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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前后写了4年。
4年前，当笔者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抱负要比现在大得多。
当时，笔者想以新中国经济体制的演进为研究对象，以中国自然经济（特别是其中的“软制度”，即
习俗和文化传统）对新中国经济体制演变的影响为分析重点，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
　　事实证明，笔者对自己的能耐估计太高了。
在真正写出的书稿中，笔者只涉及到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少数几个问题。
更多的问题，因为感到自己的思路还没有理清而暂时放弃了。
希望再经过4年的思考，笔者可以在另外（但同样是少数）几个问题上，有一点发言权。
　　本书大体可以分成两部分，前5章涉及的是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与农村居民，后4章涉
及的是处于外来冲击中的中国。
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一条若明若暗的主线，是中国传统经济与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影响。
每一部分中各章的顺序，则按照初稿写作的先后时间排列。
　　书既然公开出版，笔者个人的观点也就公之于众了。
在这篇序言中，笔者想交代的是另外一件事：说明自己为什么要探讨这些问题。
换句话说，就是给读者提供一点正文中可能涉及也可能没有涉及到的写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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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统与现代化的沉思》大体可以分成两部分，前5章涉及的是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
与农村居民，后4章涉及的是处于外来冲击中的中国。
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一条若明若暗的主线，是中国传统经济与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影响。
每一部分中各章的顺序，则按照初稿写作的先后时间排列。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传统与现代化的沉思>>

作者简介

　　章铮，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师从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
1952年5月生。
老三届初中生，下乡插队7年。
当装卸工3年。
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
主要课程：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管理经济学、环境与资源经济学。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农村经济、环境与资源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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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中国式的制度变迁——关于20世纪70年代初苏南社队企业兴起的探讨一、问题的提出二、
不是理由的理由三、从一个口号谈起四、该出手时再出手五、社队企业与家庭副业六、枳逾淮南而成
橘七、社队企业与计划经济八、“四人帮”喉舌的吹捧说明了什么九、温故知新第二章 一滴水与一个
世界——从禹作敏引起的思索一、盖棺而论未定二、他，从来就是他三、说一不二与共同富裕四、个
人自由与产权五、“抗上”是否有理六、由打手而想到的七、数字引起的思索第三章 乡下人、城里人
一、中国消费者现状评估二、效率与公平：对扩大内需的双重约束三、农村居民进城落户与扩大内需
四、农村居民进城落户与公平（上）城市基尼系数的扩大五、农村居民进城落户与公平（下）怎样看
待“棚户区六、城市就业岗位的转移与创造第四章 土地流转引发的话题一、土地：全局性问题还是地
方性问题二、具备条件为什么还要强制三、“都是基层干部惹的祸”吗?四、越说不变越怕变第五章 
长三角、珠三角——对苏南传统的再思索一、挡不住的比较二、工人素质的差距三、工人技术素质的
差异有无意义四、优势从何而来五、苏州低地价：一种假说六、珠三角：高土地收益及其后果七、不
审时则宽严皆误第六章 争论引起的思考一、难以忘怀的一场争论二、朱寰老师的基本观点三、严中平
先生的基本观点四、规律性判断与价值性判断五、马克思说了什么六、严中平先生对马克思的理解七
、本国灾难与外来灾难第七章 也说“一切向钱看一、资本主义主张“一切向钱看”吗?二、胎里病还
是幼稚病——恩格斯论早期资本主义三、“一切向钱看”为什么会在中国泛滥四、如何制止“一切向
钱看”第八章 2002：入世第一年（上）——企业篇一、意外的冲击二、竞争的分寸——美国学者对本
国谷类早餐食品市场的分析三、假设温州民营企业参与竞争四、海尔为什么在美国设厂第九章 2002：
入世第一年（下）——百姓篇一、问题的提出二、厂商与消费者：理念的冲突三、厂商如何才能赢利
四、厂商能否选择客户五、“嫌贫爱富”与“仇富心理”六、关于贫困阶层的“凝固化”七、如何防
止贫困阶层“凝固化”附录：农民为什么对腐败既恨又羡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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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产权不明主要表现在集体所有制的社队企业内部。
名义上，当时的社队企业是“社办社有，队办队有”，即由办企业的社或队集体拥有。
实际上，控制企业的是所在社队的干部。
但无论名义所有者还是实际支配者，他们与所在社队企业资产和收益的关系都是模糊的。
由于当时农村实行的是政社合一的体制，人民公社或生产大队的干部兼有行政官员和企业领导的身份
，因而社队企业必然是政企不分的。
