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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是第一本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教材，它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的古典问题上，即为什么一些
国家要比另一些国家更加富裕。
它不仅系统讲授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同时还全方位地涵盖了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内容。
全书分为发展经济学的微观机制；企业制度、内生交易费用和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经济发展
的动态机制；发展的宏观经济学五大部分。

    读者对象：研究人员、研究生、大专院校师生、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实际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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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小凯，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莫纳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莫纳什大学递增报酬和经济
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客座教授。
1988年在美国林斯顿大学获得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
著有《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经济发展与分工》、《分工和经济组织：一个新兴古
典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与黄有光合著）、《经济学原理》（中文），以及“经济增长的微观经济
机制”“分工和产品多样化”、“垄断竞争和最优秀产品多样性”“专业化、信息和增长”等著作和
文章。
主要贡献是发展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其工作被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称为当今最重要的经济
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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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命题2．2  在一个两国政府都能选择关税水平和决定是否参与关税谈判的模型中，如果局部分工
是一般均衡，则均衡是一个没有关税谈判的纳什关税均衡。
大部分的贸易好处都会流向生产两种商品且有着更低交易效率的国家。
如果完全分工是一般均衡，则导致双边自由放任贸易政策的纳什关税谈判均衡将出现。
    命题2．2可用来解释两种现象。
第一，尽管关税会引起扭曲，但关税还是会被一个交易效率低下的欠发达经济的政府用来从贸易中得
到更大份额的好处，因为没有关税的瓦尔拉斯均衡贸易条件对欠发达国家是非常不利的。
第二，当交易条件没有充分改进，以致均衡同中间水平的分工相联系时，一个国家(交易效率低且不完
全专业化)可能更愿意实行单方面关税，而另一个国家(交易效率高且完全专业化)则可能更倾向于单方
面的自由放任政策。
但随着交易条件的改进，所有国家可能都更愿意进行关税谈判而非实行单方面的关税。
    在16世纪，重商主义者鼓吹用单方面的关税手段在国际贸易中寻租。
在18～19世纪，欧洲一些国家开始实行贸易自由化。
但是，即使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仍然采用单方面的关税保护措施。
最近，关税谈判变得越来越流行。
一些经济学家用瓦尔拉斯模型解释自由放任政策的出现，但这种模型不能解释为什么其他贸易政策会
在很多国家长时间持续。
另外一些经济学家用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理论来解释单方面关税向贸易自由化的转变(Balasm，1980)，
但该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自由放任政策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稳定，为什么单方面保护性关税和自由放
任政策会同时并存，或者为什么关税谈判会成为自由贸易以及充分利用贸易好处之必要手段。
对于为什么单方面关税会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流行，为什么贸易自由化更可能在经济发展的后期发生，
以及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此章中的命题2．2似乎提供了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
    在下一个例子中，我们将2×2李嘉图模型扩展为三个国家的模型。
该模型将显示，即使一个国家较另一国存在比较优势，这个国家也可能被排除在贸易之外。
     在第3、5和6章的斯密模型中，既没有劳动的买卖，也没有企业出现。
你可能会纳闷，是不是这类模型只能描述工业革命以前的故事?但是，假定消费者—生产者事前相同以
及在他们决策之前不存在企业，这是新兴古典框架优于新古典框架的一个方面。
企业制度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分工交易的形式，它的出现不过是个人选择其专业化水平和组织交易决策
的一种后果。
如果劳动的交易成本系数小于产品的交易成本系数，则企业制度将被用来组织分工，此时商品的交易
和定价被相应的劳动交易和定价所取代。
    教授和保姆之间的交易，就是劳动交易取代商品交易的一个例子。
如果对保姆提供的各种服务的质量和数量逐项进行定价，其定价成本一定十分高昂。
因此，对保姆劳动投入的定价就会取代对其服务的定价。
教授会根据保姆的工作时间，而不是根据其每项服务的质量和数量来进行支付。
但是，教授和保姆之间的交易同企业制度没有关系。
教授和保姆之间的分工，以及由买卖保姆的劳动取代买卖其服务的质量和数量，还只是企业从分工中
出现的两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在研究企业出现的充分条件之前，我们先对企业制度进行严格地定义。
    企业制度是基于分工的一种交易结构，它满足如下三个条件：    第一，同企业有关的贸易伙伴有两
