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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性的金融风暴正在席卷全球，遣成普遍的恐慌。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也抱怨金融风暴影响了他们的生意。
其实，金融风暴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还有待观察。
对中国而言，不少人认为中国可能是金融风暴中的赢家。
众说纷纭，很难判断谁是谁非。
我倒愿意更多地看看我国经济的基本状况，分析它和风暴的相互作用。
玩股票的人喜欢讲“基本面”。
我不大懂股票市场的基本面是什么。
但是，我想借用这个词来看中国经济的基本状况，特别是它跟三十年前比较有了哪些变化。
从企业的角度看，现在中国的企业和三十年前完全不同了。
严格地讲，从公私合营以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还没有私有企业。
私有企业是民营经济得到发展之后才有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营企业出现至今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相当于一个人干了半辈子的时问。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企业从新生到成熟，有了极大的进步。
现在大企业的管理水平、员工的素质、研发能力和市场井发能力都很接近国际水平。
近年来MBA课程普遍开设，过去没有机会学企业管理的现在纷纷补课。
随着管理水平的提高和企业规模的扩大，中国出现了像联想、海尔、华为等全球知名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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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书集茅于轼先生的经济学作品百篇，第一部《一个经济学家的独特视角》，是茅于轼关于社
会、民生、经济的思考，睿智通达，振聋发聩；第二部《从金融危机谈起》，告诉你在金融危机席卷
全球之时，中国以何应对，并探寻社会进步之路；第三部《茅于轼谈经济从身边看世界》，茅于轼以
他独特的思考和观察，回答了我们见之却不得解的问题；第四部《茅于轼谈经济从微观到宏观》，以
管中窥豹的姿态洞察藏在微小变化中潜藏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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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出生于南京，抗战时辗转于大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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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20余年从事铁道机车车辆研究
。
20世纪70年代中开始运输经济、数理经济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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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澳大利亚昆十兰大学等院校教授经
济学，并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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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台国开发计划署顾问。
现任国内外十二种杂志的主编、顾问编辑和编委，2008年1月被聘为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特别顾问。
曾入选美国Marquis1993至1995年世界名人。
著有《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经济学的智慧》、《
生活中的经济学》等书，发表了几百篇有关经济理论、经济政策、能源、环境、道德等方面的论文和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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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金融业的新任务大家知道，金融业的任务就是把资金调动到生产效率最高的地方去，而且要以最低的
成本、最安全的方式来完成这个过程。
一个社会，一个家庭，总归会有一定量的储蓄。
这些分散的资金是很难运用的。
只有把它们集中起来，并且借贷到企业家手中，让资金这种生产要素发挥作用，社会才能够生产出更
多的财富。
如果一个国家的金融业不能把钱调动到生产效率最高的地方去，甚至于调动到了亏损的项目里去，这
个国家的金融业就是一个很槽糕的行业。
由于资金不能发挥它的生产能力，这个国家的财富生产必定受阻。
所以金融业的好坏关系全体百姓的收入增长。
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资金有自动流向生产效率高的地方的趋势。
