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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言　　译序&mdash;&mdash;&ldquo;后发展&rdquo;的呼喊　　&ldquo;发展&rdquo;是当代基
本问题之一，用一些论者的话来说，&ldquo;发展&rdquo;构成每个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和我们这个时
代的主题。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发展问题的著述多不胜数，新论迭出，观点多样，学派林立，
从&ldquo;新发展哲学&rdquo;到&ldquo;依附论&rdquo;，从&ldquo;自力更生&rdquo;理论到&ldquo;另一
种发展&rdquo;，各辟蹊径，争论不断。
同时，随着国际形势和时局的演变，作为全球模式的发展战略和目标也不断更新，全球或地区一次又
一次峰会的决议和宣言，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主持和组织的一份又一份发展报告，从1951年的《欠发达
国家经济发展应采取的措施》到世纪之交的《千年发展宣言》，发明了诸多界定发展的形容词，
如&ldquo;真正的发展&rdquo;、&ldquo;良性的发展&rdquo;、&ldquo;整体的发展&rdquo;、&ldquo;符合
希望的发展&rdquo;、&ldquo;以自己的力量为中心的发展&rdquo;、&ldquo;满足基本需要的发
展&rdquo;、&ldquo;人道的发展&rdquo;、&ldquo;可持续的发展&rdquo;等，蔚为大观，反映出政治风
向和社会&mdash;经济思潮的微妙转换。
然而，不同学派和不同时期的论说虽然在界定发展概念的含义、发展的进路和模式、论证的重点等方
面千差万别，就主流观点而言无不肯定发展的必要性，特别是对于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乃
是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和繁荣的不二法门，并在强调发展不能等同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必须涵盖人、
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科技、资源、环境、生态等多重关系的同时，坚持认为&ldquo;必要
的&rdquo;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和保证。
至于作为工业化和无节制的消费主义&ldquo;恶果&rdquo;出现的资源、生态、能源、气候等一系列当
代危机，通过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多种新能源的开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节能减
排等一系列措施，是可以减缓、克服乃至避免的，从而保障了发展的可持续性。
也就是说，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或者危机，只有通过发展本身才能解决。
即使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持保留或批判态度的&ldquo;南方委员会&rdquo;，也在其报告中一
方面强调&ldquo;深刻意识到以往所采取的发展战略的局限，并越来越坚信要走出当前的危机，就不能
重复此类战略的老路&rdquo;，因此反对&ldquo;模仿式发展&rdquo;，并认为&ldquo;发展是各个国家和
民族借以对自身做出评估并自己决定应该达到的目标的过程&rdquo;，&ldquo;现代化不应当背离一个
民族的文化&rdquo;，所以&ldquo;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外，政府领导人还应该关注用什么样的手段
进行生产和付出多大的社会和生态代价&rdquo;；另一方面又坚称必须通过&ldquo;快速和可持续的经
济增长&rdquo;来实现&ldquo;发展的迫切需要&rdquo;。
　　不言而喻，对于上述主流观点持怀疑、保留和批判态度的也大有人在。
特别是近年来，有人断言这样的&ldquo;发展&rdquo;已经终结，或者说&ldquo;为它起草悼文的时候正
在降临&rdquo;。
在对于发展的批判论说中，吉尔贝&middot;李斯特的《发展的迷思&mdash;&mdash;一个西方信仰的历
史》一书以其文笔之犀利和论说之系统引人瞩目。
作为设在日内瓦的发展研究学院的名誉教授和欧洲&mdash;第三世界中心的前负责人，李斯特强调必
须从&ldquo;发展&rdquo;理念形成的源头和演变过程本身，来揭示其实质。
在他看来，借用自生物学的&ldquo;发育&rdquo;或&ldquo;成长&rdquo;一词的发展，作为西方的一个信
仰源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等哲人的历史观，经过中世纪和近代历史进程中的种种&ldquo;变形&rdquo;
，特别是进化论的点化，如同进步理念一样形成为一种自然观、社会观和&ldquo;天然&rdquo;信念。
就当代而言，1949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国情咨文，亦即当时的报纸所说的&ldquo;第四点计划&rdquo;
