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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随笔集》之一，出于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作者遵循“按经济规律办事
”这一原则，针对经济发展中某些事件，提出各种建议，作出各种分析，发表相应评论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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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作者简介

茅于轼，1929年生于南京。抗战时辗转于大后方，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以后20余年从
事铁道机械机车车辆研究。7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运输经济、数理经济的研究。 1984年从铁道部科学研
究院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1993年退休后现任民办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曾在北京
经济学院、中国矿业学院研究生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等院校教授经济学，任西北大学、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山东矿业学院兼职教授，并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经济学研究。先后担任亚
洲开发银行、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现任国内外五种杂志的主编、顾问编辑
和编委。1993年以后连续三届被选人美国 Marquis世界名人录和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世界名人。著有
《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中国人的
道德前景》等书和百余篇关于经济理论、经济政策、能源环境、道德等方面的论文和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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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书籍目录

第一编 微观经济
非洲与中国能源政策的通病\外汇的自由交换保证外贸的最大经济效益\投机能否创造价值？\偏导数和
经济学\注意平均值和边际值的区别\重新发现经济学中的地心引力\市场风险可以投保吗？\价格扭曲如
何导致资源浪费―看北京出租车行业\为什么商品要明码标价？\对农业的忧虑\颠倒的收费标准\幸亏我
们生活在一个收益递减的世界里\贴现率之争\歧视性定价的利弊\参加一次美国家庭的财产拍卖\邮资补
贴―既不利于效率，又无助于公平\发展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业\如何看待价格\在国外选购商品\为什么
补贴弊多利少\南部非洲的商业机会\用外汇期货规避汇率风险\为什么找零钱困难\永不堵车―谈堵车的
经济学\区别技术效率和经营效率

第二编 宏观经济学
扩大再生能源利用的社会经济条件\老龄化社会增加储蓄将产生新问题\小心你的辛勤储蓄变成了别人
的高消费\高速开发区所特有的问题\一石激起千层浪―茅于轼教授向北大师生发难\充满辩证法的经济
学\经济学中均衡与非均衡之争\塞翁失马―复关谈判失败的反思\民间融资―改进资金使用效率的渠
道\1995年十大经济热点问题和应急措施\少出煤才能多贡献\“有计划、按比例”有什么错？\把你的储
蓄变成投资\通货膨胀根子出在微观上：论我国的滞胀\治理通胀人人有责\试析通胀和失业\中间产品的
价格未必与通胀有关\引进外资失败的教训\马尼拉冒烟的山\我国能源政策研究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储蓄和消费何者更有助于经济增长？\再谈储蓄有利于经济增长

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从资源配置到分工理论，从价格到制度―介绍杨小凯的学术成就\伦理观的演进与
经济发展\对“假冒伪劣”的反思\要帮助穷人！为什么？怎样帮？\管理条例――对方缺席的契约―谈
转变政府职能\中国改革的制度观\人类社会的制度前景―基于理论框架的分析\方便怎么成了麻烦\政府
对发展私人汽车的政策\为什么穷国和富国的人同工而不同酬？\建立绿化祖国的新机制\全新的“能源
服务公司”\他山之石\私人办邮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所欲，施于人”\法律和市场各司其
职\交换不是等价的\道德建设中言教不如身教\拗倔的乌托邦思想\美国的生活和物价\私营经济之我见\
收入差距扩大的后果有利有弊\为什么不保护生产者的权益\经济分析和制度分析\行政规定与消费者权
利\纳什获奖有感：从斯密到纳什\人类进化与经济学\美丽的非洲大陆之行\政府要领头建立和遵守市场
规则\法官的难题\损人不利己\科技成果的市场选择和商品化\理性的谬误\从“保险费”怎样变成“乱
收费”谈开去\远虑和近忧\摊派\“不二价”和超级市场\何必较这个真\市场制度的利和弊\社会贴现率\
一封国际信函引起的思考\从中国的经验看：经济制度改革的一般规律\美国社会福利中的官僚主义\环
境问题和它的经济及非经济对策\外国不收机场建设费\经济学教育亟待改进\自由主义、等价关系和人
权\什么是国力的基础？\通胀变负和它的财政及宏观经济影响\随感四则

Page 4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精彩短评

1、1999年的书，现在18年过去了，很多事情依然没有变化。现在面对的很多问题其实当年就已经很清
楚了，比如空气污染。过去这么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有理由认为短时间内依然不会有变化，至少
是5到10年内。
2、谁妨碍了我们致富?我们的制度,也就是我们的政府,呵呵我不是不是反政府主义者.
3、多年前买过茅的一本书，没有读下去，多年后换另一本书，还是读不下去
4、时间上略有点过时。但精髓不变。
5、很好的经济学入门读物
6、当初的经济学领路书
7、本人经济学的第一本书
8、2001.11.10 签名本
9、有些想法还是有问题啊
10、2006.12.11
11、读的时候很受启发
12、算是普及读物
13、漏洞百出
14、可能与政治有关，但是还是当成休闲读物来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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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精彩书评