因为人们都是追求财富，做对自己最有利的事，都会努力寻找赢利能力高的项目。
万一资金流向了效益差的项目，不是判断失误，就是有市场力量之外的权力在起作用。
判断失误是难免的，但是权力的干扰应该可以避免。
所以，金融业要求资金的自由流动，它最怕行政力量的干预，破坏了资金自由流动的规矩。
以上所说的是金融业的传统任务。
现在金融业又有了一项新的任务，就是在财富创造之外的环境保护。
人类追求一个幸福的生活，幸福不但来自金钱，还需要碧水蓝天，需要良好的环境。
而环境的治理或保护，同样需要资金。
所以，金融业在人们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又多了一项新任务。
追求利润和保护环境是不是互相矛盾？
的确，要使利润极大化，就不能照顾环境保护；照顾了环境保护就不能达到利润极大化的目标。
而这两个目标中的任何一个又都不能放弃。
这就给金融业出了难题。
西方社会经过多年的探索，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这就是社会责任投资。
这种投资不但能够赚取利润，而且对环境有益。
它的做法是在能够赢利的许多项目中选取那些对环境有益的，或者在对环境有益的项目中选取能够赢
利的。
这些项目不一定能够赚取最大的利润，但是对环境有益，它是用牺牲一些经济效益取得环境效益。
如果把经济和环境两方面加来看，这种项目是得益最大的，超过了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那些项目。
其特点是投资人愿意牺牲一点个人的收益，只追求一个合理利润率，不追求利润的极大化，因而对全
社会作出了贡献。
举例讲，生产太阳能热水器是一种产业，做得好是能够赚钱的。
它同时又对环境有好处，因为可以减少煤炭的消耗，减少燃煤所造成的污染和温室气体的排放。
这样的产业哪怕少赚一点钱也值得去做，这就是社会责任投资。
类似的行业还很多。
金融业为了实现环境目标，应该收集许多这一类的项目，供投资者选择。
于是，这就成了一项很专门的金融业的一个分支。
社会责任投资不但包括对环境有益的类别，也可以包括对社会公平有益的项目。
有一些项目可以帮助贫困人口，同时又能够赚取利润。
比如，发放小额贷款，举办职业培训学校，这一类项目能够帮助贫困人口脱贫，同时又能赚钱。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一切能施惠于社会，而且能够得到利润的项目都可以属于社会责任投资：比如
办教育，不但使上学的本人受惠，而且有助于全社会的繁荣稳定。
因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必定是由教育水平高的百姓所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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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和有教养的人打交道，不愿意和野蛮人打交道。
其实，社会责任投资因为对社会有益，政府应该在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鼓励他们的发展。
举例讲，开办职业培训学校，增加社会就业，不但帮助了失业的人，而且这些人就业以后，能够创造
出财富夹。
当他们拿赚到的钱购买商品时，政府就获得了税收。
所以对这一类的项目政府不但不应该收税，还应该给予补贴。
我国目前的税务政策还没能照顾到这种关系。
但是将来一定会实行对社会责任投资的税收优惠。
这将更有利于这一类金融业务的发展。
在我国兴办社会责任投资还有一个障碍。
中国人有一种误解，以为赚钱就是坏事，尤其是赚大钱一定是剥削。
不明白全社会最重要的大事就是财富的创造。
一个扶贫性的小额贷款能够得到社会上许多人的赞赏，但是一旦做成了商业性的小额贷款，同样为贫
困人口服务，就可能被人批评，说是发放“高利贷”。
其实，扶贫性的小额贷款不大可能推广，而商业性的小额贷款，因为有利可图，就有可能得到推广。
从受惠的百姓来看，二者是没有区别的。
可是社会舆论对这二者的评论可大不相同。
仔细想来，社会上最大的利益，包括慈善性的利益，最终都来自财富的创造，来自企业对利润的追求
。
这样想起来，社会责任投资是最值得从事的事业。
在发达国家里，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意识越来越强，愿意牺牲一点个人利益，获取外加的一部分环境利
益，也越来越普遍。
所以社会责任投资能够集中的资金数量越来越多，成为金融业中的一个新秀。
处理社会责任投资和一般的金融业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但是在选取项目时，在两个有同样回报率的项目中，哪个对环境更有益，这需要一定的专门知识。
环境的好处往往不能用钱表示，哪个好处大？
不是很容易判断的。
在我国，由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发起，由花旗银行和壳牌公司出资的推广这一类投资的运作已经展开
。
总的投资数可能达到几十亿美兀。
这是一项值得注意的新发展，也是金融业的新的生长点。
金融垄断和非法集资非法集资案从孙大午案起就是一个不断有争议的话题。
看律师的辩护词和法官的判决，都有一些没能说清楚的道理，而且有一些是关系到最基本的对法律本
质的认识问题。
要不要集资？
毫无问题，要。
如果没有集资，家庭的储蓄怎么能够成为企业家的投资？
银行把我们一家一户储蓄的钱集中起来，用于项目的建设。
我们看到的高楼大厦、高速公路、机场、电站，等等全都通过集资这一重要过程才得以建设成功。
银行集资有这样的功能，其他方式的集资，功能也类似，都能够把暂时多余的钱移动到能够发挥生产
能力的地方。
所以集资是绝对必要的。