发明了&ldquo;欠发达&rdquo;一词，导入了&ldquo;发展&rdquo;与&ldquo;欠发达&rdquo;之间的一种新
颖关系，改变了发展概念的意义。
&ldquo;欠发达&rdquo;概念的出现不仅表明在走向最终目标的进程中有可能发生变化的理念，而且特
别强调激发这种变化的可能性。
它不仅肯定事物正在&ldquo;发展之中&rdquo;，而且断言我们有可能对事物加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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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发展有了及物的意义，而&ldquo;欠发达&rdquo;被视为一种&ldquo;天然&rdquo;存在，而造成不
发达的原因&mdash;&mdash;帝国主义的征服占领、殖民统治、民族压迫、资本的剥削和掠夺、不平等
的社会分配制度等，则被一笔勾销。
李斯特着重指出，这种划分世界的新二分法显而易见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其基础则是强国肩负所
谓&ldquo;传播文明&rdquo;的使命观。
将整个人类纳入被设定为人人分享文明的条件的&ldquo;发展&rdquo;范式，促使&ldquo;发展&rdquo;成
为一个&ldquo;天然的&rdquo;普世价值。
惟其如此，发展研究及其理论&mdash;&mdash;包括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和发展人类学
等&mdash;&mdash;一时成为国际显学。
以&ldquo;发展&rdquo;为标榜的广泛运动植根于西方想象力的这样一个信仰，即一切人的幸福生活可
以借助技术进步与商品和服务的无限增长来得到保障，人人终将从中获益。
因此，&ldquo;发展&rdquo;不啻是普遍富裕的承诺，是&ldquo;自然的&rdquo;、积极的、必要的和无可
争议的。
所有政治领导人、经济角色、公共和私人组织，以及北方和南方的部分民众或是自愿或是被迫地皈依
这一信仰。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人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现实与希望渐行渐远。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出并推行的一系列发展计划即使不能说是失败，也是乏善可陈的，其名称和主题
一次又一次的变换即是证明。
国家之间和每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愈益扩大。
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气候危机、金融危机接踵而至，波及全球，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受害尤甚
。
其原因究竟何在？
李斯特在书中剀切地指出，毋庸置疑，近两个世纪以来，人们享有的整个福利获得了惊人的增加。
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的生存变得比较容易，生活的希望总的说来极大地加强。
然而，居于&ldquo;发展&rdquo;体系核心的依然是老一套的过时观念，即&ldquo;发展&rdquo;能够借助
被认为是无限的经济增长而惠及全球，这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然，特别是对于比较&ldquo;发达
的&rdquo;国家而言，尽管事实说明这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目标。
事实上，两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一切表明，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依靠变卖&ldquo;家底&rdquo;，也就是
说依靠挥霍由不可再生资源构成的人类共同的&ldquo;自然资本&rdquo;来保障其生活的优裕地位的。
与一般接受的观念相悖，西方的&ldquo;发展&rdquo;处方最简单不过：无节制地增加能耗量，其中尤
以消耗煤炭、石油、天然气、铀的&ldquo;内燃机&rdquo;的发明为最，由此着手，可以加速渔业、农
业和矿业等其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供垄断能源的国家渔利。
诚然，凡此种种还取决于投入研究的资金、新技术的发明、教育水平的提高等诸多因素，但促使经济
增长成为可能的最基本的因素是能源供给的能力，而不是相反。
否则，如何解释与控制能源相关的种种冲突乃至战争？
今天，全球20%的人消费了我们这个星球的80%的资源，而且为了维持体系的运转不得不进一步刺激
经济增长，再动员至少4倍于此的额外资源。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环境负担不了这样的重荷。
但经济增长的需要掩盖了一切，无论是熵的增大、自由能量向受限能量的转化、不可再生资源趋于枯
竭，或者大气和水的污染、温室效应等严重问题的解决，大多停留在一纸空文或者口水战上。
为了维持当前体系的运转和生存，&ldquo;发展&rdquo;的信仰需要人人都能看得见的征象，而经
济&ldquo;奇迹&rdquo;和技术&ldquo;突破&rdquo;圆满地发挥了这样的效应。
然而，大自然的&ldquo;报复&rdquo;是无情的，实情隐藏在没有立刻显现的阴影背后，生物多样性的
