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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茅于轼、陈志武、许小年、李稻葵、张曙光、盛洪⋯⋯他们在中国经济学界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们的
研究、意见以及在政策方面直接的参与都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和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历程
紧密相伴。
本书中，知名经济学家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热点话题及主要现象，发表具有高度影响力的看法
及解决之道，从他们的分析中让读者清晰的了解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给
决策者或投资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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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网易财经中心---网易是中国主要门户网站，和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并成为“中国四大门户”。
始终保持中国内业界的领先地位，曾几次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评选为中国十佳网站之
首。
旗下的网易财经中心，是近几年在互联网中发展比较快的财经频道，口号是“有态度的财经门户”。
财经中心下设经济、商业、股票、财经微博等版块，其中，《网易解读》《财经会客厅》《网易调查
》《意见中国》等品牌栏目，在经济领域知名度较高，有一定的影响力。
另外，每年一度的“网易经济学家年会”“网易高峰论坛”“网易财经读书会”等，也是业界备受推
崇的参与度较高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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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贺 铿：中国应停止财政扩张
第16章 钟 伟：中国的房价是一种货币现象
第17章 哈继铭：中国应再次释放改革红利
第18章 王则柯：中国不要忘记市场经济之本
第19章 陈志武：中国应以改革来摆脱困境
第20章 连 平：中国应实现利率市场化
第21章 许小年：中国的改革不容倒退
第22章 刘国恩：中国医改要靠市场的力量
第23章 张曙光：中国应停止财富逆转移
第24章 朱 民：中国汇率改革应坚持市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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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2章李稻葵：不改革是中国最大的风险他是货币政策专家。
他坚决反对通货膨胀，高度警惕资产泡沫的危害。
他认为不改革就是风险。
他如何看欧美债务危机之后，世界与中国的经济形势？
李稻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佛里曼经济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
曾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后任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兼经济发展中心副主任，中国经济学
家协会主席。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
李稻葵曾兼任世界银行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研究项目顾问（1989），国际《比较经济学杂志》编委
（2000～20030，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会长·（2001～2002），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2002～2003）。
现兼任（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美国密歇根大学威廉·戴维森研究所研究员，国际
《经济学通报》、中国《经济研究》、香港《中国评论》等学术杂志的编委，国际比较经济研究会执
行理事，南开大学、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
曾在《美国经济评论》、《欧洲经济评论》、《比较经济学》、《兰德经济学》等刊物发表多篇学术
论文。
李稻葵的微博  http：//t.163.com/lidaokui博客  http：//lidaokuiblog.blog.163.com/作为货币政策专家，李
稻葵对欧美债务危机非常关注，但是他并没有常见的担忧与悲观，而是对欧美经济很有信心。
他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其实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严重的国家主要是爱尔兰
和希腊，仅是局部。
欧洲的主体是德国和法国，德国跟法国当然会受到波及，他们银行的信用、资产负债表会恶化，银行
的信用评级会下降，会带来二次冲击，但总体上看，这次和2008年的情况不一样，2008年是整体的、
系统性的崩溃。
”关于美国，李稻葵认为，美国的企业状况不错，足以支撑美国经济，因此，也没必要恐慌。
欧美债务危机会导致一定程度的紧缩。
对希腊等国家来说，任何政府上台都应该改革。
李稻葵认为，“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速将正常回落，这主要是因为房地产调控。
“十二五”期间，最大的威胁是不改革。
他说：“最大的威胁是能不能够抓住机遇，在若干重大的经济体制方面进行改革，有所突破，其中最