既然如此，集资应该受到鼓励，要为集资开辟道路，何以发生了非法集资，对集资采取否定态度？
答案可能是有些人利用集资牟利，使另外一些人受损。
更有甚者，在集资中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秩序。
很明显，这些不良后果并不是集资开始的时候就有的，而是到后来才发生的。
毫无例外，集资开始时，双方都是自愿参与的，都是认为对自己有利才参与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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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早知道集资要出问题，要吃亏，这资金根本就集不起来。
因为集资后来出问题来判断最初的集资是否合法，凡是后来要出问题的集资都属于非法集资，只要不
出问题就算合法，合法或者非法要到最后才能判断，这样的法律，不能防患于未然，失去了法律应该
有的作用。
而且从后果来判断，现在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造成了几万亿的坏账，扰乱了国家金融，早就应该判
为非法集资。
当然，我们不否定这些银行在经济建设中发挥过的巨大作用。
没有他们的集资，绝大部分建设项目都是不可能的。
不过，集资并不一定要有巨额坏账，这是两回事。
功并不能补过。
集资应该鼓励，但是又可能发生不良后果，怎样防患于未然，就成了一个难题。
世界各国都对集资有一定的限制，都是为了防止将来可能发生的纠纷，特别是损害了第三方的利益。
比如办银行万一倒闭的话，存款户会发生损失。
所以要求银行必须有足够的资本保证，以防万一银行放款的债权出问题，可以用自有资本抵偿对存款
人的债务。
但是，我国的规定却不同。
按照现有的法律，凡是对普通公众对象征集资金的都算非法集资。
如果是对特定对象，而且数目不大的就不算非法集资。
于是审判这类案件时，控辩双方都围绕是否是特定对象，或者对象的数目有多少来做文章。
显然，对这两个关键点根本不可能拿出一个有客观根据、没有争议的标准。
这就是许多非法集资案都成了疑案的原因。
即使做了判决也难以服人，遗患无穷。
而且，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我国的四大国有银行统统都是非法集资。
因为他们集资的对象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
如果认为国有银行可以例外，这就违背了法律适用的平等性原则。
为什么他们能，而我却不能。
这里涉及国家对金融业的垄断问题。
现在在中国老百姓不要说办银行，连集资都冒着触犯法律的危险。
而在发达国家，只要具备一定条件，老百姓是可以办银行的。
美国有7000多家银行，统统都是百姓办的，没有一家是政府办的。
我国的金融业现在是被国家垄断着。
但是中国“人世”以后外国银行已经进来，垄断正在被打破。
只是中国人自己还不被允许办银行。
市场经济要求金融业的开放，垄断已经很难维持。
事实上，地下金融政府根本管不了。
资金的余缺广泛地存在着。
资金多的地方要找出路，资金缺的地方要寻求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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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迎接全球性的金融风暴，要探讨市场制度的缺点，寻求补救的方法，推进人类的福祉。
　　——改革三十年的反思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同从来没有过三十年的和平时期，我
们的发展潜力从来没有机会得到施展。
现在中国人碰到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台，又正值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技术飞速进步的时代，经济的腾飞
是不言而喻的。
这个基本面并不因为全球金融风暴而有所改变，相反，它能够持续不断地起作用。
　　——稳定金融的重要力量面对粮食紧张，有些产稂国家为了防止国内粮价上升，宣布禁止粮食出
口。
如果南半球的产粮国家也采取这种贸易政策，不但损害了国内粮农的利益，而且将导致国际粮价的进
一步推高。
相反，有些粮食进口国，宣布要自绐自足，强调粮食自给最安仝，应该进口也不进口。
这种论调既违匣常识，而且不利于鼓励有优势的国家多生产。
　　——粮食涨价及其应对市场经济的道德是建立在自利的基础上。
正因为如此，它具有非凡的活力。
每十人都有机会为自已赚钱，从而推动社会在物质上的进步。
但是是不是市场经济就只有自利，不需要别的道德因素了呢？
答案是一个清楚的“不”。
市场经济更需要对他人的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不是建立在自利的基础之上的。
它又是一个组织复杂的社会所必要的。
　　——市场经济中的非自利因素：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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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金融危机谈起》介绍了：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依靠什么应对，纵观宏观经济形势，探寻社会
进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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