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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陷阱》

内容概要

当今发达国家正在试图踢开那个能使发展中国家爬到顶端的“梯子”——即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制度，
向发展中国家介绍所谓的“好政策、好制度”，以此来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作者提出了一个十分
重要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实际上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切实际地幻
想得到发达国家的真诚帮助，而发达国家则处处遏止发展中国家登上发达的台阶。本书论据充分，资
料翔实，对于中国改革近30年后思考发展战略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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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夏准(1963年－)，韩国发展经济学泰斗。1992年获得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即被剑桥大
学聘为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研究员。曾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刻影响。张夏准曾写过多本经济政
策书籍。他还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担任顾问，还曾在乐施会中任职。张夏准还
在华盛顿的经济政治研究中心（CEPR）工作。2005年张夏准与哥伦比亚大学的Richard Nelson一起获得
李昂铁夫经济学奖(Leontief Prize)，张夏准也是"剑桥经济期刊"的编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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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别的不说，结构上是一个好论文的典范
2、09年版170页，07年版241页。
3、很喜欢
4、对于现代经济强国兴起时代的研究很有趣
5、为了写书评才看的~经济史还真是枯燥啊~
6、博士论文写作的好范文。
7、尤其适合于学经济学学傻了的某些同志！
8、觉得一篇论文就够了不需要写一本书，我只是突然想起来为了写毛概论文我读完了它。
9、观点很UNILATERAL,但不失为一本好书,一些问题很值得思考
10、逐渐的开始讨厌阴谋论一说，或许是为了宣传而作的噱头。这本书的内容还是不错的，拨开云雾
见青天，不仅仅是讲道理，更多的是摆事实，这就是其价值所在。
一个人无所谓好人坏人，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在面对发展中国家时，发达国家的内心是变化的、矛盾
的：希望对方和自己是一类人，又怕对方抢了自己的风头。
11、第一世界国家的恐惧
12、虽不敢说完全认同书中的所有观点 但很痛快地道出了曾经在思维中零碎出现过的几个片断 值得对
相关问题感兴趣的人仔细一读 论据上有一些小瑕疵 GDP代表一切？ 发现了问题但没有很好地解决问
题 但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已经足够
13、德国历史学派，还没有看懂，抽空还要再看！
14、2013秋季学期写马原期末论文而读。
15、经济发展有时候需要使用一些比较“流氓”手段，自强后再竞争，但是西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
文精神和思想慢慢融入这个过程，我们也要借鉴。
16、核心思想一句话就可以概括。
17、作者通过考察先发国家成功之路中的政策和制度，发现其对当今发展中国家所开出的药方是误导
性的。既限制了可以使用的政策范围，又强调一蹴而就的推行西方式的制度。多读历史的人或许总是
会更有耐心，就如杨老师时常提醒的那样，民主是一项世纪工程。
18、這不是早知道的事嗎？
19、好像小孩子被看护人管这管那，于是怒而揭短，你小时候不也这样嘛！（严肃点说就是我需要你
的指点，但不要你指指点点）
20、张夏准总是那么给力！
21、不同的视角，但有结论先行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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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看到博客上连续三篇读书报告，就知道自己已经三周没写读书笔记了，这也意味着这段时间我没
看完一本书，想来实在惭愧，虽然这学期比上学期明显的忙了许多，但因为这个原因就如此长时间的
没看完一本书实在说不过去，要知道考研的时候可是最忙的，那段时间我仍然看了不少课外书。这段
时间除了用于看彪哥布置的论文以外，还是看了一点儿书，好几本书都是看了百十页，然后因为别的
事给耽搁了，不过，之所以效率如此之低，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走神耗费了大好光阴。惆怅的话就不
说了，还是抓紧时间读书是正道。本周比较政治经济学课，老师要求阅读的文章里包含剑桥大学张夏
准博士的这本《富国陷阱》（其实按照英文直译应该叫“踢开梯子”更妥），内容主要涉及当今的发
达国家在其出于发展中阶段时所采取的发展战略，并通过对这些发展战略或道路的描述指出，现在发
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好政策”，因为这些政策是他们
在实现工业化之后才实行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没有采取，甚至采取截然相反的政策。并且，发达国
家对发展中国家在制度层面上的要求也显得过急过快，作者通过历史事实指出，发达国家在其处于与
发展中国家可比的发展阶段时，制度变革和完善所经历的时间要远远长于发展中国家，其已经达到的
制度水平也远远落后于后者。本书的价值在于破除了许多引起人们误解的一些谣传，包括英国是实行
自由放任政策的自由贸易国、法国的指令性经济同英国的自由放任经济形成鲜明对比，实际上，英国
在其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之前曾长时间的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比如为扶植国内的羊毛纺织业发展就曾限
制羊毛出口以打击低地国家的羊毛纺织业，并且英国还采取措施限制殖民地与本国的竞争，使得印度