重要的一条是财政体制改革。
”对银行业的转型，李稻葵主张银行业减少依靠贷款和扩张盈利的模式，多发展中介业务。
他主张金融体系多元化，认为这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关键。
欧美不会二次衰退欧美债务危机在不断加剧的形势下，债务危机使全球经济再一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
。
因为这次债务危机是结构性的，是比较局部的。
比如在欧洲，债务危机主要集中在五六个国家——爱尔兰、葡萄牙、希腊、意大利、西班牙。
其中大国是西班牙和意大利，但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两个国家的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严重的主
要是爱尔兰和希腊，所以局部性比较明显。
欧洲的主体是德国和法国，他们当然会受到波及，他们银行的信用、资产负债表会恶化，银行的信用
评级会下降，会带来二次冲击，但总体上讲，这次和 2008年的情况不一样，2008年是整体的系统性崩
溃。
美国的主权债务 10 年期的债务信用评级下调了，引来了一片恐慌，但是美国经济毕竟还是二元经济，
还有极具国际竞争力的一部分企业，苹果公司、英特尔公司、波音公司等通过全球化，通过世界性的
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美国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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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轮波动和 2008 年不太一样，2008 年是全面的、系统性的崩溃，因此所谓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太大
，更不用说全球范围之内还有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家，这部分国家支撑着整个世界经济的
发展。
日本灾后重建，也有一定的自然拉动力，所以就世界经济整体而言，这种衰退的可能性不像2008年那
么大，没必要像2008年那样恐慌。
除了债务危机，还有其他方面的经济风险是值得警惕的。
希腊、葡萄牙违约、重组、赖债在所难免。
杀一儆百，通过这个方式给这些国家真正的压力，让希腊、葡萄牙真正去改革。
真正走投无路，任何政府上台都必须改革。
这隐藏着巨大的风险，这种情况一旦出现，这些违约的国家一定会出现衰退，财政会大幅度紧缩，投
资者短期内会逃跑。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德国和法国的相关机构、金融机构和银行资产负债表会恶化，会出现请求解救的
呼声。
德国也好，法国也好，政府出于对整个经济的考虑，会营救它们，这就会产生一定的财政负担。
当然，最好的方式还是欧洲央行出面，但是欧洲央行的转型比较慢，不能寄予厚望，所以带来第二轮
的打击。
我想不到有更多的理由促使美国出现大规模的波动。
美国的情况就是对前景的怀疑，对总统竞选的候选人的进程产生各种各样的猜测，奥巴马能不能连任
，未来政策如何，这是美国面临的局面。
总之，美国跟欧洲相比，波动可能会温和一点，改革的紧迫性相对于希腊、爱尔兰而言也没那么强烈
。
但正因如此，美国整个经济的调整、彻底恢复的过程可能会拉得很长，而欧洲相对比较短，这些就是
我们面临的形势。
物价拐点已经出现整个新兴市场国家通胀，在未来很长时间之内，甚至 5 ～ 10 年内都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这部分国家的发展模式跟过去 20 年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发达国家不一样。
发达国家靠的是工业化、信息化，靠的是服务化、金融化， 而新兴市场国家靠的是工业化、城市化，
靠的是原材料的消耗，靠的是各种各样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是离不开原材料的，所以原材料价格会在
整个新兴市场国家兴起的过程中不断地上涨。
同时也不要忘记，当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推进的时候，农民出于比较利益的考虑，种
粮食的积极性会下降，因为打工的工资更高。
种粮的积极性下降之后会有什么后果？
粮食的供给会下降，那么全球范围之内粮价、农产品价格就会上升，这是个格局性变化。
因此，新兴市场国家乃至全球通货膨胀的压力，会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不断出现。
中国政府从 2011 年开始把控通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而中国的CPI 拐点基本上已经出现。
但是不要忘记，通胀在中国可能有韧性。
在未来相当长时间之内，我们可能回不到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那段时间的 2% 左右的通胀水平， 可
能会持续出现3%～5%的温和通胀。
改革才能突破瓶颈“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过去 10 年相比，我相信会有比较明显的回落，
也是正常的回落。
因为我们过去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讲是过快了，是不可持续的，其中主要的因素是房地产、土地财政
。
所以“十二五”期间，事实上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已经固化，有长期性在里面。
房地产调整的政策是必需的，总体上是要改变房地产的发展模式。
这么一个发展模式的改变是要付出代价的，是痛苦的，增长速度会降下来。
所以我估计2012～2013年的增长速度都会有所回落，8%以上可能是有保证的，但是 9%以上，不见得
非常现实。
“十二五”时期，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并不在于增长速度能不能够维持，而是能不能够抓住机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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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重大的经济体制方面进行改革，有所突破，其中最最重要的一条是财政体制改革。
