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经济改革》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经济改革》

13位ISBN编号：9789814139786

10位ISBN编号：9814139785

出版时间：2007

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作者：邹至庄,刘素芬

页数：18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经济改革》

作者简介

邹至庄先生籍著欧美现代经济学的媒介，将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台湾发展经验，成功的传递到1980
年代至1990年代的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之上，可谓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播种者。本书简明扼要地记录了邹
至庄先生的家世、学术生涯，先在台湾、後在中国大陆推广现代经济学的经历，是研究中国现代经济
学发展历程的鲜活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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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平实叙述
2、邹至庄项目从86到88年开了三年，停下那年就是因为某风波吧。。。
3、书中详细回顾了邹至庄先生在大中华区的经历。
4、　　
　　半个世纪过去，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回忆起自己的一生，他觉得自己好像
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中国，在香港、台湾、内地都有很多朋友。邹至庄经历可谓传奇，他层以政府顾
问的身份亲历了台湾经济起飞与内地经济改革，参加多次政策建议的指定，这本传记《中国经济学教
育与经济改革》中如实记录邹至庄的重大经历，对于大人物也直书褒贬，对于经济学以及历史学都极
具价值。
　　
　　1930年圣诞，有个男婴出生在广州郊区的东山槟园，他就是日后的邹至庄，对少时广州的记忆，
邹至庄已经淡忘，只记得海屋旁边的珠江每年五月有赛龙船等小事。邹至庄的父亲从商，与胡汉民、
廖仲恺等人均有来往，后来邹家搬到香港，邹至庄的教育从小就是中西并存，在念大学时候听从母亲
建议学了政治，后来转向经济学，最终成为一代泰斗，因提出著名的&quot;邹氏检验&quot;而闻名国
际经济学界。为了向他表示敬意，2001年普林斯顿大学的“计量经济研究项目”被命名为“邹至庄讲
量经济研究项目”， 
　　
　　
　　“当他们努力去解释世界时，他们是科学家；当他们要改善世界时，他们是政策顾问。”这就是
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与公共政策的关系暧昧不明，他们天生对公共政策充满热情自信。
　　
　　随着经济学加斯蒂格勒所谓经济系分析数量化时代日渐来临，经济学家几乎掌握了政策主流的话
语权，侵入各个门类，经济学大师科斯也无可奈何地感叹“无论是否恰当，经济学家总是按捺不住，
禁不住在一切公共政策上指手画脚”。这点在改革之后的内地更是过犹不及，不少经济学家自许主流
，对于专业内外的事务都积极发表言论。问题在于，经济学家如何跨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从计量模
型到政策出台的隔阂如何抚平？ 
　　
　　
　　所谓公共政策，自然事关人人，而公共政策建议的差异性也来自单个个体的差异。自由主义经济
学泰斗弗里德曼乐观地相信“在目前的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一般公民间存在著对于经济政策的不
同主张,此一差异并非源自于人类所极力捍卫的基本价值存在著不同。相反地，此差异主要来自于对不
同作法所可能产生后果的不同预测，而此一差异基本上可透过实证经济学的进步来克服。”话虽如此
，作为政策顾问，经济学家面对纷繁多变的经济现象与参差不齐的政府官员，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
是实证经济学就足以包揽。作为弗里德曼的弟子，邹至庄则显得更加务实，强调天时地利人和。 
　　
　　
　　邹至庄的经历使得他对于政策建议首先强调政策的可行性，他认为经济学家们经常会过分迷恋于
他们理想中的模式，即使这样的理想毫无实现的希望，他们也禁不住要对别人鼓吹卖弄，有可能失去
政府官员的信任，进而使得建议受挫。其次，邹至庄认为选择合适的官员合作也尤其重要，而来自经
济学家自身良好的判断力。他认为能够理解政策建议，并有足够的领导力，能把好的建议提升到政策
高度的人才是合适的政府官员，但实际上这样的领导往往可与而不可求。第三就是时机问题，时机不
对，再好的建议付诸东流。邹至庄最后强调，经济学加应该保持心态的开放，承认自己也可能犯错，
与政策推行者保持良好的互动学习关系。 
　　
　　
　　邹至庄对于政策建议的敏锐感觉来自他复杂精彩的人生轨迹，邹至庄六十年代曾进入IBM公司数
年，以研究者身份为管理层提供咨询；从60年代末，又与刘大中、蒋硕杰等人出任台湾地区经济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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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时台湾主管经济的“五人决策小组”互动交流，解决各种经济问题，80年代则频繁回访内地，
应约成为中国国家体改委的顾问，对双轨制改革、控制通货膨胀、外汇改革等重要议题着力良多。在
他记忆中，体改委可谓八十年代中国风头最健部门之一，主任由总理兼任，日常工作由副主任安志文
负责，邹至庄也觉得在大陆“可以帮助中国搞好，所以很愿意回去做事。”他回忆当时体改委讨论颇
为自由，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限制，有官员甚至对他表示中国愿意借鉴资本主义经济中一切有用的经
济工具。 
　　
　　
　　邹至庄在经济学界的理论贡献主要是邹氏检测（Chow test），但不少中国人记住邹至庄却是另外
一个（Chow test），这源于还有他对中国现代经济学的贡献。他首创“现代经济学”，还举办“邹至
