评  第三节  技术要素全球化移动的经济动机和经济效应  第四节  技术要素全球化移动
的发展趋势  第五节  技术要素全球化移动的制约因素第五章  劳动力要素全球化移动研究  第一节  劳动
力要素全球化移动概述  第二节  劳动力要素全球化移动的动机和制约因素  第三节  劳动力要素全球化
移动的经济效益  第四节  关于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的争论  第五节  国际劳务合作第六章  土地要素的特
殊权移研究  第一节  土地要素的概念及含义  第二节  土地要素的特殊权转移的经济动机和效应  第三节 
土地要素特殊权移的形式第七章  全球化信息要素移动研究  第一节  经济信息要素概述  第二节  全球化
信息要素合作  第三节  全球化信息要素合作与世界经济  第四节  “信息高速公路”的开创第八章  国际
直接投资  第一节  国际直接投资的概念与发展态势  第二节  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和基本形式  第三节  
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  第四节  国际直接投资的环境与环境评估方法  第五节  跨国公司与国际直接投资
第九章　国际间接投资第十章　国际BOT投资方式第十一章　国际发展扶助第十二章　中国利用外资
研究第十三章　中国对外投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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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经济合作学》

章节摘录

书摘第三章 资本要素的全球化移动研究    1．了解资本要素全球化移动的历史    2．理解资本要素全球
化移动的概念及经济动机    3．理解资本要素全球化移动的效益与形式    4．了解资本要素全球化移动
的现状及作用先行材料     资本要素国际移动与资本输出的区别    资本要素的国际移动这个范畴首先是
从生产力的角度、从生产力的国际化发展的角度提出来的。资本要素和资本是两个有着一定联系但又
有着明确区别的概念。资本要素是指那些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形式最终投入产品和劳务生产过程的中间
产品和金融资产。这里的中间产品是指厂商用于生产产品所使用的物质形态的经济货物，如厂房、机
器、工具、原材料等，这些货物没有进入人们的生活消费，而是成为从最初生产到最终消费的中介物
，成为生产另一种产品的物质前提和条件。厂商把这些货物与其他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土地、技术
等)配置而进行另一些特殊产品的生产。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们是中间产品，也是直接进入产品和劳务
的生产过程的资本要素。这里所说的金融资产包括货币、股票、债券或借款等非物质形态的资产形式
。这些形式的投资品从生产过程来看，并不是直接投入，而必须转化为特殊产品生产所需要的生产原
料和生产设备。也就是说，金融资产是间接投入产品和劳务的生产过程的。但应看到，这些金融资产
具备流通性，能够方便地转变为各种生产原料和生产设备，甚至转变为其他的生产要素。因而，金融
资产(从一定意义上说与货币资本的流动性类似)属于我们现在从生产力的角度进行分析的范围，也是
资本要素的组成之一。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资本要素是生产过程中投入的直接形式和非直接条件(为
与“生产三要素论”的土地要素相区别，这里的可以更明确地概括为“非自然的物质条件”)的统称。
从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关系来看，资本要素是资本主义生质载体，但同样可以是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
其他生质载体。在阐述国际经济合作原理时，我们分析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我们着重从生产力角度分
析作为生产要生产中的特定地位和作用，分析资本与其他生产要素置。当然，资本要素本身虽然并不
能等同于资本，但在产方式甚至其他生产方式中被经济使用时，其“趋利。性”仍是其被使用的首要
经济动机，也就是说，它被赋予了“趋利性”，否则，也就不会被称为资本要素。这也就是人们经常
造成资本要素和资本这两个概念混同的客观原因。        从上述生产力角度对资本要素的国际移动所下
的定义，可知其必然有别于资本输出的概念。这种区别可以简要概括如下：    (1)流向不同。资本输出
一般是指资本从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宗主国流向其经济落后的殖民地或附属国，或者是指资本过剩的
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向资本缺乏的经济落后国家；而资本要素的国际移动是多向性的，它不仅包含着资
本要素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垂直流动”，也包含着资本要素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逆
向流动”，还有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水平流动”。这种流向上的明显区别本身就表
明资本输出与资本要素的国际移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2)含义不同。资本要素的国际移动与资本输
出之所以会形成流向上的区别，是因为它们本身的含义不同。资本输出从本质上讲是资本关系的输出
或者伸展，这必然要求资本输出的物质载体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的国家向尚未确立的国家，或
者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成熟的国家向尚未成熟的国家流动；资本要素的国际移动从本质上讲是生产力高
效率发挥的要求，是寻求社会生产力诸要素最佳组合配置，提高生产要素效率的具体反映。因此，由
生产力优势及相对缺乏决定的资本要素的国际移动并不会呈现单向性，而是多向性的，即以生产要素
的禀赋差异为前提，而不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熟度如何。    (3)主体不同。列宁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
资本输出的投资主体是宗主国的金融资本，一般意义上由过剩资本决定的资本输出是以资本主义生产
发达的国度区别为前提，而资本要素的国际移动的主体并没有国度的前提，主要是微观经济单位根据
自己的生产要素禀赋和自己的经营策略安排的。因此，参与资本要素国际移动的主体可以是发达国家
的跨国公司，也可以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国家为了民族的利益，无论其采取什么样的生产方式
，均可以在资本要素的国际移动中平等地采取有利于自己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律来约束和管理资本要
素的流进与流出。    (4)结果不同。资本输出的宏观经济结果是再生出宗主国与殖民地、附属国的剥削
与被剥削的经济关系，或者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资本要素的国际移动的宏观经济结果是生产资
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与重新配置，使生产力尽可能得到最佳的组合和发挥尽可能大的效用。    资本
要素的国际移动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经济生活打破行政国界和经济国界的产物及表现形式，它虽然是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产生的，也曾被赋予资本关系的物质载体属性，但其本身是生产力关系
的产物，与资本输出有着根本的区别。关键术语    资本要素  资本要素的国际移动  资本全球化    经济
全球化  国际直接投资    第一节资本要素全球化移动    资本输出与利用外资是资本要素移动的两个方面
，其行为早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就已开始。以后随生产国际化、资本国际化的发展，利用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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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经济合作学》

