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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小民说话》，是梁小民近一年来发表于各种报刊的杂文随笔，从足球这样的小事到加入WTO这样的
大事，都在他的写作范围之内。
本书共分五部分：“看足球谈经济”是从足球赛这样全民共乐的运动中，悟出点经济学道理；“加
入WTO以后”是用具体的事阐述加入WTO之后需要面对的问题；“铁路价格听证会”是他参加这次
会议的一些感受；“经济杂论”和“冷眼看社会”则是一些题材不同的社会随感。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小民说话>>

作者简介

梁小民，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工商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教授，兼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教授
，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特邀观察员。
多家报刊专栏主笔，如《经济导刊》、《万象》、《21世纪经济报道》等。
代表作：《经济学的开放》等，译著：《经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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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看足球谈经济』   裁判是关键  以攻为守才是上策  走出去才有优秀球员  重赏之下才有勇夫  好球
队要有团队精神  谁为足球买单  足球明星的高收入合理吗?  世界杯门票销售不畅的启示  预测是困难的 
没有永久的先进与落后  切忌大跃进心态  让世界杯干净些  国运兴，球运兴  天外有天  看足球，变观念 
制度决定论  追求什么样的平等  如何让裁判公正  把足球当球玩  当个球迷真幸福  足球的非国有化  足
球是一个赚钱的行业『加入WTO以后』  入世经济学——加入WTO与经济学  面临最大挑战的是政府
——加入WTO与政府  圆一个世界工厂的梦——加入WTO与制造业  换一种思维方式——加入WTO与
汽车工业  “洋医院”告诉我们什么——加入WTO与服务业  民航垄断到何时——加入WTO与民航业  
银行服务不是给糖豆——加入WTO与银行业  宝钢兵败国门的启示——加入WTO与企业  让中国农产
品走向世界——加入WTO与农业  温州打火机被谁狙击——加入WTO与打破技术壁垒  我们需要什么
样的入世图书——加入WTO与图书市场『铁路价格听证会』  在铁路价格听证会上的发言  车票提价的
是是非非  铁路应该如何定价?  价格听证会：一种有限的进步  听证会以后怎么办?『经济杂论』  为什么
民营企业做不大？
  实现百分之七增长率的政策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  减税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小的也是美好的  要
把旅游当大菜  给弱势群体国民待遇  扶贫，从教育做起  罚它个倾家荡产——“立华现象”的反思  新
一轮汽车投资热又来了  企业家是天生的  经济学有什么用  学经济学，从读这本书开始——推荐曼昆的
《经济学原理》  写给大众的经济学『冷眼看社会』  诚信，从政府做起  且莫滥用宽容  走出评比活动
的困境  何日走出“浮躁”  经济转型中的京剧艺术  小议抹布主义  有钱就有好大学吗?  晋商的身股制  
寻找中国的数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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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好球队要有团队精神◇    如果把全世界最好的球员集中在一个队，这支球队一定无敌于天下
吗?我看未必。
因为一支球队的实力并不等于每个队员实力之和。
如果每个球员之间配合得好，这支球队的实力就大于每个球员实力之和；相反，如果每个球员之间配
合不好，这支球队的实力就小于每个球员实力之和。
在一支球队中起作用的不仅有个人技术与实力，更重要的还有球员的团队精神。
    足球与许多个人竞技项目不同，一支球队踢的如何是所有球员合作的结果。
如果一支球队的每个球员技艺都极高，但比赛中只注重个人技艺的表现，而不注意与别人配合，只注
重个人进球，而不管整个球队的进球，其结果一定难以取胜。
队员之间的这种配合默契，以及相互理解与支持，就是我们所说的团队精神。
这种团队精神不仅球队需要，而且企业和每一个组织都需要。
团队精神是任何一个组织成功的基本保证。
    俄罗斯伟大作家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这部名著中指出，一个军队的战斗力是它的士兵人数和
某个未知数的产物。
这个未知数就是我们所说的团队精神。
出生于俄国的美国经济学家莱宾斯坦受托尔斯泰的启示提出了X效率理论。
X效率是企业和一切组织中一个无法确定、可大可小的效率。
决定这个效率的不是组织中人数多少，每个人的水平如何，而是团队精神。
莱宾斯坦提出，在欧美国家，由于X效率低下带来的损失高于GDP的5％。
其实一支球队整体实力如何也取决于这个X效率。
    经济学家并不否认人是利己的，在一个团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
例如，球员在比赛中努力发挥个人的技艺，以便进入更高层次的俱乐部，获得更高报酬，或有更高的
转会费。
但作为一支球队，整体目标是在比赛中取胜，如果个别队员只想展现自己的水平，不与其他人配合，
由高水平球员组成的球队也会失败。
这就是莱宾斯坦所说的X效率损失。
