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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全球发展视角
对发展战略重新进行思考
中文概要

“对发展重新进行思考”
发展相关理念自二战以来发生了演变，不同的范式都曾在不同时期成为主流观点与实践。战后初期的重点

是工业化、计划和增长，随后在二十世纪 60 年代让位于结构转型理念，二十世纪 70 年代则是依附理论。二
十世纪 80 和 90 年代的“华盛顿共识”的重点是宏观经济稳定，推动结构调整。二十一世纪头十年来，目标导
向法使得千年发展目标，以及后续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得以出台。

尽管还没有标准定义，目前正逐渐形成共识，发展应切实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福祉。但是要如何实现这
一目标呢？是否可以借用早期工业化国家发展采取的政策，作为发展中国家遵循的金标准？近期工业化的国
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便没有遵循主流范式。这便提出了问题，各国应当采取何种战略创造更高更
可持续的福利水平。

发展战略必须反映新的全球环境

在过去三十年中，全球经济经历了重要变革，本报告将这一现象称作“财富转移”。自二十世纪 90 年代起，
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增速已经超过了经合组织的平均值。考虑到两国人口众多，这些增长差距已经重
新塑造了全球宏观经济格局。

这一全球经济新格局的形成可明确分为三个时期：
• 从二十世纪 90 年代起，中国、印度和前苏联向世界市场开放。
• 第二阶段，从 2001 年直至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由于增长日益以中国为中心，贫困的国家普遍趋

同。亚洲城市化与工业化迅速，导致商品价格上涨。
• 最近的阶段是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财富转移暂时放缓。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衰退，中国从制造和

出口导向性经济转向服务和消费，导致商品价格大幅下跌。

财富转移对全球发展有深远影响，在贸易、金融和移民等方面重新勾勒了经济关系版图，推动了全球增
长，使数百万人脱贫，还改变了全球治理架构。

2010 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货物贸易的 42%，南南贸易流占其中的一半。中国起到核心作用：自全球金
融危机以来，中国的进口成为南南贸易的推动力。

新兴经济体也成为发展融资的重要来源；除官方发展援助外，新兴捐助国在发展融资中占比从 6%上升到
13%。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大型国际发展战略，重点是加强各国与中国的联系，进一步加深了南南一
体化。

发展战略不能假设经济增长自然会改善福祉

南部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绝对和相对贫困在某些国家变得更为严重，在很多情况下收
入不平等加剧，环境恶化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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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增长未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一点并不出人意料。库兹涅茨在 1934 年首次定义了 GDP，但即便是他
也警告，不要用 GDP 衡量福祉。但十年后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GDP 成为衡量一国经济的主要工具，几十
年来，GDP 增长被认为能更好地反映整体发展情况。

更为宏观的发展观会衡量福利的各个维度、在人口中的分布和可持续性，显示的情况更为复杂。

全球范围内，福利指数与人均 GDP 密切相关。然而，福利与人均 GDP 的关系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
变化，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 从 1820 至 1870 年，人均 GDP 较高的国家福利状况不一定更好。
• 1870 年后，由于欧洲从美国进口便宜的食物，提升了实际收入，民主制度崛起，医学取得突破，采取

社会政策措施，人均 GDP 与福利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变强。

在工业化早期，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工业国的 GDP 增长率约为每年 1‑1.5%。GDP 增长较
为缓慢，虽然仍然保持了增长，但对福祉几乎没有任何积极影响。这种“早起增长悖论”是早期工业国为迅速的
城市化和无产阶级化付出的代价。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追赶”效应或人均 GDP 趋同把开始迅速增长的国家与早期发展的国家区分开来。
• 在拉丁美洲，福祉的增长超过了人均 GDP 的增长。
• 在非洲，福祉的增长略高于人均 GDP 的增长，但与世界上其它地区相比仍有差距，且差距不断扩大。
• 亚洲惊人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某些福利维度（预期寿命、教育）的巨大改善，但并非所有维度都如此。

发展战略需要对新的趋势和挑战做出回应

除了经济增长目标外，今天制定的大多数国家发展计划确实将社会包容性和环境可持续性作为重点。然
而，很少有计划体现了宏观趋势，以及相应的挑战和机会。

有的挑战之前也出现过：全球增长可能放缓，贸易保护主义，不平等加剧，人口增长，全球治理弱化。

然而，也出现了早期工业化国家未曾面对的新挑战，包括新的全球规则、各国间互相依赖、前所未有的人
口繁荣、高度的流动性、传染病风险和气候变化。还包括新技术、数字化扩展、自动化、人工智能和生物技
术。

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战略

与早期工业化国家不同，新兴经济体已经采取，也将要采取不同的发展路径。确实，在“财富转移”之后，
新的策略包括进一步进行南南合作，将移民和发展联系起来，并找到拓展社会保障的新途径。

经验表明，战略是保证平衡增长、社会和环境事务具有包容性的有用工具。历史告诉我们，不应为所有国
家打造唯一的发展范式，要想让发展战略行之有效，就必须涵盖多个部门、具有参与性、因地制宜并拥抱多
边主义，并保证具备必要的资源和政治意愿以保证战略得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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