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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速水佑次郎撰写的《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英文版第一版于1997年出版。
英文版是根据1995年东京Sobunsha出版公司出版的日文版翻译的，根据英文版翻译的中文版由北京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1年的英文版第二版是根据2000年出版的日文第二版翻译的。
与以往先出版日文版的做法不同，由速水佑次郎和神门善久合著的第三版是用英语撰写的，以便国际
读者能尽快看到此书的新版。
第三版旨在阐述发展中国家在新千年面临的新问题。
为此，旧版中截止到1995年的数据大部分更新到2000年甚至更近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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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发展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诱致性技术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假说在经济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力。
作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发育适宜的制度，并进而根据其特有的文化传统．把市场、国家和社区结合
起来，实现社会生产率最大化的目标。
本书是国内相关专业师生必备的书籍，作者以其国际视野和特有的东方背景，尽窥发展经济学堂奥，
见地深刻．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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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速水佑次郎（Yujiro Hayami），国际著名经济学家，青山学院大学（Aoyama Gakuin University）的国
际经济学教授。
主要著作为《日本农业的成立过程》、《农业经济论》等。
神门善久（Yoshihisa Godo）明治学院大学经济学部副教授。
京都大学农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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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对发展中经济的比较研究2.2 资本积累的结构发展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确认构成地区和国家之
间不同的经济增长绩效的因素。
为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这样的努力，以下三部分将通过国家问的人均GDP增长的横截面比较，提出
一些假设和可能的决定性因素。
2.2.1 经济增长中的资本形成和储蓄一般而言，平均收入或人均产值的增长是由“广义资本”禀赋的增
长带来的，“广义资本”不仅包括有形资本（如机器、工厂和存货），而且包括无形资本（如增加教
育和训练、卫生、研究与开发等投资形成的人的知识水平和能力的提高）。
在常规的国民核算中，“资本”仅仅指有形资本，“投资”或“资本形成”指这种形式资本在特定时
期（通常是一年）内的增长。
需要注意的是，“资本形成”是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组秘书处准备的l993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
，1993）里使用的正式术语，而“投资”是宏观经济分析中广泛使用的术语，但这两个术语在本书中
将互换使用。
表2-4的第——N和第二列，分别对l965-1980年和l981-2000年两个时段资本形成与GDP的比率进行了比
较。
这个比率越大，资本存量的增长越快。
由于资本存量的国际可比数据很难获得，我们假设资本存量积累的速度由资本形成与GDP的比率所反
映。
从图2-2中可以观察到，在1965-2000年期间，这一比率和人均GDP的实际增量呈高度正相关（0.78）。
这一相关性说明高储蓄率导致高投资，进而促进高速经济增长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但是，快速经济增长导致高投资的反向因果关系也有可能存在，因为快速增长的经济通常会有高的投
资回报预期，以至于高于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57）“永久收入”的那部分增量将会成为储
蓄，为快速的资本积累做好准备。
实际上，从l965-2000年的平均水平看，人均GDP增长率和本国储蓄与GDP的比率的正相关性（0.67）
与GDP增长率和资本形成比率一样，在统计上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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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第3版)》是国内相关专业师生必备的书籍，作者以其国际视野和特有的
东方背景，尽窥发展经济学堂奥，见地深刻，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大有裨益。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值20周年社庆之际，奉献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新礼物
。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力求展示三方面的主要特色。
其一是时代意识；其二是问题意识；其三是开放意识。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始终坚持把“弘扬科学精神，服务理论创新，译介世界精品，借鉴先进文明
”作为编辑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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