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经济学笔记 

1. 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 

生产率的增长（科技进步） 

经济结构的转变 

交通运输的发展 

人均产量的增长和人口的增长 

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转变 

2. 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征 

人均收入低、收入差距大、大范围的贫困 

低下的生产率 

低下的就业率 

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本质特征） 

人口高速增长（赡养负担） 

对农业的严重依赖 

3. 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增长与发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增长——更多的产出（商品生产和劳务能力的扩大）、增长是发

展的前提、是发展的重要部分 

发展——更多产出的同时、包括技术和体制的变革，经济结构的

变化（城市化） 

4. 为什么用经济增长指标不能全面衡量经济发展水平 

增长——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量来



 

 

衡量 

但不能反映社会经济福利水平和收入分配情况 

不能说明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人口、资源、生态） 

5. 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经理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形成时期（20 世纪 40-50 年代） 

唯资本论（强调物质资本积累） 

唯工业论（强调工业化的重要性） 

为计划论（强调计划化的重要性） 

第二阶段——三足鼎立（新古典主义得势）（20世纪60-70年代） 

新古典主义的复兴——对计划化的批评，在市场和价格机制作用

上再度受到重视 

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危机与重建（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 

新古典主义一统天下 

6. 经济增长方式及其类型 

外延粗放型增长——由增长因素数量增加而产生的增长 

内含集约型增长——由资源使用效率提高而引起的增长 

大多数国家都要经历从外延性增长向内涵型增长的转变，两种增

长方式的优劣只在特点的经济环境中有可比性 

7.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直接因素——资源的投入量和资源使用效率 

间接因素——技术、制度、结构的变迁 

8. 发展经济学研究对象及其特点 



 

 

实用性强、内容复杂（运用经济学各个分支）、对发达国家的历

史研究 

研究对象——经济落后或农业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工业化现代化

的学问（研究国家地区经济发展问题） 

9. 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 

生产要素的短缺、生产要素使用效率低、制度因素、各国经济相

互影响、地理环境因素 

10. 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原因 

与粗放型增长方式密切相关，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粗放增长方

式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 

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 

技术进步的路径选择问题 

市场与政府作用问题 

11. 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增长的作

用 

积极——提供充足劳动力、（产生需求）激励厂商扩大生产 

消极——降低人均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破坏生态、恶化就业问题 

途径——卫生保健、在职培训、提高教育程度 

12. 中国目前人口及其就业形势 

企业创造就业岗位数量下降 

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艰巨 



 

 

科技进步和市场竞争的激烈 

13.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公平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共同性原则 

14. 中国必须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原因 

人口——人口数量庞大（硬约束）、人口素质低（严重制约） 

资源——人均占有量低、资源利用不合理 

生态——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 

15. 中国二元结构的基本特征、从二元经济到一元经济转变的措

施 

特征——工业与农业并存、现代化城市和传统农村并存、经济发

达地区和不发达贫困地区并存 

措施——加速城市化进程、城乡互助、深化城乡体制改革 

16. 工业化 

狭义——工业（制造业）的发展 

广义——国民经济中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由低到高突破性变化

的过程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 

相互促进、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城市化又推进了工业化 

17. 中国区域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加快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

措施 

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历史原因、自然地理原因） 

历史原因【 东南沿海地区（资本主义萌芽、优越地理位置、人力



 

 

资源）】 

措施——提高城市化水平速度、产业转移、对外开放、政府政策 

18. 利用外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利弊 

有利——促进资本形成、经济增长 

有助引进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不利——对政治、文化、价值观产生影响 

经济主权受到威胁（危及经济安全） 

19. 内向发展战略的局限性 

提供就业机会有限、 

缺乏活力经济效率低（缺乏竞争力） 

20. 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利弊 

利——外汇收入的增长、促进生产率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国际分工带来的经济利益 

弊——国际市场的限制 

国际市场的依赖（出口比重越大依赖性越强） 

21. 处理好增长与分配的关系对经济发展的意义 

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更多社会财富、扩大内需促进生产、 

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22. 资本形成有哪些来源 

初始资本与资本形成 

储蓄与资本形成 



 

 

金融深化与资本形成 

23. 国家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措施 

改善医疗（卫生保健）、加大教育投资、减少智力外流 

24. 技术引进的途径 

向国外购买设备加以优化复制 

向国外购买专利进行生产 

接受外国政府企业的技术援助 

通过引进外国公司的投资 

25. 二元结构理论的基本观点 

发展中国家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并存 

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经济发展的两条线——现代部门的扩张、传

统部门的改造（制度选择和建设是经济发展重要组成部分） 

二元结构理论只能揭示经济现实的轮廓，但不能反应经济现实的

多样化 

26. 刘易斯模型，现代部门对传统部门的影响 

现代部门——促进了传统部门观念和制度的现代化 

为传统部门建立了基础设施 

传统部门——提供劳动力 

27.【 结构主义 

世界不是灵活调整的、价格机制的作用是有限的、国家干预是有

必要的 

28、新古典主义 



 

 

世界是灵活的、市场总是趋于均衡、市场机制是经济发展的最好

机制 

29、经济增长 

生产商品和劳务能力的扩大、长期持续过程包含结构变迁 

30、贫困循环 

资本缺乏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即——低收入、

低资本形成、低收入的恶行循环 

31、增长极限论及其缺陷 

人类经济发展会因资源枯竭而陷入停顿、在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只

要人口和经济增长产生更多的人均资源需求、系统就会推向极限

——耗尽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资源 

缺陷——人口并不是始终处于增长、食物供给可集约化、不可再

生资源可开发、环境污染可保护 

32、回波效应 

资本、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在收益差异的吸引下，由贫困地区

向发达地区流动 

33、扩散效应 

与回波效应相反、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随着成本的上升、有

利投资机会的减少、资本会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扩散 

34、倒 U型假说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别变动的长期趋势是先扩大再缩

小——即长期变动轨迹程倒 u型 



 

 

35、配第克拉克定理 

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随着进一步人均收入

的提高、第二产业会向第三产业移动、第一产业减少、第二第三

产业增加即是配第克拉克定理 

36、霍夫曼系数 

消费品工业净产值和资本品工业净产值之比 

37、简述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思想 

经济增长表现为国民财富的增长 

国民财富的增长两因素——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生产性劳动人数

的多寡 

国际分工通过自由贸易能促进各国劳动生产力的发展 

38、全要素生产率及其作用 

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 

用来衡量生产效率变化、衡量全部投入量的节约 

39、起飞理论 

六阶段——创造前提、起飞、成熟、高额消费、追求生活质量 

三个条件——10%以上的投资增长率、建立主导产业部门、制度

上的保证 

38、大推进理论 

发展中国家以农业生产为主、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低下、必须发展

工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39、最小努力理论 



 

 

保证足够的投资率、让国民收入增长超过人口增长从而使得收入

水平提高、投资率即最小努力 

40、中国二元结构的基本特征及其向一元的转变 

特征——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并存、现代城市和传统农村并存 

农村人口多、城乡差距大 

转变——加速城市化、城乡互助、深化城乡体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