也进一步发展，并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加速发展起到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利
用外资的三个阶段   1．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利用外资   19世纪末以前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那时利用
外资的特点为：    (1)利用外资的规模小，参与者也较少。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输出资本主要是英、
法少数几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利用外资的国家主要是美国等获得政治独立的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
。    美国于1776年成为独立国家，建国后不久就开始利用外资，至今有200多年的历史。据统计，
到1789年外国在美的资本总额约为6000万美元，时过61年(1850年)后美国外资总额增加到2．2亿美元。
美国经济起飞是在1843一1860年期间，主要依靠铁路建设，其中外资对铁路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在此
期间，建造了27万英里长的铁路，仅在1853年就利用外资约4440万美元，占外资总额的70．4%。    但
当时利用外资的规模小，美国1850 1873年23年间共引进外资约10亿美元，1874 1895的21年中共引进外
资约10亿美元。外资流人量占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10%。    (2)利用外资形式单一，只限于集中投入产
业。美国当时主要采用发行证券和债券的形式，吸收外国的间接投资。外资吸收的期限较长，最长可
达99年。而近2／3的外资投入到当时铁路和公用事业的建设。    (3)当时引资国利用外资的结果有两种
，一种是成功引进外资促进本国经济快速发展，如美国。另一种则导致债券危机，如借款国的外汇收
入锐减而无力偿还，主要有阿根廷和巴西；或引资(借款)弥补国内财政赤字，而财政危机又导致了外
债危机，这类国家包括秘鲁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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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经济合作学》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在人类历史上，自从有了国家，便有了对外经济联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
交往日益密切，全球化经济合作日益发展。经济学家们对于全球化经济合作产生的原因、理论、方式
、效应等展开了争鸣，大大地推动了全球化经济合作学的研究，并使其成为一门主要学科。    本书是
作者多年来在浙江大学对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及研究成果的积累。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师生共同
感觉找一本相对合适的教材十分不易。为此，作者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着手依据本人教学经验和几
年来为多家企业引进外资等工作实践及平时对全球化经济合作学的研习，编写讲义，希望能写出一部
既能阐述全球化经济合作学的基本原理，又能反映我国国情；既便于教学，又可以自学之书。本书概
念清晰、层次分明，是一本运用现代信息手段的全球化经济合作学教材。    本书在撰写和出版过程中
，得到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领导、同事和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的研究生黄舜、谢华香等做
了大量的资料收集、书稿整理等工作，其中，黄舜参与第八、第九章的初稿撰写，谢华香参与第十、
第十一章的初稿撰写。因此，本书也包含着他们(她们)的辛勤劳动。全书由作者本人统一修改定稿。
书中引用了不少领导同志、专家学者的重要参考文献，从中得到许多的启迪，汲取了不少的营养。在
此，我谨向上述各位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由于本人才学浅薄，加之研究能力有限，
难免有不妥之处。断流之水，可以鉴形；竹头木屑，曾利兵家。何幸如之，所谓河海一流，泰山一壤
，盖亦欲共掖其高深耳。读者有云，其悯撰劳而赐之斧正焉，企予望之！                                                           
   俞剑平                                                 2001早9月于杭州玉泉  行一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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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经济合作学》

精彩短评

1、上课老师的书，要考试，所以买了
2、实业派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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