锐减、气候的剧变、放射性的恶果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因此，一方面是宣称&ldquo;发展即是生命&rdquo;并以平衡为基础的发展经济学的机械论范式，另一
方面是一系列不可逆转的现象所显示出的日益加剧的不平衡和灾难的紧迫性，两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
突出和不可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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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政治经济学理论竭力淡化现实，而只展望未来的进步，可谓身在俗世，神往仙山。
同时，这种理论没有能力严肃预测未来几代人的&ldquo;市场需求&rdquo;，只能通过即时的线性认识
来描绘业绩。
人们一味宣称相信&ldquo;历史的意义&rdquo;，到头来却只能抹杀历史。
　　这种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以逐利为宗旨的市场机制。
李斯特认为，实质上，经济增长的需要就是市场的需要和追逐利润的需要。
进入21世纪以来，一场来势汹涌的全球化运动更促使国家调控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建立再分配机制
的一切行动归于失败。
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势地主导一切，而其唯一目标就是经济增长。
于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指标和速率成为一切国家引以为豪的实力和竞争力增长的主要依据，更是跻
身于世界大市场的敲门砖。
各种炫富和时尚排行榜喧嚣于市。
有人说今天占统治地位的体系将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编织着最不同的人之间的越来越紧密的网络。
通信手段的增多造成一种幻觉，以为人们无须从他们所在地移动就可以彼此接近。
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危机今天也有了全球规模。
但是，世界的这种&ldquo;缩小&rdquo;的斥力比合力即使不是更大，至少也是平分秋色。
在渴望从市场的扩大中获取巨大利润的人与从中除了枷锁没有任何东西将失去的人之间，天平是不平
衡的。
随着把世界割裂为两个部分的这道鸿沟的日益加深，不仅是有钱人可以尽情消费，而且将迫使受排斥
的人们在必然与今天主流相悖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
试问在这种情况下，今天占统治地位的体系能否继续背离大多数人而安然若素？
因此，李斯特断言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要，成为一个趋于枯竭的过时范式。
在近几十年的进程中，既然一切&ldquo;发展&rdquo;政策造成了物质和文化上的弱肉强食，巧取豪夺
，那么走这条路是徒劳的，其结果只能是贫困和不平等的加剧。
&ldquo;发展&rdquo;犹如一颗陨落的星星，人们依然感觉到它的余辉，尽管它早就已经熄灭。
&ldquo;后发展&rdquo;时代正在来临。
这并非危言耸听。
在李斯特看来，&ldquo;后发展&rdquo;观念支持者们的批判矛头针对的是作为西方信仰的&ldquo;发
展&rdquo;观，因为它是一种迷思，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世界未来观，一种表述模式，或者说是决定着
世界全盘市场化实践的话语形态。
关键问题不在于这个或那个&ldquo;发展计划&rdquo;的成败，而在于如何确立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一切
居民及其后代平等地和谐共处的全球模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斯特的书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回顾&ldquo;发展&rdquo;历史的充实依据和参照，而
且激发我们用社会批判的利器进行反思，走出盲信的迷津。
这也许是&ldquo;后发展&rdquo;新时代的呼喊，尽管还很微弱。
　　陆象淦　2011年7月1日　　于北京&middot;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middot;绿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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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发展”理念形成的源头和其演变过程，阐述了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试图改变世界和结
束疾病、苦难及饥荒的诸多理论和策略，并介绍了反对幻想资本主义偏移的发展以及衰退将开启后发
展通道的争论，以此激发我们用社会批判的视角进行反思，走出对西方虚构的所谓“发展”的深度信
仰。

　　本书对“发展”理念的提出、发展理念在西方世界和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接受、各种发展思潮对
