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与中国官员谈经济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与中国官员谈经济学>>

13位ISBN编号：9787545405200

10位ISBN编号：754540520X

出版时间：2010-7

出版时间：广东省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广东经济）

作者：王东京

页数：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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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中国官员谈经济学>>

前言

我在各地调研时，常听到人们发议论：某某领导懂经济，某某领导不懂经济。
那么怎样才算懂经济呢？
老百姓看的当然是实惠，如果我们的领导同志，你为官一任，却不能造福一方，大家肯定认为你不懂
经济。
但要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懂不懂经济，就是要看你是否了解基本的经济理论，能不能运用这些理论
驾驭经济工作，按经济规律办事。
阿基米德曾经说：给我一个支点，就能转动地球。
如果我们把经济活动比作地球，经济政策比作杠杆，那么经济理论就是那个撬动“地球”的支点。
对于我们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来讲，天天与政策打交道，或是制定政策，或是执行政策，但如果
没有掌握必要的经济理论，难免会打乱仗，事倍功半不说，很多时候还会弄巧成拙。
从事经济学研究的都知道，经济学中有一个资本收益递减规律。
其实，政府出台的经济政策，它的效应也是递减的。
经济生活不像物理实验，它的变数太多，几乎无法控制。
1998年以前，物价高企，治理通胀是主要任务。
哪承想我们这边“着陆”未稳，就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接着是一场大洪水。
原来的经济过热，一下子变成了需求不足。
问题变了，政策当然得跟着掉头，否则，无异于南辕北辙。
经济政策既然要适时调整，常变常新。
那么，我们怎么评价政策？
从根本上说，还得靠实践。
一项政策好不好，有没有效，必须让实践说话。
但单纯由实践来判断，难免会成“马后炮”。
好比一个人置身在沙漠中，沿哪个方向可以找到绿洲，哪个方向是死路一条，他必须事先就作出定夺
。
绝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随便走下去，走对了是万幸，可一旦搞错了，等到将死的那一刻，实践出了
结果，而他自己，也要埋尸黄沙了。
果真如此，岂不是代价太大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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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学绝不是屠龙术。
如果我们善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它最本原的东西梳理出来，就会发现，经济学基本的理论，远
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
    本书旨在为政府决策者提供开启经济学大门的钥匙。
全书分“经典引读”、“领悟大师”、“经世济民”、“他山为鉴”四大篇，从古典到现代，从理论
到实践，对经济学作了一次大跨度、全景式的盘点。
读者在读完本书并消化吸收后，就能获得在工作中最实用的经济知识。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与中国官员谈经济学>>

