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心交神往知与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心交神往知与识>>

13位ISBN编号：9787501786152

10位ISBN编号：7501786151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中国经济出版社

作者：张曙光

页数：41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心交神往知与识>>

前言

　　这篇自序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总序，简要地回顾我的人生历程和学术生涯。
是各卷中相同的内容。
第二部分是分卷，介绍各卷的内容。
是各卷中不同的内容。
　　二00九年农历九月初八是我七十岁诞辰，也是我从事经济学学习和研究五十周年。
《张曙光文选》的编选和出版，一方面是对自己学术生涯的一个小结，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能忘却的
纪念。
　　我的家乡是陕西省长安县秦岭山脚下的偏远农村，距西安市50多里。
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两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寡母勤劳刚毅，耕织皆是一把好手，在传统社会
，能够顶门立户，将我养大成人，教我读书成才，其所受的身体之痛和心灵之苦，是外人难以理解和
体知的。
先母1983年病故，生前母子分处西安和北京两地，我也很少尽人子之孝。
对于母亲的养育之恩，我始终怀着深厚的崇敬和感激。
　　1959年，我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统计学专业，开始了经济学的学习和训练。
在校期间，对我影响大的老师有何练成、冯大麟、吕其鲁三位教授。
我的第一节政治经济学课是何老师讲授的，后来还听过他的多次报告，他传达孙冶方先生价值论的报
告我至今还历历在目。
我一进校，就从“反右倾”运动的小字报中知道冯大麟和陈维满合作出版了《中国工农业协调发展问
题》的著作，冯老师又给我们讲授《国民经济计划》课，因为培养了我这个“白专”典型，并支持和
指导我报考研究生，文革中曾经受到冲击和批判；文革后曾任陕西财经学院院长，每次来京总要来家
看我，并一起交谈。
吕老师给我们教《国民经济统计》，当时因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而受到师生的拥戴，也成为我
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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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学术性书评中，批评者不见得是对的，只是从自己角度的一种观察和思考，其所以愿意和能够
提出不同意见，首先是出于对作者的尊重，把作者当做一个能够和值得与之平等对话和理性交往的对
象。
其次是作者讨论的是个重要问题，它引起了评论者的兴趣和思考，因而有共同的论题可以讨论，有不
同的思想需要交流。
再次是这样的讨论和交流绝不是要分个青红皂白，谁是谁非，仅仅是相互切磋和思想交流而已，有些
问题甚至还要一直讨论下去，因此，批评和反批评都很正常，各自都有坚持自己观点的自由。
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只有通过这样的讨论，才能激发进一步的思考，把研究引向深入，从而达到促
进知识生产、增加知识积累和繁荣学术创作的目的。
因此，不论是作者，还是评者，千万不可纠缠于人际关系之中，把学术批评的圣洁事业庸俗化，也不
可把学术批评与政治批判和道德评判混在一起，用政治批判和道德评判来简约、代替和抵制学术批评
，这会把学术批评引入歧途。
笔者的这些议论绝非无病呻吟，而是亲身经历，深有所感。
　　《前言序文卷》共收入了40篇评论文章。
其中11篇是原《书评集》、《讲演集》和《随笔集》中收入的，其余29篇中，有25篇是21世纪以来撰
写的。
分为三个部分编排，自序7篇，主编前言13篇，论著序文2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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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曙光，经济学教授。
1939年9月8日生，陕西长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和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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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1963年，在西北大学经济系学习；1963～1966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1979年
被评定为助理研究员，1983～1984年借调至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工作，1985年晋升副研究员，1988年破
格晋升研究员，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聘为博士生导师。
曾四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和著作奖，一次获国家科技进步软科学一等奖，三次获中国社会科学
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获第二届“十大中华经济英才”特别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
贴。
 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
曾参与“六五”经验总结、“七五”国力预测、“八五”改革大思路、2000年的中国、中国以及深圳
和海南发展战略、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等重大课题的研究：亲自主持了体制变革中的宏观经济稳定、中
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学科、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中国服务业增加值的核算、中国土地问题等
重大课题。
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著作20多部，英俄文译著5部（篇）。
 主要著作有：《经济结构和经济效果》（1982），《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副主笔，1990）
，Measuring the Costs of Protection in China，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Unirule Institute Of
Economics，Washington，DC 20036—1207（《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合著，1998），《中国经
济学和经济学家——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1999），《制度主体‘行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反
思》（1999），《经济自由与思想自由》（2004），《中国转型中的制度结构与变迁》（2005），《