1、喜欢读书的人很多，但读书毕竟不像吃饭，书，可读可不读，饭，不得不吃，所以吃饭的人永远
比读书的人多得多。开饭馆的多，开书店的少，这是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在调控。 这句话也值得商
榷的，读书耗费的精力可比吃饭多，尤其是青少年时代，大把的青春耗在读书上，是大家愿意读书么
？不是的，是因为不读书不能升级，不能毕业，不能考大学，不能就业。没有工作，就挣不了钱，挣
不了钱，饭馆再多你也进不去。所以说到读书的动机，还是被看不见的手在控制。 根据这个看不见的
法则，开书店，如果不能把读书忽悠得像吃饭一样必须，书店老板就没资格进饭馆。如果能破译出读
书如何读出钱财的密码，书店老板就不愁吃不到世界上最丰盛的餐。 破译密码，先得找到问题的症结
，为什么读书没读出钱财来？ 首先，是因为学校教育带来的误会，除了识字加减乘除，一个老师灌输
的无用知识相当于全班同学当天拉的屎，读书读得没效率，一毕业就失业，还挨了光阴浪费的苦，还
有球读书的动力。 第二，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大家都知道，但没说力量有多大。读书的力量不够直
接，吃了饭有力一会儿就检验出来了，读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遇见“用时方恨少”， 所以还是个效率
问题。全力提高读书效率，读有用的书，读当下有用的书，才是读书的不二法则。 这个结论的意思很
明显，我们不要无聊的时候才看书，只把读书当消遣，只当作一个闲情雅致的事情来干。有人一到书
店就说，哎呀，你的书店真好，真是有情趣，懂生活。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讲，这个书店就搞砸了。如
果书店氛围营造的是一进书店就紧张，就着急，就觉得今天不读书就丢了一万块钱，那书店的经营该
是何等的一种状况。 如何才能创造这样的书店呢？ 书架的目录就要调整，用钱来分类，一个月挣一
万不得不读的书，两个月挣四万不得不读的书，三个月挣九万读的书。。。书店不必为读者自不量力
直接跨越阅读担心，你要营造的就是这样一种对比的气氛，如果别人读了书没挣到那么多钱怎么办呢
？还要做一个这类书的书架：《成长比成功更重要》、《挺立在孤独、失败与屈辱的废墟上》、《人
生就是不停的战斗》、《活出最乐观的自己》、《不可能的事情只需要时间》、《再试一次就成功》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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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章节试读

1、《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的笔记-第2页

        尊重消费者在市场上选择的权力，是任何政策所不可忽视的原则，然而这恰恰容易为制定政策的
人所违反。

2、《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的笔记-全书

        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方面关心现实的经济活动，一方面又表示对经济学能否帮助经济发展表示怀疑
，这是出于对自己的研究对象的一种敬畏

对普通百姓，虽然他们并不参与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的制订，但他们是政策的作用对象，懂得政策和
不懂得政策对政策执行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由于生产同样的产品可以采用不同工艺耗用不同的资源，各种资源之间存在互相替代的可能性，例如
加装余热锅炉节能，就是用钢铁替代能源；增厚蒸汽管道的绝缘层以节能，则是用绝缘材料代替能源
。甚至通过宣传教育手段节能，看来似乎不消耗别的资源，事实上宣传教育也是有成本的，因此也是
一种资源的替代。如果仅仅是突出了节能，就会造成其他资源的浪费。当另外一批专家制定节约其他
资源的政策时，就会出现两种政策的冲突。

尊重消费者在市场上选择的权力，是任何政策所不可忽视的原则，然而这恰恰容易为制定政策的人所
违反。 　　

成本定价仍离不开需求。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常用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表示。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有两种方法，一是将最终产品
的价值相加，也就是用于消费、基建、出口的产品（其中也包括服务）的总价值，而不包括中间产品
的价值。二是将要素所得的价值相加，也就是将工资（以及各种资金、补贴）、利息、利润、租金相
加。附带说一句，用钱表示的价值如果存在着价格扭曲，算出来的国民生产总值也跟着可能被扭曲。

因为土地是各行业都要使用的，土地价过高，使一切成本上升。使得经济在国际市场上降低竞争力

3、《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的笔记-第2页

        土地价过高，使一切成本上升。使得经济在国际市场上降低竞争力。香港近几年物价急剧上升也
与这一点有关，我们应该吸取他们的教训。

4、《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的笔记-全书

        
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方面关心现实的经济活动，一方面又表示对经济学能否帮助经济发展表示怀疑，这
是出于对自己的研究对象的一种敬畏。

对普通百姓，虽然他们并不参与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的制订，但他们是政策的作用对象，懂得政策和
不懂得政策对政策执行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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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由于生产同样的产品可以采用不同工艺耗用不同的资源，各种资源之间存在互相替代的可能性，例如
加装余热锅炉节能，就是用钢铁替代能源；增厚蒸汽管道的绝缘层以节能，则是用绝缘材料代替能源
。甚至通过宣传教育手段节能，看来似乎不消耗别的资源，事实上宣传教育也是有成本的，因此也是
一种资源的替代。如果仅仅是突出了节能，就会造成其他资源的浪费。当另外一批专家制定节约其他
资源的政策时，就会出现两种政策的冲突。

尊重消费者在市场上选择的权力，是任何政策所不可忽视的原则，然而这恰恰容易为制定政策的人所
违反。 　　

成本定价仍离不开需求。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常用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表示。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有两种方法，一是将最终产品
的价值相加，也就是用于消费、基建、出口的产品（其中也包括服务）的总价值，而不包括中间产品
的价值。二是将要素所得的价值相加，也就是将工资（以及各种资金、补贴）、利息、利润、租金相
加。附带说一句，用钱表示的价值如果存在着价格扭曲，算出来的国民生产总值也跟着可能被扭曲。

因为土地是各行业都要使用的，土地价过高，使一切成本上升。使得经济在国际市场上降低竞争力。

多看笔记 来自多看阅读 for Ki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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