、北美和爱尔兰等地的工业难以发展。另外，英国在实行了一段时间的自由贸易之后，很快就在20世
纪因为优势的丧失而重新实行保护政策。当今被视为自由主义大本营的美国，更是自始至终在实行保
护主义政策，它甚至被认为是保护主义的发源地。而研究法国历史则可以看到，大革命前虽然曾经实
行过保护政策，但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和20世纪上半期，它甚至比英美还自由。而德国则主要通过
公私合作、提供补贴等手段发展幼稚产业，而没有明显的保护政策，当然这要排除重工业领域的关税
保护。日本也在长时间里没有实行保护政策，这主要是因为直到20世纪它才得以废除不平等条约，重
新获得关税自主权。当然，这些误解的破除并不意味着说这些国家都没有在本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
作用，事实上这些国家要么通过关税保护、要么通过其他措施，都致力于发展本国的经济，扶植幼稚
产业，提高本国的工业化水平。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是真正如后来发达国家所标榜的实行自由放任
政策，相反的是，他们只有在已经实行经济腾飞和工业化之后为了发挥比较优势，或者更好的抢占其
他市场才四处宣传这种自由主义政策，作者用一句形象的话将之概括为“偷猎者成了狩猎者”，其实
质就如本书的题目所言，踢开了发展过程中的“梯子”，防止后来者赶超。另一个事实就是，正是那
些没有照搬发达国家要求的后来者才得以顺利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上一段主要从发达国家采取的工
业、贸易和技术政策的角度来探讨经济发展问题，接下来作者着重分析了这些国家发生在制度领域的
变革。作者考察了六大领域，民主、官僚与司法、产权、公司治理、公司金融体制、福利和劳工体制
等，这六大领域中，当今的发达国家都是花了少则数十年，多则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得以将其完善达到
今天这个水平，甚至许多制度直到今天都难以说尽善尽美，只能说与现今的条件比较匹配。一个制度
不能简单的移植，这应该算是一个常识，但发达国家却总是热衷于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自己的制度，但
要看到的是，即便是发达国家之间在制度方面也具有种种不同之处，到底移植哪一种都成为问题，现
实状况是英美模式特别是美国的模式成了推广最力的一个模式。作者将发达国家的制度演进历史划分
为三个阶段，分别以1820、1875和1913年为标志，第一阶段最先进国家还处于工业化的早期，各种制
度基本上都没有定型，甚至很多制度尚不存在；第二阶段比较先进的发达国家处于工业化高潮，其他
发达国家刚开始工业化，这一阶段少数国家实行了男子普选，官僚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其他经济制
度已经存在，但还不完善甚至无法发挥作用，福利制度开始在一些国家出现；第三阶段许多国家工业
化已经成熟，另一些则达到高潮，这嗜好各种制度虽不完善，但已经初现雏形，为后来的完善奠定了
基础。应该看到，这种制度变革是要经历漫长的时间的，由于发展水平不同，现今的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已无法进行有效的比较，因此作者试图通过将发达国家在其发展中阶段时的发展水平与现今处
于类似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发现后者面临更大的困难，但却有着更完善的制度形式和更高的
制度水平。应该说这与后者处于后发阶段，可以借鉴很多前人的现今经验有很大关系。也应该看到的
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是在受限制的条件下实现发展的，他们的生存环境已经被发达国家
型塑，他们只能选择适应并灵活的调整。其实，当今发达国家所推销的制度并非绝对不适应，它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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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着人类制度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借鉴这些制度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少走很多弯路，从而减少发展过程
中的损失，但这绝不意味着应该照搬这些模式，因为每种制度都必不可免的带有原有国家的独特性质
，因此如何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有选择的借鉴这些制度经验是发展中国家所需要重点思考和研究的，
面对难以完全独立自主的国际环境，发展中国家如何自主选择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西方国
家对世界其他国家推销所谓“普世价值”，以及其自身反而没有按照这种价值去行为的矛盾状况，国
内很多学者将其归结为西方国家在语言与行为上的“双重标准”。张夏准的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看作是运用丰富的史实对这种评价进行了论证。当然，后者的评述比前者要深刻的多，毕竟，后者的
著作更多的基于学理的探讨，而非基于现实利益和民族感情的争斗。《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
开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作者：[英]张夏准
（Ha-Joon Chang）  译者：肖炼 倪延硕 等目录：前言序言第一章　绪论：富国是如何真正变富的　一
　导言　二　方法论问题：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三　章节第二章　经济发展政策：历史视角下的工业
、贸易和技术政策　一　导言　二　赶超战略　三　领先国家的引领战略和赶超国家的反应——英国
及相关国家　四　工业发展政策：一些历史谣传及教训第三章　体制与经济发展：“善政”之历史视
角　一　导言　二　发达国家的体制发展史　三　过去及当今发展中国家的体制发展第四章　当前的
教训　一　导言　二　经济发展政策的反思　三　发展制度的反思　四　可能存在的缺陷或不足　五
　最后的评论参考文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Anthem Press，2002，2003，2004）  160
千字

Page 7



《富国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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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