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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要素流动、经济增长与贸易模式变化》从要素禀赋出发，分析要素流动与中国经济增长，及经济增
长中要素流动与发育政策。
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探讨了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及经济增长中贸易模式的
变化。
在对要素流动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与贸易模式之间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要素流动、经济增长
与贸易模式三者结合起来进行实证分析。
《要素流动、经济增长与贸易模式变化》得出的结论有，由于部门间边际生产率的差异等因素，生产
要素由效率较低的部门流向效率较高的部门，在不增加要素总量的情况下也能推动经济结构尤其是产
业结构优化、要素配置效率提高，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因素较多，要素流动、
技术进步是其中两个重要的因素；中国的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劳动力转移使劳动力
配置得到优化，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在二、三产业且2001年起由重点向第二产业投资变为重点
向第三产业投资，但资本流动没有发挥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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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技术进步与比较优势。
相对落后的国家根据目前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很难使它的比较优势得到转变，使产业得到提升
。
而且这种贸易即使能使相对落后的国家得益，也不能保证落后国家能较快地赶上发达国家。
相反，它可能导致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扩大。
产业结构的变动规律是从农业占主导地位，到以工业为主，再到以服务业为重的过程。
从工业本身的发展来看，也大体是从轻纺工业，到重化工业，再到电子、生物等高新技术工业逐步发
展的。
当一个国家处于落后地位时，调整产业结构只能依靠技术进步。
　　技术选择原则是最优化的生产决策。
市场机制作用充分的经济中，技术的产生和选择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是寻求产量最大、成本最小
的必然结果。
发展经济学家最初认为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相对丰裕，资本不足，应选择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
但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上述趋向并不明显。
对此发展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下列解释：一是随技术进步，可供选择的要素组合方式越来越少，并且每
一技术进步都意味更为密集的资本投入，它使原有的劳动密集型技术变得无利可图。
二是要素市场的价格并不反映各自的相对稀缺或丰裕。
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善，制度的、结构的因素常常使工资率难以下降，而资本在人为的补贴下变
得相对便宜。
三是劳动密集型技术需要更多的技术工人，而初期的资本密集型生产用一般熟练工人代替。
发展中国家比较丰裕的是熟练工人而不是技术工人，因后者需要更多的教育投资和技能训练。
四是发展中国家缺乏自身的技术开发能力，机器制造业落后，不得不依赖发达国家，引进资本密集型
的生产技术和资本品。
示范效应和跟进效应也促使发展中国家引进一代又一代发达国家的先进工艺和产品来发展现代工业部
门。
是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还是选择资本密集型技术？
现在多数经济学家提出了“适用技术”。
适用技术包括从最低级到最高级的整个技术范围，并且即使是适用的劳动密集型技术也并不意味技术
水平落后。
发展中国家的绿色革命就利用了现代的生物工程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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