财政体制过去十几年以来改革甚少，已经形成明显的制约，明显的瓶颈，这是最大的风险。
不改革，日子一样过，但是不改革一定会给未来带来更加重大的风险。
所以，有没有忧患意识，要不要改革，这是最大的挑战。
金融体制必须多元化“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银行业转型的方向从大的格局
上讲，要改变现在靠贷款、靠扩张获得盈利的方式，业务收入来源要多元化，要减少贷款的比重，增
加中介业务收入的比重。
另外，银行业的发展要想可持续的话，必须实现一定的资产市场化。
这里不说证券化，而是市场化，就是部分银行的成熟资产要转让出去，这样才能够减少银行的负担，
以此来增加银行的资本金，而不是以现在的方式，靠上市、融资、发债来增加资本金，这种模式走不
通了。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我们的银行越来越大，大了以后一定会有问题，一定会影响到其他金融部门、金
融机构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银行发展大的格局，从方向上来看是比较明确的，要变得更加灵活、减少贷款的比重，要
使资产轻量化，不要持有过多资产。
银行的发展在于滚动发展，在于不断前进。
监管层和国内外投资者都比较关注银行业的平台贷款和房地产贷款的风险，从宏观层面上讲，这些风
险是可控的。
我反复讲到，中国政府手里是有资产的，是有良性资产的，包括石油公司、移动公司。
关键是什么？
尽管总体是可控的，总体的资金量是够的，但情况跟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末那段时间是不一样的
。
关键是要给地方政府一套崭新的关于公共财政的规则，让地方政府明确什么是资产，什么是负债，哪
些是资本性开支，哪些是日常性开支，要有一个完全崭新的公共财政体系，这些需要深刻的改革，不
是一两天能够完成的。
再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这是国内外都存在的问题。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症结可能也跟银行有关。
我们的金融体制太单薄，过分地依赖银行，而银行都很大，大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是划不来的，成本
很高。
所以我们的金融体制必须多元化，多元化之后才能够让中小企业或者微型企业、创业型企业有门当户
对的金融服务机构，而不是一窝蜂地涌向个别的、若干个金融机构，这是解决问题之本。
中央已经明确提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利率市场化改革应该遵循怎样的思路，是不太好把握的一
件事情。
我觉得需要通过不断的试点改革去摸索，就是不知道存款吸纳机构，也就是主要的商业银行有多大的
自我控制能力。
大家担心的是，一旦存款利率放开，银行会不会高息延揽存款？
我不认为任何人会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答案。
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我的建议是：试点。
找个别地区，找若干机构一点一点地放开，这也是我们改革的基本办法，动一动、改一改、试一试、
看一看，一步一步来，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长远来看肯定没问题，银行都知道要为自己长期的盈利负责，今天把利率提高了以后，资金成本就
会提高，会使得银行自己无法生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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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网易财经的《意见中国》节目内容独到且深入，对于了解中国经济趋势以及企业的成长颇有启发。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多数人看见，少数人看透。
但少数人的意见要变成多数人的共识，并不简单。
网聚人的力量，找到大善，找到方向。
——《21世纪经济报道》创始人、主编刘洲伟好的意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
《意见中国》的价值不仅是因为它汇集了经济学者们的看法，更重要的是这些看法有着很多不同，提
供了多元的视角。
——《财经》杂志主编 何力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几年间，经济学家群体承担了引领、教导、呼吁的
作用，他们在被社会赋予太多光环的同时也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我想未来他们也许还要面临更多关于学识、学风、道德等层面的拷问。
这就是社会和时代对他们的依赖和期望吧！
——《中国经营报》总编辑李佩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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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他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见证者，他们有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建言，他们积极在为改革寻求出路，他们始
终在探寻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茅于轼、盛洪、李稻葵、许小年、张曙光、鲁政委、陈志武⋯⋯拨
开笼罩在中国经济问题上的重重迷雾。
厘清中国经济现状，把脉未来发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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