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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尝试性地对赖纳特一贾根良有关“生产性制度”概
念的内涵作了更深入的解释和拓展。
尽管赖纳特对经济学中生产和交换两种脉络进行了区分与梳理，贾根良明确地提出“生产性制度”的
概念，但他们都没有就理论的具体框架做出分析，本书的理论则是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
结合经济学说史和后进国家经济追赶的历史，提出并论证了有关生产性制度的一般性原则及其分析框
架。
        （2）将演化路径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路径创造与后进国家通过技术学习实现追赶的实践问题
相结合，认为后进国家技术学习的阶段性特征和能力积累的路径依赖性形成了根本的矛盾，追赶是一
个不断对战略和制度基础进行调整以实现技术学习进而不断实现阶段性跃迁的过程，如果后进国家无
法做到这一点，有可能会导致“锁定”在低效率路径中的危险，而错误的制度改革方式甚至会带来学
习路径的破坏和经济退化。
    （3）通过对交换机、轿车和半导体三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产业的翔实分析，提出了特定技术范式所对
应的知识和资本壁垒、技术变迁速度以及技术关联程度三个方面是后进国家追赶难度的主要决定因素
，从而深化了新熊彼特经济学对后进国家追赶的“机会窗口”和“进入壁垒”的分析框架。
    （4）分析方法上，本书的一大特点是将中国的技术学习和发展置于广泛的后进国家追赶的背景之下
，第二章到第五章都是通过对大量后进国家和地区追赶历程的典型化事实进行概括、剖析，总结出决
定成功和失败的关键的“产业特定”和“制度特定”因素，以此为基础来分析中国的技术学习和能力
积累的历程与现状以及深层的政策、制度决定因素。
通过这种方法，就能够对中国的学习路径、绩效和制度特征做出更好的定位。
比如，在整体经济层面，通过与苏东国家的比较发现，中国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始终强调发展和
结构变迁的重要性，通过积极地对经济体系的各个部分进行改革，重塑了学习模式和制度基础；通过
与东亚模式的比较发现，中国改革以来的制度建设尚存在着很多的缺陷，导致学习和技术能力尚处于
较低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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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云敏，男，1980年生。
产业经济学博士。
现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
主要研究方向是国家与区域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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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制度、技术学习和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　　第一节 生产与制度：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　
　一、经济学中两种对立的教规　　赖纳特认为，就经济理论的发展史而言，并非简单地从粗糙的古
典经济学到比较完整的新古典范式的线性发展过程，而是至少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教规：一种是以机械
的和实物交换为核心的传统，它源于亚当·斯密；．另一种是以动态的和生产为核心的教规，它源于
文艺复兴的重商主义传统。
前者认为，财富来源于土地、物资资本和劳动力等物质资源，主要通过交易方式来实现和积累，由此
奠定了以交易、消费和积累为研究对象，采取机械的、还原论的世界观；后者则认为，财富来源于人
类的创造力和文化等因素，分析的焦点是生产和创新，在方法上强调包括个人行为和制度行为在内的
整体的、有机的和综合的分析①。
　　这种区分是极富意义的。
回顾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形成，我们就可以发现它受亚当·斯密的影响之深。
在《国富论》中，斯密诠释了经济体系运行的几个基本原则：（1）分工和交换是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2）经济行为者具有交换的本能；（3）经济行为主体可以通过交换来实现福利的改进，直到每个
人都实现最大的福利；（4）自由市场机制能够保证每个经济主体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参与交易，从而
成为实现整体福利最大化的制度基础。
②如果说斯密还说明了不断扩大的分工在促进发展中的作用的话，到了李嘉图、萨伊等人那里，这个
主题也被忽略掉了，而随着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提出，正统经济学就严格局限于交易问题的讨论，而
现代经济学的本质也被严格定义为一门“交换的科学”。
①罗宾斯提到了技术进步问题，但是，相信那不是经济学家所应该处理的内容，而是心理学家和工程
师的事情，经济学研究的是既定技术条件下通过交换行为实现资源配置优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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