类：雇主和雇员。
为方便起见，我们在此章中称雇主为“她”，称雇员为“他”。
在他们之间，存在着剩余控制权或权威的不对称分布。
雇主拥有使用雇员劳动的剩余控制权。
这里的“剩余控制”意味着，雇主可以允许雇员使用他的劳动，但如果雇主愿意，雇员必须做雇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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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他做的事。
这就是，在雇员有辞职的自由和服从其他一些劳动合约条款的前提下，雇主对雇员的劳动有最终使用
权。
在哈特和格罗斯曼的不完全合约中，他们对剩余控制权有不同的定义。
我们在第9章中将讨论这两个定义之间的区别。
    第二，合约从来不设定雇主应该得多少。
它只设定雇员能拿多少。
雇主有剩余收益索取权，即企业所得减去工资和其他开支后的净余额。
雇主是企业的所有者。
现代企业所有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一家企业的商业名称。
对商业名称的排他性权利是通过向政府注册和司法过程中对其承认和保护来确立的。
这种排他性的权利也通过商标法来实现。
    第三，这个企业必须涉及这样一个过程，即企业的所有者将其雇员的劳动转换成能在市场上出售的
东西。
在这个过程中，雇员生产出来的东西由雇主拥有(剩余收益)。
    我们说教授和保姆之间的关系不涉及企业制度，是因为它不涉及第三点这样一个再售卖的过程。
教授直接消费保姆生产的各种服务，不会将它们转卖给市场。
如果一个人雇佣一个经纪人来从事股票交易，此时会涉及不对称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收益权。
但是，这种关系照样不涉及企业，因为它不满足第三个条件。
    假定在第5章的模型中，只有一种消费品，生产x的专家购买生产y的专家的劳动，命令雇员在企业内
生产y，然后再在市场上将y卖给生产y的专家。
这种迂回的交易只会涉及不必要的劳动交易。
如果y的生产者必须从市场上购买他自己生产的产品，为什么他不去直接用他生产的，y去交换由x专家
生产的x?后一种交易结构同前一种结构完全相同，只是前者多涉及一种劳动的交易，从而产生不必要
的交易成本。
这意味着，如果只有消费品，则企业制度就不会被选择。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证明，如果最终商品的生产和中间商品的生产之间有分工，则企业制度就可以用
来节省交易成本。
    我们故事后面的原理初看起来可能并不太合理。
人类社会一直为雇主和雇员之间不对称关系是否公平的问题所困扰。
在一个有自由企业制度的社会中，雇员可以利用自由资本市场和保护自由结社的法律制度而成为雇主
。
他们同样有辞职的自由。
因此，在自由市场制度下，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不同于主人与奴仆关系或封建主与农奴之间
的封建关系。
尽管如此，很多人(从卡尔·马克思到现代工会活动家)仍然关注下面一些问题：为什么雇员必须做他
被命令去做的事而不是他喜欢的事?为什么雇员没有雇主拥有的使其发财的剩余收益权?这类问题至少
部分地导致了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和1949年的中国革命。
这些革命改变了20世纪中的大半部分时间里亿万人的命运，并对很多社会主义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
济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俄罗斯和东欧已经抛弃了这种社会试验，而中国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制度变革。
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好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政府对私人企业剩余权利的侵犯对经济发展是有害的?同
时，我们还要对以下问题做出回答，即跨国公司和外国直接投资(FDl)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究竟是什么?
企业家精神的成长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而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利的法律制度对企业家成长又有何作用?
为什么在很多发达国家，其平均企业规模呈现下降趋势?什么是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雇主和雇员之间
不对称关系存在的经济原因是什么?我们下面就要回答这些问题。
    在我们每天的决策过程中，分工的协调可靠性问题是很重要的，这是许多人并不想专注于某个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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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原因。
当一个人增加他的专业化水平时，他就变得更加依赖于生产其他必需品的专家。
由于分工是与一个投入和产出网络相联系的，这个投入和产出网络包含许多不同的专家之间的串联，
如果这个串联中的某一环节失灵，整个网络就会陷入瘫痪。
因此，随着专业化和分工水平的增加，分工网络的总的协调失败的风险就会超比例地增加。
    在前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条件下，一个企业不愿意专业于某一个活动，而是努力自给自足许多服
务，比如建立自己的幼儿园、小学、食堂，以及自给自足许多中间商品和服务。
这说明对自由贸易的约束会导致较高的协调失败的风险。
在1994年，中国的115个汽车制造厂每家每年所生产的汽车不到10万辆，而自给自足的中间物品却占80
％～90％  (参看Lardy，1998a)。
在美国相对自由的市场体制下，它仅仅只有四个汽车制造公司。
他们每家每年的产量都超过100万辆且自给自足的中间物品不到40％(Webster et al，1990)。
美国最近的经济发展与特许经营网络的繁荣有关，特许经营的特点是在特许人(franchisers)专业生产想
法与受许人franchisees)专业生产有形服务之间有较好的分工，美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基本上是依赖于对
无形的企业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比如操作手册和信誉。
    分工经济和协调可靠性之间的两难冲突意味着，只要分工经济能够被充分利用以致超过增加的总风
险，那么一个较高的总的协调失败的风险仍然是有效率的。