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做到大公无私，因此，重要的不是提倡什么“狠斗私字一闪念”，而是用一种制度
引导每个人都为整体利益而发扬团队精神。
    我们说过，一支成功的球队、足球俱乐部，或者任何一个组织，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率的激励机制。
这种激励机制不仅要能激励每个人发挥出自己的最高能力，而且要鼓励每个人都有团队精神，在一些
情况下，甚至可以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一己私利。
所以，激励机制应该从一个组织整体效率的角度来设计。
人的行为是对某种制度合理的反应，团队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个人牺牲自己的产物，而是对
一种制度的反应。
例如，如果一支球队仅给进了球的队员以极高的奖励，而不奖励为进球作出贡献的其他队员，每个队
员都想自己进球，而不愿意配合别人，这支球队无论个人射门技术有多高，肯定不能天下无敌。
因此，激励机制的设计就要从整个球队的进球出发。
    当然，靠有效激励机制树立团体精神意识仅仅是一支球队或团体成功的第一步。
如何真正做到团体各成员之间的默契和配合还要有一个过程。
有些赛前被看好的球队表现并不出色，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优秀球员平时在各俱乐部踢球，赛前才集中
在一起，即使有团队精神，做起来也难以一步到位。
任何一个团体要实现成员之间的配合都要有一个“磨合”过程。
在经济中，这就是老企业优于新企业的地方。
        对于足球我是外行，看球赛也有点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但我仍喜欢看。
看那些世界顶尖级球队踢球，我不仅佩服球员个人精湛的技艺，还佩服他们之间表现出的团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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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球赛中包含着许多丰富的哲理，球队成功的经验也适用于许多其他事情。
如果看世界杯时再想想这些哲理，看的兴趣就更大了，这就是外行也能看出门道吧。
    ◇足球明星的高收入合理吗?◇    活跃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大牌球星，收入是令人咋舌的天文数字。
他们的收入是否合理呢?这是许多人都关心的问题。
        球星们的巨大收入是否合理，不能根据数额多少来判断，也不能用平等这样简单的道德观念来判
断。
收入高：并不一定不合理，收入低，也并不一定合理。
人人收入平等并不是理想境界。
关键在于决定球星高收入的机制是否合理。
    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是由贡献决定的。
谁的生产要素在生产中作出的贡献大，谁的收入就高。
衡量生产要素贡献的是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这种价格又是由该生产要素的供求决定的。
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中，由市场按这种机制决定的收入，无论高还是低，都是合理的。
当足球事业按市场化原则经营时，球星的收入也是用这种机制决定的。
    把足球作为一种经营性活动，足球俱乐部是供给者(企业)，球迷和其他企业是需求者(消费者)。
这种供求关系决定了足球赛的价格和足球俱乐部的收入。
在足球事业中，球员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足球俱乐部是球员的需求者，足球运动员则是供给者。
球员的收入由这种供求关系决定。
球星们的收入是否合理不在于高或低，而在于是否按这种原则决定。
    足球运动员的供给是稀缺的，因为成为优秀球员需要一些天生的素质。
任何事业做到极致的人都是天才。
球员都是天才，大牌球星更是超天才。
天才当然是稀缺的。
要成为优秀球员仅有天才还不够，还必须从小接受名师严格的训练，其间所吃的苦，所付出的代价，
自然高昂，何况在这一过程中，具有踢球天才的人能最终成为球星者，少之又少。
这样，足球运动员，尤其大牌球星的供给就是稀少的，大概屈指可数。
    当球星的供给稀缺时，他们在足球市场上就具有了垄断性。
这时决定他们的价格，即收入的因素主要是需求。
足球成为最具世界性的一种运动，拥有最多、最痴迷的观众。
足球已成为最赚钱的职业之一，从而对足球运动员，尤其对球星的需求是巨大的。
这种供给有限而需求巨大的状况，决定了足球运动员们可以有高收入。
    对大牌球星而言，需求更为巨大。
足球俱乐部只有吸引了这种球星加盟，其比赛才能吸引更多观众，观众才愿意出高价买门票，企业也
才愿意花高价在这类比赛中做广告。
球星缺乏，而各俱乐部都想得到球星，这就要展开竞争，竞争的手段主要是支付高薪酬。
这样，球星们的收入就上去了。
各俱乐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起码要收支相当。
他们愿意向球星支付天文数字般的薪酬，说明这些球星能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收入，的确是物有所值。
俱乐部愿意支付高薪酬，球星们愿意接受这种薪酬，为俱乐部提供踢球服务，双方是一种自愿交易，
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
    对大牌球星的需求还来自企业。
企业愿意借用球星们的名人效应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
企业也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它们通过球星广告增加的销售与收入，一定要大于它们付给球星做
广告的薪酬。
