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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的经济学》

内容概要

《中国问题的经济学》是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教授最新力作。顾名思义，《中国问题的经济学》
关注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改革的进展，深入思考社会大众关心的经济问题和社会热点时间，兼具通
俗写法和理论高度。
张五常、周其仁、张维迎、陈志武、韦森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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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曙光，经济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法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中
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发表论文数百篇
，出版著作20多部，英俄文译著5部（篇）。主要著作和论文有《经济结构和经济效果》、《公有制宏
观经济理论大纲》（副主笔）、（《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合作）、《制度·主体·行为》、
《经济自由与思想自由》、《中国转型中的制度结构与变迁》、《张曙光文选》（五卷）等。

Page 3



《中国问题的经济学》

书籍目录

自序
第一部分 文以载道
复杂产权论和有效产权论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要素价格扭曲与财富转移
国际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学的挑战
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兴衰
第二部分 评吐真言
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
百年水泥史，产业新变化》
真知灼见和苦心诤言
第三部分 序非泛论
一个真正的“自由经济学者”
企业并购与经济转型
大学的经济分析
创新和社会责任：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两个轮子
《企业理财》丛书序
《滨海大讲堂名家演讲集》序
天则《内部文稿》前言
《博弈：地权的细分、实施和保护》前言
地权变迁的底层视角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第七集）前言
推进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研究
第四部分 直击要害
实现收入倍增与建设美丽中国
从一次经历看政府的惠民政策
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简要分析
农民问题和城市化
中美两国经济的调整和再平衡的博弈
国际金融危机的战略机遇
经济平衡调整与企业转型升级
与民争利，还是让利于民
第五部分 切中时弊
中国当前最需要什么？
全面评价邓公南巡
还权于民，让利于民
灵魂和脊梁
建立中国学术秩序的突破口
学术共同体的自治和自律
守住为学做人的底线
守住底线才能攀上高峰
关于“退出权”观点的一点评论
参考文献