作者简介

王东京，湖南常德人，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
长期从事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在《经济日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青年报》、《21世纪经济
报道》、《南风窗》等写专栏文章数百篇。
在《经济研究》、《财贸经济》、《改革》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著有个人专著《国际投资论
》、《中国政策选择》、《大潮剖面》、《聚焦时政》、《经济学笔谭》、《中国的难题》等十多部
。
近年来撰写出版的《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学》、《与官员谈中国经济》、《与官员谈经济政策》、《与
官员谈经济学名著》、《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史》、《与官员谈现代金融》、《与官员谈财政税收》、
《与官员谈中国改革》等，在国内广大党政官员中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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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能实现完全竞争，而且会产生垄断，使市场价格机制失灵。
因此，他主张有限的国家干预。
在足球比赛中，裁判员的任务是保证比赛规则不折不扣地得到遵守，而不是亲自下场去踢球，一展脚
下功夫，也不是对运动员指手画脚或面授机宜，因为这些都是教练和运动员的事。
国家跟裁判员差不多，它的真正任务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为竞争创造一个稳定适宜的外部环境。
比如反垄断，兴办铁路、邮电、教育等公共事业等。
但艾哈德再三强调，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是保持币值稳定。
“没有相应的通货稳定，社会市场经济是不可想象的。
”艾哈德认为，如果国家不负众望地完成了她该做的事，“社会市场经济”就具备了“社会”的性质
。
从艾哈德以上的论述不难看出，“社会市场经济”说到底，就是以自由竞争为主，国家干预为辅。
有什么样的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政策。
可以说，联邦德国的复兴之路，就是艾哈德在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制定出一系列政策并克服
种种障碍，一以贯之的过程。
反垄断是艾哈德一贯的经济政策。
他指出，市场经济的秘诀就是要使供求双方趋于平衡。
要实现这一点，就要展开自由竞争，并让市场来自由决定价格，离开这两条，市场经济就无从谈起。
垄断既排斥自由竞争，又妨碍自由定价，与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要坚决予以反对。
面对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要求，艾哈德认为，工资随着国民收人的提高，理所当然应该“水涨船高”
。
但另一方面，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宣扬他不受欢迎的“真理”：一旦工资的增加超过生产率的增长，必
然引发通货膨胀，危害经济的健康，于雇主和工人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
他提出了把蛋糕做大的思想：与其大家喋喋不休地讨论分配问题，倒不如齐心协力提高国民收入，只
有做大蛋糕，每个人才能利益均沾，如果蛋糕太小，即便是上帝，也是爱莫能助。
对福利国家政策，艾哈德持反对态度。
他担心如果国家对一个人包揽得太多太广，个人就会缺乏竞争的压力，久而久之，就丧失了进取心。
最后，整个社会将滑向危险的边缘，“随之而来的不是什么没有阶级的，而是没有灵魂的机械社会”
。
因此，艾哈德说，达到“全民繁荣”的最好途径，只能是竞争。
不可否认，艾哈德的理论模式，适应了战后德国的实际需要，取得了显著成效。
正如人们把美国同期的经济繁荣归功于凯恩斯主义一样，德国人也把他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
成就，归功于艾哈德的理论。
然而好景不长，进入60年代中期后，联邦德国面临“滞胀”的威胁，经济停滞不前。
1967年，艾哈德内阁倒台，社会民主党执政，吸纳了凯恩斯的理论，强调国家干预。
进入80年代以后，科尔政府上台，又主张恢复艾哈德的“多市场、少国家”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和政
策。
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间，没有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
此一时、彼一时，经济政策应根据经济形势来调整，不可僵化。
多国的经验证明，在经济平稳时期，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较为有效，而经济波动或危机时期，国家干预
主义却更为灵验。
另外，从50年代起，德国就推行各种福利政策，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对艾哈德的
反福利国家理论，可说是一个无情的否定。
但尽管如此，艾哈德的理论还是给了人们一个提醒，搞社会福利，一定要量力而行。
否则，经济发展这部机器，将会失去动力。
布坎南全面阐释“政府失灵”布坎南作为公共选择学派的奠基人，如今已是声名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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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把“经济人”假定引入到政治学领域，并使公共选择理论成为经济学中的一个
重要分支。
布坎南是国家干预理论的反对者，他认为政府并非圣贤，一点不比市场高明，与其政府手忙脚乱，还
不如听任市场竞争来得有效。
1960年他出版《公共财政》一书，系统地表达了他的这一思想。
在布坎南看来，政府不过是一个特殊的“生产者”，提供的是“特殊产品”。
他为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一个孤岛上，住着一群渔民。
由于礁石丛生，早出晚归的渔民一直希望有一座照亮海面的灯塔，保证他们安全航行。
然而问题在于，谁来为建造灯塔支付成本呢？
因为灯塔毕竞不像灯笼，你若花钱买盏灯笼，可以只供自己使用，可灯塔却不同，一人建造，则众人
受益。
那些过往船只，即使分文不掏，也能借光行船，坐享其成。
既然如此，谁也不会当冤大头，去劳神费钱地建灯塔。
没有灯塔的日子，自然不好过，于是渔民就希望政府出面，强制征税，代建灯塔，消除“搭便车”现
象。
可见，提供灯塔一类的“公共产品”，正是产生政府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了政府，就要有人来主事。
民主社会不同于专制社会，挑选政府的掌权人，不能少数人说了算，须得公众集体同意。
用经济学行话说，就是要通过公共选择。
政府市场的公共选择，与经济市场上的私人选择大不相同。
当你兜里装着钱，在市场上购买商品时，只要自己看上了眼，就可以拍板，不需与旁人商量。
公共选择则不然，人多嘴杂，偏好各异，即便是大家一起去郊游，有人可能喜欢登长城，有人却喜爱
爬香山，意见很难统一。
所以公共选择，如同体育比赛，要决胜负，必须先建立好规则，没有规则，公众一旦选择起来，就会
争论不休，甚至大动干戈。
正因为如此，所以布坎南特别看重对“规则”的研究，并把它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一块基石。
公共选择，其实就是投票，投票规则说起来五花八门，但最主要的就是两种：即一致同意规则与多数
同意规则。
一致同意规则，也就是一票否决。
最典型例子，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只要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有一个反对，决议就会胎死腹中。
这种规则的优点，是投票人皆大欢喜，但不足是协调成本太高。
俗话说，众口难调。
那些大饭店的名厨师，做出的饭菜要让所有客人满意，尚且不易，更别说要做“一致同意”的集体决
策。
耗时费力不说，最要命的是等大家一致通过之后，“黄花菜”也就凉了。
于是，人们只得退而求其次，采用多数同意规则，即所有投票人中，只要半数以上通过就行。
多数同意规则，虽然能满足多数人的意愿，但却要牺牲少数人的利益。
这样少数人就会感到，自己势单力薄，寡不敌众。
既然定不了大局，动不了乾坤，有的人投起票来就无所谓，随大流。
如此一来，必然给某些利益集团以可乘之机，它们利用小恩小惠，拉拢选民，为他们所用。
可见，两种投票规则，都不是尽善尽美，有利也有弊。
既然投票规则有先天不足，那么通过这种规则选出的“政治家”，自然很难靠得住。
可是传统的经济学，对此却不以为然。
过去经济学家看“人”，历来用的是“善恶二元论”。
在经济领域，他们认为人都是自私的，一副丑恶嘴脸；可一旦到了政治领域，似乎摇身一变，人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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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正人君子。
整天为“正义”而忙碌奔波。
布坎南认为，这种二元理论，离现实相去甚远。
实际上，官员并没有超凡脱俗，他们也是经济人，同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而且，官员也非下凡的神仙，没有先知先觉，更不能无往不胜。
与普通人一样，他们也会常常犯错，也会好心办坏事。
所以在西方社会，政府失灵几乎司空见惯。
当然，政府官员与普通人也有不同，他们头脑中通常没有“利润”概念，不像企业家那样，为赚钱去
挖空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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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与中国官员谈经济学》：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抓住经济学本原，掌握经济规律，驾驭经济工作。
超级畅销书《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学》姊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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