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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古以来，绝大多数的哲学家都把&quot;私&quot;看成是万恶之源，所有的坏事都是&quot;
私&quot;干出来的，这个说法是非常错误的。
&quot;私&quot;不是做坏事的原因，侵犯了别人的&quot;私&quot;才是真正的原因。
　　国有企业可以变成有效率的企业，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有汪洋大海的民营经济。
　　传统的道德跟市场经济的道德是不是有区别呢？
它们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传统道德里头缺乏人跟人平等这个最基本的因素，而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人跟
人平等上头的，是建立在自由至上的，它要求尽可能没有约束。
　　贫富差距不可能消除，判断生活过得好歹的标准是&quot;大家都高兴&quot;。
　　传统经济学认为一头羊换一柄斧子是因为劳动时间相等，如果劳动时间相等为什么还要去交换？
可见交换不是等价的。
最妙的就是交换的双方都感觉自己赚钱了。
其中的原因就是交换创造了财富，它发挥了比较优势，而且具有规模经济效应。
　　我们说富人帮助穷人，强者帮助弱者是正常的，但&quot;毫不利己、专门利人&quot;就错了。
我们看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在马路上给人理发，不收钱，他旁边排了一个长队，十几个人，这
十几个人不是来学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而是来捡便宜的。
你培养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就培养了十几个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人。
因为它在逻辑上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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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被誉为“经济学界的鲁迅”。
1929年出生于南京，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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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退休后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曾在北京经济学院、中国矿业学院研究生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等院校教授经
济学，并以访问学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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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有《生活中的经济学》《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经济学的智慧》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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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般均衡的价格信息下，每个人按他自己的利益来选择的话，就实现了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
最优化。
为什么能这么说？
这很简单，在均衡价格下，钱表示价值，赚钱就是创造价值，个人出于自利的选择一定能多赚钱，也
就是多为社会创造财富。
要是价格扭曲了，个人的选择可能跟社会目标不一致。
所以说，在一般均衡价格下，个人出于自利的选择和社会目标是相一致的，我觉得这一条是制度经济
学里头最重要的一个道理，它肯定了经济自由主义，肯定了追求自己的利益是合理的，对整个社会资
源配置是有改进的。
这和计划经济时候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计划经济认为，一个人要追求自己的利益一定要影响别人的利益，大家都去追利益的话那怎么得了？
所以大家都要牺牲自己，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工作。
但是计划经济也有它的道理，因为计划经济下人与人是不平等的，有一些人有特权，是计划的设计者
或监督者，另外一些人是计划的实施者。
在人与人不平等的条件下，如果个人都追求利益的话，后果必然导致混乱。
其实，市场经济也一样。
一般均衡只有平等人之间自由选择才能达到。
所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联系，和平等自由相联系。
但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正确性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做。
比如说有两个工作可以挑选，一个工作赚钱多一个工作赚钱少，那怎么挑选？
我肯定挑选赚钱多的。
这份赚钱多的工作，对社会作的贡献也大。
但是也可能贡献反而小了，这就是说这个价格是错误的。
因为我的雇主不是一个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人，他想的是别的事，不是按照你的产出的多少来付你
的工资。
在这种情况下我去挑一个赚钱多的那就搞错了，可能赚钱少的这份工作才是社会最需要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误呢？
因为那个老板不是按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来决定你的工资。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从制度上讲，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市场经济承认个人的利益。
它不但承认个人的利益，而且它认为，你要是不讲个人利益的话，反而是破坏全社会的利益。
我们知道一个社会是很复杂的，你坐火车，它正点要开，这件事是非常复杂的。
司机必须在场，装货的人必须把货都装上，扳道岔的也得扳好，前头的火车要开走，一系列的事情都
得配合。
怎么配合的呢？
就是靠的市场的力量。
在计划经济时候也要配合，靠的是行政命令，你必须怎么样，他必须怎么样。
在市场经济下面呢，它是靠的市场的力量。
我这次出差到云南来，不用靠什么行政力量，我只要跟旅行社一说，它就帮我把什么事都安排好了。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价格，靠的每个人最求自己的利益。
这种行为逐渐转化为二种职业道德，他哪怕不想赚我的钱，他也不能不赚。
因此就出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利益是符合道德的。
社会是复杂的，每个环节要配合得这么好，效率要这么高，它靠的就是追求利益。
这一点逐渐转化成为一个人对职业的一种忠诚。
有的时候为了实现自己对职业的忠诚，你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你所得到的报酬，但是社会得到了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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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一下改革二十多年，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变得比20年前富裕得多呢？
我这次来是坐飞机的，20年以前能坐飞机的人是太少太少了。
现在每个人家里都有彩电，已经不稀奇了，至少城市里头是这样。
20年以前就没有彩电，黑白电视机都很少。
还是这块土地，还是这些人，我们的财富增加这么多，并且现在劳动时间还减少了，从前一个星期
干6天，玩1。
天，现在只干5天。
区别就是效率提高了，这是自由选择、公平竞争所造成的。
农民现在可以进城了，从前不可以；现在公务员可以下海，可以辞职；在海里头的“鱼”也可以去考
公务员。
道路畅通了，选择的机会非常多，也就是你改进自己为社会奉献的选择非常多。
不但在国内选择，还跑到国外去选择，买东西可以买外国货，可以到外国去工作。
在全世界范围内，资源在重新优化，所以我们要参加世贸组织。
大家如果都透彻地把握刚才讲的这一套理论的话，你们还会得到许多极其重要的推论。
我来说几个推论。
第一个推论就是，科学技术要发生作用，但必须有一个均衡价格。
我们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这句话有很大的限制条件，就是必须有一个价格系统，有一个不
扭曲的价格系统，一般均衡的价格系统。
为什么？
靠科学技术的发达，我们能够享受到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减少了稀缺性。
科学技术能不能减少稀缺性？
确实能够减少。
但是首先要知道什么东西稀缺，什么东西不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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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所认识的经济学》：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是什么，制度转轨中的人该怎么办，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令人堪忧，宏观形势如何影响到每个企业，为什么最要紧的是让农民进城，经济落后地区如何赶上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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