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或弊端，甚至当前西方发展理念遭遇的各类困境等做了系统梳理，是一本很有理
论深度、对中国有特别深远意味的著作之一，对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

　　本译稿由陆象淦教授倾力译出，用词准确生动，同时也保留了原书学术著作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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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吉尔贝‘李斯特(Gilbert
Rist)，是位于日内瓦的瑞士高等发展研究院的荣誉教授。
在突尼斯任教多年之后，他令人瞩目地主持了“欧洲一第三世界中心”的工作并与联合国大学展开合
作。
他的主要研究课题是现代性的人类学如何使得西方社会和传统及异族社会脱颖而出。
李斯特教授是发展概念和实践研究的奠基人。
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刻意编制的神话——现代社会中的增长经济学》(合著)、《迷失的北方》(合
著)、《发展的迷思——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
他的最新作品是2010年出版的《梦幻与谎言问的常规经济学》。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发展的迷思>>

书籍目录

译序 　　
第三版序 　　
第二版序 　　
导论 　　
第一章　定义
第二章　一个西方神话变形记
第三章　全球化的滥觞
第四章　发展概念的发明发展”的时代 　　
第五章　学说和国际机构的建立
第六章　介乎历史和预言之间的现代化
第七章　外围与历史研究
第八章　社会的独立自主——过去之作为未来的模式
第九章　第三世界主义高奏凯歌进路
第十章　环境——“发展”的新本质
第十一章　现实主义与善良感情的混合
第十二章　作为“发展”幻影的全球化
第十三章　从消除贫困的斗争到发展千年目标
第十四章　超越“发展”——从增长到经济范式的转变
第十五章　结语
译名对照表
参考文献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发展的迷思>>

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九章 第三世界主义高奏凯歌20世纪70年代作为南方国家强劲上升的年代而永存史册。
就它们最终在国际秩序中得到承认的作用而言，这是一个堪称充满激情和希望的时期。
尽管“发展”的目标远没有达到，但人们可以设想通过财富和权力大规模的重新分配，这些目标将唾
手可得。
工业化国家将在政治上包容，经济上慷慨解囊。
助长这种乐观主义的信号很多。
首先，20世纪70年代是紧跟着两个重大事件——1967年的“中国文化革命”和1968年的“五月运动”
之后降临的。
随之产生的亢奋既对消费社会，又对等级制度的合法性，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业已确立的差别提
出了质疑。
人们丝毫也不关心中国发生的暴力，而是大肆颂扬人民公社的活力，断言人民公社把理论与实践结合
了起来，横扫小资产阶级思想，实现了新的“发展”模式。
①在这样的气氛下，依附论理论家们春风得意，而在工业化国家，数量越来越多的人组织起来，为第
三世界的诉求推波助澜，并在一个简单的原则基础上构建他们的话语：只轻描淡写地说一说“欠发达
”的后果是不够的，必须采取行动来消除其原因。
换句话说，那就是“问题不在于给得更多，而在于夺取得更少”。
争论的核心是跨国公司，它们的过度膨胀的利润证明了它们对南方国家的剥削。
这个问题十分严重，联合国为此建立了一个工作小组，负责调查这些新的经济帝国的作用。
这场战争每日每时都在证明，尽管军事力量对比处于弱势，但一支“赤脚的军队”在人民的支持下，
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能够挑战世界头号强国。
对于美国大力支撑的制度的受害者进行声援的各种社团行动起来，一致声讨南非的制度、葡萄牙殖民
主义、罗德西亚的白人统治，批判拉丁美洲，特别是智利、巴西和阿根廷的军事独裁。
诚然，这些“像脓肿一样的据点”的存在本身证明工资本主义体系的活力，但从此有一个支持解放运
动和反压迫制度者具体斗争的声援运动与之相抗衡。
然而，对于工业社会的批判无非是知识界的骚动或者一种战斗姿态。
首先，联合国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人类环境”会议，①第一次引起全世界
对于污染危险、资源枯竭、沙漠化等问题的关注。
同年，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对“增长界限”②进行了界定，指出在经济和工业增长的影响下
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储存——如何逐步走向枯竭。
生态运动的诞生与工业国家的经济衰退期同步。
这个时期的特点在于增长放慢和越来越难以克服的失业的加剧，所以美国决定从1971年8月15日开始放
任美元下跌，③以平衡长期处于逆差的贸易。
此外，跨国公司找到了分割生产，以利用外围国家（特别是在法语区）提供的低工资劳力的手段，④
而且，北方生产率的提高（由于信息化）减少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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