　　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在产权不明的企业中，生产者和管理者的激励不足，政企不分的企业必
然受到政府行为的干预，从而影响到资源的有效配置。
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这样的企业不可能有高效率。
但是，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时期，上述产权不明、政企不分并没有阻碍苏南社队企业的高速发展。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笔者认为，必须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当时社队企业产权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各级政府之间（在政社合一的条件下，公社、大队
都兼有政府职能）的产权不明，上级有权无偿调拨下级政府或经济组织的人、财、物。
大跃进时期就是这么做的。
对此，农村干部和群众心有余悸，生怕社队企业办起来后，上面刮“共产风”、“一平二调”，结果
是导致“自己的孩子给别人抱走”那样的局面。
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村各级政府和广大农民都不会有办企业的积极性。
针对这个问题，苏南各地都明确提出并坚持执行了社队企业“社办社有、队办队有”的政策。
社队企业由所办经济组织（政府）自筹资金、自定管理人员、自主经营。
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或经济组织所办的企业没有所有权，禁止以任何借口搞“一平二调”。
解决了“平调”，就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产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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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前后写了4年。
　　4年前，当笔者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抱负要比现在大得多。
当时，笔者想以新中国经济体制的演进为研究对象，以中国自然经济（特别是其中的“软制度”，即
习俗和文化传统）对新中国经济体制演变的影响为分析重点，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
　　事实证明，笔者对自己的能耐估计太高了。
在真正写出的书稿中，笔者只涉及到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少数几个问题。
更多的问题，因为感到自己的思路还没有理清而暂时放弃了。
希望再经过4年的思考，笔者可以在另外（但同样是少数）几个问题上，有一点发言权。
　　本书大体可以分成两部分，前5章涉及的是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与农村居民，后4章涉
及的是处于外来冲击中的中国。
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一条若明若暗的主线，是中国传统经济与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影响。
每一部分中各章的顺序，则按照初稿写作的先后时间排列。
　　书既然公开出版，笔者个人的观点也就公之于众了。
在这篇序言中，笔者想交代的是另外一件事：说明自己为什么要探讨这些问题。
换句话说，就是给读者提供一点正文中可能涉及也可能没有涉及到的写作背景。
　　本书的第一章“中国式的制度变迁——关于20世纪70年代初苏南社队企业兴起的探讨”写得最早
，思考的时间也最长。
作为当年插队于苏南农村的知青，笔者目睹了当地社队企业（后来的乡镇企业）的兴起过程。
但从80年代初开始，笔者就发现，无论是学术界、政界还是媒体，外界所见到的苏南社队企业状况与
实际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知道实际情况的人并不少，但习惯于“闷声大发财”的苏南农村干部、群众在乎的是什么说法有利于
本地经济发展，而不在乎这些说法是否合乎实际。
像笔者这样了解一点实际情况的人，也不希望因为说真话给父老乡亲找麻烦。
于是，社队企业兴起时期非驴非马的形态，特别是社队企业如何既迎合又利用计划经济、迫使计划经
济最顽固的坚持者也不得不让步的事实就被掩盖了。
笔者不否认，有时候说些“瞎话”可能更有利于经济发展。
但是，当我们试图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总结苏南乡镇企业的成败时，“瞎话”的负面效应就出来了。
建立在半真半假资料基础上的分析，就像一半地基是沙滩的建筑，有倒塌的危险。
　　20世纪90年代未经济学界一些人对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比较，是笔者撰写“中国式的制度变迁
”的又一动机。
笔者看到的一些文章中，大多数从20世纪90年代末两种模式的发展现状出发，认为温州模式强于苏南
模式。
而在笔者看来，比较的角度至少还有另外三个：　　第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看哪个模式促进
当地经济较早起飞。
按照这一角度，假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能够早10年召开，现实中起步于1979年的温州模式能够相应
提前10年起步，则温州模式将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
但事实是，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非驴非马的苏南模式使得当地经济在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开始起飞
，而温州模式的萌芽则还在与计划经济顶牛，当地经济还是一片萧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南模式争取了10年的经济发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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