Page 4



《中国问题的经济学》

精彩短评

1、个人比较get到的点：一，政府能靠着以公有产权为基础的公共决策、企业能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
刀差，分别获得农业剩余，农民充其量只是个劳动者。二，进一步的，在没有所有权的情况下要谋求
农村富裕，就要开放生产要素价格市场，最明显的反例是土地流转时政府征地价格（农民所获补偿）
和土地出让价格的巨大差额
2、理想化的学术是没有出路的，只有用脚研究和用心思考才有可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3、15书89。题目很大，问题不少，着重看了其中两篇文章公共食堂、南巡。前一篇吐槽成分较大，逻
辑难见一致，后一篇无甚新意。经济学家，娃娃哈
4、作者提出官员财产公示，我只能呵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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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26p�哈耶克指出，现实中的市场总是在各个非均衡点之间动荡不定，而企业家的价值就在于寻找并
发现因此产生的获利机会，从而增进社会的福利。这里的获利机会不仅来自信息和新的技术，还来自
交易机制与产权等市场“底层”制度的变迁。55p�对要素价格管制并非是计划经济体制对的简单惯性
所造成的，而是“增长”和“稳定”双目标经济政策的一个必然结果。除非从经济发展模式的高度来
重新对目前的政策加以审视，否则很难真正推进这一领域的改革。56p�要素价格扭曲的弊端是显而易
见的，不仅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上的损失，还直接导致财富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转移，如财富对内向
行政垄断部门、政府、资产所有者转移，对外向欧美和富裕国家转移。这种既得利益的争夺及其导致
的社会不满情绪已经构成中国未来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隐患。58p�凯恩斯认为，经济的过度繁荣是
由于人类逐利的“动物精神”，通过投资的乘数效应和加速数而形成，而衰退和萧条的出现是由于有
效需求不住所致，经济运行跌入“流动性陷阱。这时，市场机制失灵，经济不可能自动纠正衰退和恢
复均衡，政府必须积极运用财政政策，直接稳定就业和总收入。60p�宏观经济学可以说是流派纷呈，
气象万千。但概括起来，无非是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财政政策和货
币政策、利润最大化和负债最小化，各种理论都能解释一部分现实，只是解释力大小强弱不同而已，
各个学派相互批评和相互辩论、相互吸取和相互渗透，为新理论的整合奠定了基础。68p�货币政策实
际上就是货币供给政策，的本质是货币当局与市场主体的博弈。由于一对多的格局以及信息的不对称
和不完全，再加上利益使然，其失误是必然的。货币政策没有解决宏观经济的围观问题。这导致但企
业的行为方式从繁荣时期的利润最大化变成负债最小化时，货币政策实效。从而货币当局对市场货币
需求的判断失误成为加剧失衡、促成危机的重要因素。68p�大危机的发生既是市场失灵的结果，也是
政府失灵的产物。单纯地只怪罪市场或者仅仅只问责政府都是片面的。72p�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学提
出了挑战： 1. 危机的根源不在于社会制度的性质，而在于人类的局限。在未来不确定的情况下，人类
要不断地前进和创新，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不同的制度条件对于危机的形成都有着重要影响；
2. 危机的生成既是市场失效的结果，也是政府失效的产物。在反危机中，政府有其特殊的优势，但并
非万能。正确设计和运用反危机的政策，才能将其对资源再配置和创新过程以及市场制度的副作用降
到最低； 3. 失败是成功之母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能从失败中学习。而“成功乃失败之母”是无条件的，
人性的局限使人们总是生活在自己的成功之中，忘记和忽略随之而来的风险。危机是过度繁荣的必然
结果，对于繁荣程度的认识从来都是不一致的，准确把握就更难，往往是不碰南墙不回头。这既是事
出必然，也是进一步探索的动力。105p�在集权政治下，学术研究不过是政治棋盘上的一颗小小的棋子
，毫无独立性可言。106p�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关键是错了怎么办。
要时刻警惕自己的错误和无知，认错反思、悔改救赎。113p�对于一个十分复杂的事物，切莫抽象地讨
论，需要具体分析，认识和知识是一个问题，但不一定是根本问题，条件、机制和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131p�人，并非生而自由的，但具有争取自由的本性。132p�有形之手不应牵制或阻碍无心之手的运作
，只能为其去碍，使其运作顺畅无阻；法制的社会秩序不应干扰或搅乱成长的社会秩序，只能提供一
个有利于后者得以保持活力而无僵化之虞的架构。133p�理论彻底性稍有不慎就可能使人们对其他相互
竞争的理论理解不深和尊重不足，甚至有可能发生某种绝对化和片面性。134p�经济学人有3类：真正的
经济学家、经济工程师（把人物化）和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往往假冒公共利益）。154p�优秀教材必
须经过反复修改、千锤百炼，方能完善起来，不断研究、不断实践、不断琢磨、不断修改，才能形成
经典。162p�政府对小产权房无能为力的原因，是因为农民握有产权的实施能力。凡侵犯了原住民处分
权和收益权的地方，没有一个项目能够顺利进行，相反，凡保护了原住民产权实施能力的项目都能够
顺利得以实施。162p�我们不是从零开始，不是从一张白纸出发，而是从现有的制度资源和现实的经济
状况出发。如果不管不顾，凭空创造一个完美的制度，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制度演化。163p�产权并不
是一个单一的整体，而是由多种权能构成的复杂结构。这些权能既有重叠，又有交叉。在土地产权的
实施过程中，产权细分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形态，土地产权变迁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权能细分的
过程。164p�理想化的社会科学研究是没有出路的。改革也不是设计出来的，从来都不存在一个一次性
的改革方案。在改革共识基本无法达成的情况下，通过事先的设计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只能是一种
空想。使得一些人愤慨（认为中国走向权贵资本主义）、一些人迷茫（找不到新的改革动力）、一些
人满意（这是可复制推广学习的中国模式）。165p�中国的土地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
一个包括政治、法律、经济在内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科学问题，它与现行制度结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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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关系高度纠结在一起，任何一种简单的想法和做法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把事情搞得更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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