企业愿意支付高广告费，球星愿意以这种价格为企业做广告，双方也是一种自由交易，同样合理。
    我们所说的这种情况是完全市场运行的结果。
足球俱乐部和企业用属于自己的钱向球星支付高薪酬，支付多了，吃亏的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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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球星的收人是市场机制调节的结果。
当然，政府要依法向这种高收人征税。
不过这是另一回事。
    在市场经济中，俱乐部和企业向球星支付的高薪酬，来自球迷自愿买的门票收入和企业自愿支付的
广告费。
但如果俱乐部并不是盈利企业，企业也不是私人企业，他们用别人的钱(如政府财政拨款或不用自负盈
亏的国有企业的收入)向球星支付高薪酬，这种高薪酬就不一定合理。
用自己的钱，还是用别人(纳税人或国家)的钱，向球星支付高薪酬有本质的不同。
所以，球星的高收入是否合理，取决于这种收入的决定是否市场化的。
    市场经济中各种职业人员的收人都是由这种原则决定的。
这是初始的收入分配。
由于每个人能力、勤奋程度以及机遇的不同，必然出现收入巨大差异。
球星们的高收入正是市场机制起作用的结果，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
当然，政府应该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缩小这种收入差距。
但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存在不是由于市场分配机制不合理，而是出于人道、社会和政治考虑。
我们承认收入再分配的必要性，但并不能否定市场分配的合理性。
收人再分配保证公正，初始的市场收入分配保证效率，两者都重要，但应该效率优先。
    球星的高收入是保证效率的市场原则的结果。
看了他们精彩的球技，你会更加理解这一点。
    1994年世界杯比赛时我正在美国。
与同住一起的一位乌拉圭教授共同看球。
我问他乌拉圭国家足球队的情况，队员收入如何，国家如何组织足球事业。
他说，乌拉圭没有国家养活的足球队，踢球是许多人的业余爱好，他们平常是理发师、工人或教员，
业余踢球玩，踢得好了，就加盟足球俱乐部，没有国家养活他们之说。
有大赛时，足协把好球员集中在一起就成了国家队，赛完了各自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
我才知道，要把球踢得好，并不一定要国家出资养活一个长年以足球为业的国家足球队。
    欧洲、拉美各国的足球水平甚高，其关键原因不是他们人高马大、体格健壮，也不是他们喝了多少
奶，吃了多少肉，而是有一套按市场经济规则设计的俱乐部制度。
为足球买单的不是政府，而是市场，是广大球迷和企业。
这种制度使足球比赛水平越来越高。
过去总觉得亚洲人不行，这次韩国与日本都以小组第一进入十六强说明，只要有这种制度，同样可以
产生优秀球员，把球踢到世界水平。
如同经济市场化是经济繁荣的惟一之路一样，足球的市场化也是足球成功的惟一之路。
又回到了经济学的一个老话题：路径依赖，制度决定。
法国队这次失败后仍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们说，因为我们有一种好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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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经济这个话题，说起来总让人感到沉重而严肃。
经济话题大到经邦治国，小到个人理财，都是对国家、对个人极为重要的事。
其实严肃而重要的话题，玩可以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讲，也可以放开了，调侃着轻松地谈。
我这个人天性严肃不起来，只好轻松地谈了。
    经济学的许多道理实际上包含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许多小事中，想严肃也难做到。
另有一些大事，也可以“戏说”。
轻松话经济，就想通过大大小小的事件，而且是我们都熟悉的事件，谈出点经济学道理，让读者在轻
松的阅读中，领悟到点什么，学得一招半式。
    这本文集中的文章是我近一年来所发表于各种报刊的。
有些是看到些什么消息，有灵感而写，有些是报刊的约稿，奉命文字，所以内容、题材颇杂。
从足球这样的小事到加入WTO这样的大事，都在我写的范围之内。
但作为一本文集，无论题材多杂，  中心只有一个——讲点市场经济的原理，推动我们的市场化进程
。
    本书共分五部分。
“看足球谈经济”是想从足球赛这样全民共乐的运动中，悟出点经济学道理。
“加入WTO以后”是一个严肃的题目，但我也尽量用具体的事大话小说。
“铁路价格听证会”是我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些感受。
“经济杂论”和“冷眼看社会”则是一些题材不同的文章，随感而已。
好在每部分之前都有一个小序，大家看了，就知道由来了。
    编完以后看看，这本书像一盘大杂烩，不过我还是希望大家喜欢这盘大杂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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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梁小民教授被称为是最亲近大众的经济学家，他撰写的通俗性经济学随笔、杂文始终保持着平民本色
和大众意识，也充满"为公众利益而呐喊"的社会责任感。
本书可谓阐述了最生动通俗的经济学思想，可以让读者从中明白一些经济学原理并学到一招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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