如果交易条件的改进增大了分工经济和总的交易风险之间的两难冲突回旋的余地，那么有效的总合风
险和生产力可同步增加。
这样一个高的有效的总协调失败的风险可能与1930年代的大萧条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类的事件
有关。
在1920年代，西欧和美国成功的工业化的结果是发展了一个大的国内和国际分工网络。
一方面，高分工水平提高了生产率，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繁荣；另一方面，它明显地增加了分工网络的
协调失败的风险。
在那个网络里，许多很专业化的部门被串联在一起，以致当一个专业化的部门，比如银行部门失灵时
，整个网络就陷入瘫痪，结果就会出现诸如大萧条和大规模失业的现象。
换句话说，由协调失败的高风险所导致的经济危机的大风险是由个人内生选择的，这就像我们权衡了
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得与失以后，仍决定选择高速公路——即选择较高的被撞死的风险——一样。
因此，经济发展、协调可靠性和产权之间的关系远比简单说产权清晰有利于经济发展要复杂得多。
      特别是，如果每个交易协调失败的风险能够通过投入资源而减少，那么风险就变成了一个内生决策
变量。
分工协调失败的风险可通过把资源用于设定和行使合同条款而得到减少，而详细设定这些合同条款外
生交易成本。
我们可以考虑把由协调失败的风险所引起的福利损失当做第8章中所考察的由机会主义行为所引起的
内生交易成本。
因此，我们就有一个设定和行使产权的外生交易成本和内生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
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在市场上内生和外生交易成本之间的有效折衷可能包含着不完全的设定和行使
产权。
火车或公共汽车的月票是说明这种两难冲突含义的一个例子。
月票并没有很好地界定乘车费和交通服务的数量(乘车的次数和距离)之间的对应关系，它可能鼓励产
生内生交易成本的非有效的乘车，然而，它相对于每乘一次车就必须买一次票而言减少了买卖车票所
产生的外生交易成本。
    另一个例子是如何为建一座桥融资。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一种是，政府利用税收收入来建一座桥。
在这种融资安排下，那些从来就不使用这座桥的许多人被强迫为此桥而付税，而那些经常使用该桥的
人也不会因此而多付一些钱。
这相对于帕累托最优而言会产生扭曲，这种扭曲就是内生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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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融资安排不会产生由于对桥的使用者收费而产生的外生交易成本。
另一种方法是允许一个私人公司建这座桥并对桥的使用者收费，这种方法是以收费的外生交易成本为
代价来避免内生交易成本。
哪种方式产生的两种交易成本之和最小，哪种方式就最有效。
    如果通过政府融资建桥节约下来的外生交易成本超过它所产生的内生交易成本，那么政府融资建桥
就有利于促进分工和经济发展，或扮演一个纠正市场失灵的角色，否则，政府税收可能产生“政府失
灵”并限制市场充分发挥其功能。
在许多欠发达国家，政府并不知道如何使用公共财政来发展基础设施，从而促进分工的演进以及相关
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在原苏式中央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把公共财政扩展到市场不能发挥其作用的程度。
两个极端的例子说明要想有效地折衷内生和外生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另外一个内生和外生交易成本之间两难冲突的例子是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
如果工作的数量和质量能够被精确地测度，那么计件工资能用来很好地设定和行使合同条款，减少分
工网络协调失灵的风险。
然而，精确测度工作的数量和质量可能带来特别高的外生交易成本。
如果把这些外生交易成本考虑进来，具有较模糊的合同条款和低外生交易成本的小时工资制可能比计
件工资制更有效，尽管前者所产生的内生交易成本比后者高。
内生和外生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被米尔格龙和罗伯茨(Mirgromand Roberts，1992，pp．277，377)
称之为影响费用和扭曲之间的两难冲突。
这个扭曲是由那些降低雇员的劳动积极性的僵硬的规则引起的，而这些规则可限制雇员对管理者决策
活动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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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　　这本《发展经济学》是根据英文手稿直接翻译的。
我们十分乐意将杨小凯教授的英文著作翻译成中文，但是同时也希望就翻译本身向读者做一些解释。
翻译工作是一件看似容易其实非常费力又不讨好的差事，尤其是大部头的学术著作。
说其容易，是因为读懂英文对很多人来说完全不是一件难事。
说它费力又不讨好，是因为要将英文翻译成漂亮的中文殊为不易：一是要完全读懂书中的专业内容，
二是要英文和中文功底俱佳，三是要具备良好的翻译技巧。
这三点当然还不是充分条件。
如果没有时间去反复雕琢译稿，就总会留下一些令读者不快的错误和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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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成书于2003年，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广泛的重视，成为这一领域的一本重要的书目。
本书不仅系统讲授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同时还全方位地涵盖了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内容。
本书学术气息浓厚，但通俗易懂，是研究经济学的一本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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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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