庄留学计划”，亲自出题考试，这个测试就叫Chow test。选拔上的优秀的中国学生被举荐到美国学习
现代经济学，种种示范效应使得经济学在内地成为显学。虽然因为种种原因，这个班只举办了三期，
但是意义却堪比经济学界的“幼童留美计划”， 杨小凯、李稻葵、周林、方星海、许小年、胡祖六、
李山等人均受益于此。邹至庄改变了这些人当年的命运，这批人大多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人物，
邹至庄看的比较开“他们毕业以后，或选择留在美国工作，或回中国服务，都任凭自己决定。有时候
他们很客气，会对我说一声。他能想到要告诉我，我非常高兴，但是如果他不说一声，我也不会介意
。” 
　　 
　　
　　
　　《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经济改革:邹至 庄先生访问纪录》新加坡商八方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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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半个世纪过去，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回忆起自己的一生，他觉得自己好像
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中国，在香港、台湾、内地都有很多朋友。邹至庄经历可谓传奇，他层以政府顾
问的身份亲历了台湾经济起飞与内地经济改革，参加多次政策建议的指定，这本传记《中国经济学教
育与经济改革》中如实记录邹至庄的重大经历，对于大人物也直书褒贬，对于经济学以及历史学都极
具价值。1930年圣诞，有个男婴出生在广州郊区的东山槟园，他就是日后的邹至庄，对少时广州的记
忆，邹至庄已经淡忘，只记得海屋旁边的珠江每年五月有赛龙船等小事。邹至庄的父亲从商，与胡汉
民、廖仲恺等人均有来往，后来邹家搬到香港，邹至庄的教育从小就是中西并存，在念大学时候听从
母亲建议学了政治，后来转向经济学，最终成为一代泰斗，因提出著名的&quot;邹氏检验&quot;而闻
名国际经济学界。为了向他表示敬意，2001年普林斯顿大学的“计量经济研究项目”被命名为“邹至
庄讲量经济研究项目”， “当他们努力去解释世界时，他们是科学家；当他们要改善世界时，他们是
政策顾问。”这就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与公共政策的关系暧昧不明，他们天生对公共政策充满热情
自信。随着经济学加斯蒂格勒所谓经济系分析数量化时代日渐来临，经济学家几乎掌握了政策主流的
话语权，侵入各个门类，经济学大师科斯也无可奈何地感叹“无论是否恰当，经济学家总是按捺不住
，禁不住在一切公共政策上指手画脚”。这点在改革之后的内地更是过犹不及，不少经济学家自许主
流，对于专业内外的事务都积极发表言论。问题在于，经济学家如何跨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从计量
模型到政策出台的隔阂如何抚平？ 所谓公共政策，自然事关人人，而公共政策建议的差异性也来自单
个个体的差异。自由主义经济学泰斗弗里德曼乐观地相信“在目前的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一般公
民间存在著对于经济政策的不同主张,此一差异并非源自于人类所极力捍卫的基本价值存在著不同。相
反地，此差异主要来自于对不同作法所可能产生后果的不同预测，而此一差异基本上可透过实证经济
学的进步来克服。”话虽如此，作为政策顾问，经济学家面对纷繁多变的经济现象与参差不齐的政府
官员，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实证经济学就足以包揽。作为弗里德曼的弟子，邹至庄则显得更加务
实，强调天时地利人和。 邹至庄的经历使得他对于政策建议首先强调政策的可行性，他认为经济学家
们经常会过分迷恋于他们理想中的模式，即使这样的理想毫无实现的希望，他们也禁不住要对别人鼓
吹卖弄，有可能失去政府官员的信任，进而使得建议受挫。其次，邹至庄认为选择合适的官员合作也
尤其重要，而来自经济学家自身良好的判断力。他认为能够理解政策建议，并有足够的领导力，能把
好的建议提升到政策高度的人才是合适的政府官员，但实际上这样的领导往往可与而不可求。第三就
是时机问题，时机不对，再好的建议付诸东流。邹至庄最后强调，经济学加应该保持心态的开放，承
认自己也可能犯错，与政策推行者保持良好的互动学习关系。 邹至庄对于政策建议的敏锐感觉来自他
复杂精彩的人生轨迹，邹至庄六十年代曾进入IBM公司数年，以研究者身份为管理层提供咨询；从60
年代末，又与刘大中、蒋硕杰等人出任台湾地区经济顾问，与当时台湾主管经济的“五人决策小组”
互动交流，解决各种经济问题，80年代则频繁回访内地，应约成为中国国家体改委的顾问，对双轨制
改革、控制通货膨胀、外汇改革等重要议题着力良多。在他记忆中，体改委可谓八十年代中国风头最
健部门之一，主任由总理兼任，日常工作由副主任安志文负责，邹至庄也觉得在大陆“可以帮助中国
搞好，所以很愿意回去做事。”他回忆当时体改委讨论颇为自由，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限制，有官员
甚至对他表示中国愿意借鉴资本主义经济中一切有用的经济工具。 邹至庄在经济学界的理论贡献主要
是邹氏检测（Chow test），但不少中国人记住邹至庄却是另外一个（Chow test），这源于还有他对中
国现代经济学的贡献。他首创“现代经济学”，还举办“邹至庄留学计划”，亲自出题考试，这个测
试就叫Chow test。选拔上的优秀的中国学生被举荐到美国学习现代经济学，种种示范效应使得经济学
在内地成为显学。虽然因为种种原因，这个班只举办了三期，但是意义却堪比经济学界的“幼童留美
计划”， 杨小凯、李稻葵、周林、方星海、许小年、胡祖六、李山等人均受益于此。邹至庄改变了这
些人当年的命运，这批人大多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人物，邹至庄看的比较开“他们毕业以后，或
选择留在美国工作，或回中国服务，都任凭自己决定。有时候他们很客气，会对我说一声。他能想到
要告诉我，我非常高兴，但是如果他不说一声，我也不会介意。” 《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经济改革:邹
至 庄先生访问纪录》新加坡商八方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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