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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的历史演变
20041024    郭熙保    光明日报 2003/5/28    点击: 1018

编者按：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科学。目前，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已进入
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迫切需要有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作指导。值得欣慰的是，改
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已为构筑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相信在未来的实践中我们
有能力形成自己的发展经济学。为探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之路，促进本土化的发展经济学
研究，本刊与国家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即日起共同主办《发展经
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专题，欢迎来稿。    发展经济学是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
的学科。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相对于发达国家为什么落后或不发达，即落后的根源和
障碍是什么；二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加快经济发展步伐来追赶当今发达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应该采
取何种制度、战略和政策，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推进经济更快的发展。    发展经济学
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到现在已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50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和
发展中国家经济形势的变化，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20
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这个阶段是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繁荣时期，结构主义思路占支配
地位。这个时期的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观点比较鲜明，即强调物质资本积累、工业化和计划
化。这三个观点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工业化是目标，资本积累是源泉，计划是手段。
没有资本积累就不可能实现工业化，没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周密的计划就不可能迅速地积累尽
可能多的资本促进工业部门的扩张，从而不可能实现工业化。这一时期的发展经济学的特点是反
新古典主义倾向，强调内向型发展和建立宏大的理论体系。    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中
期到8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是新古典主义的复兴时期，即把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家否定的东西又
重新加以肯定。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强调发展目标的多
元化。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家基本上只是把GNP的增长作为首要目标，而这一时期的发展经济学
家强调目标的多元化，除了增长之外，还强调增加就业、减轻贫困、分配公平和乡村发展等。
（2）重新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6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计划失败和
不适当的政府干预是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和经济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他们相信市场机制不仅对
发达国家是有效率的，对发展中国家同样是有效率的，并提出了把政府政策导致的价格扭曲重新
矫正过来的主张。（3）提倡外向型发展战略。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家反对进口替代的内向型发
展战略，而主张实行出口鼓励的外向型发展战略。（4）重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5）不重视宏
大理论的创建，而转而个案研究，微观分析。    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这
一时期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如下几个方面：（1）发展的制度因素受到了强调。许多发展
经济学家认识到要推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除应关注资本积累、技术引进和创新、产业结构
的转变、人口控制、人力资本投资、出口鼓励等因素外，更应该重视基本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
促进或阻碍作用。（2）新增长理论骤然兴起。一批西方经济学家放松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报酬
递减假定，相继提了各种各样的增长模型。（3）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重视。由于资源过
度利用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使得发展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关注和研究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
的关系。（4）对社会资本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日益成为发展经济学家研究的一个重要
课题。80年代以来，由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普遍关注，提出了自然资本
的概念，但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这个原来由社会学家提出的概念越来越多受到经济学家的重
视，认为发展中国家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对经济发展是特别重要的。    把发展经济学的演变过
程与我国50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做一比较，我们便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这两者之间似乎存在
着某种程度的相关性：第一个阶段发展经济学强调资本积累、工业化、计划化和内向型发展战略
与我国50到70年代实施的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内向型发展政策具有惊人的相似
性；第二个阶段发展经济学强调市场机制和外向型发展战略与我国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方
针在时间上也基本是同步的；第三个阶段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人力资本投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
资本，与我国在90年代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刀阔斧地改革国有经济和政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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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机构以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重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规范市场秩序和建
立社会信用体系等问题大致上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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