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主编，共6集），《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主笔，共6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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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一、作者告白作者其人——《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自序读书和书评——《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
》自序抱负与雅量——《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自序积累和探索——《制度·主体·行为》后记读
书乐，思考亦乐——寄语《中华读书报》“经济书廊”创刊（代序）理念和追求——《思想自由和经
济自由》自序耕耘和收获——《中国转型中的制度结构与变迁》自序二、主编前言制度变迁与案例研
究——《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前言案例研究和案例教学——《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2集
）》前言演进社会中的制度设计与实施——《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第3辑）》前言直面现实深度
挖掘——《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第4集）》前言民营经济发展与中国制度变迁——兼论知识生产
与案例研究内外开放与制度变迁——《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广东卷）前言中国经济学的现代
化发展——《中国经济学——1994》前言立足本土走向世界——《中国经济学——1998》前言中国经
济学研究：当年评介和30年反思——《中国经济学》（2006）前言市场化与宏观稳定——《市场化和
宏观经济稳定》前言系统观察认真分析创造特色——《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第1集）前言《中
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第4集）》前言《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第5集）》前言《天则双周学术讲演
系列》前言三、论著序文货币供给：外生性和内生性的比较——《经济学博士论丛》主编评介博士论
文成功的要素和方法——《经济学博士论丛》主编评介学业成就与治学精神——《中国贸易政策的政
治经济学分析》序制度分析及其综合——《制度、演化与路径依赖》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议》序
《人民币汇率研究》序《权力、利益、效率》序西部开发：大题小做和旧事新办（代序）历史制度分
析的优秀成果——《中国土地产权制度演进的制度经济分析》序经济学研究本土化的探索——《观念
塑造制度》序产业集群的发展及其理论解析制度分析理论的深入和创新——《制度演化分析导论》序
《公司治理与股权激励》序《可转换债券、资本市场和金融创新》序《中国金融工具创新报告（2002
）》序《中国金融制度创新报告（2005）》序《中国金融制度创新报告（2006）》序《陪读日记》序
《普通百姓致富之路》序借茶论道——《经济学家茶座》卷首语附录：张曙光主要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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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分析方法来看，法律经济分析特别是法律博弈分析是可以借鉴的一个重要技术手段。
一方面，法律经济学把法律规则处理为激励机制的方法和研究范式，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的及时反思
转型经济中各项法律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激励后果，拿着这些后果同转型经济的目标做比较，就能够
发现制度创新的一些可行的方向和切入点。
另一方面，法经济学还为我们解决转型经济中权益分配的过程和目标问题提供了观察的参考系统，转
型经济过程意味着权利的分配和再分配，既有产权的初始确定，也有剩余分配的要求权确定；既有行
政许可授予垄断权的过程，也有政府运用权利保护部分国内市场或者新生市场；权利的分配和重新分
配在影响各种主体缔约能力的同时，也左右了人们的分配格局，并进一步对人们的行为选择和行为规
律产生实质性影响。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股权分置改革，这个改革对于非流通股东来说，关键是选择在私人交易方面实现控
制权溢价，还是以集中交易方式获得或者实现控制权溢价；因为证券市场上以国有股为控制性股东的
上市公司占有多数，因而，如果把股权分置的政策看做激励股权分置改革大规模推动的机制，我们就
会发现，国有股权的代理人对控制权的公允价值实际上并不怎么偏好，他们更倾向于净收益的落实—
—不管这些净收益来自控制权市场允许代理人获得的在职消费，还是由于控制权市场不发达，导致控
制权私人收益全部被代理人享有，只要有净收益，是否推动股权分置仅仅是一个技术和渠道的问题。
这样反思的结果是，目前推出的很多股权分置改革的鼓励措施可能存在针对性较差的弊端，也反映了
监管层有点急不可耐的心态。
　　综合2006年金融管制制度的变迁结果来看，监管制度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一道，对完善中央银
行体系和加强宏观调控地位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央行体系和地位的建立和提升，使得国内转型经济获得一个加速的机制和动力，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
。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或者说本质上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一个最根本的制度问题是，金融资源的分配绝大多数还是依靠行政手段而非市场方式。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转型过程中国有产权基础在金融领域里的体现。
因为金融资源是由行政手段来分配的，即便是在此基础上有了市场化运行的机制，激励后果也与真正
市场经济的要求有很大的不同。
第二个严重的问题是金融管制强度在国有主体和非国有主体那里有很大的差异，导致不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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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常说，文如其人。
从这些文章中，不仅可以了解我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态度，而且可以了解我的脾气禀性，为人处事。
总之，可以对我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当然，是非功过，任由大家评说。
　　古语云，人生七十古来稀。
现在，读书、思才、写作就成了我生命活动的一部分。
浸沉在这样的氛围中，整天忙忙碌碌，干自己所想和所好的事情，我的确感受到莫大的幸福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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