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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智石丛书》总序智石总顾问吴敬琏一自2008年以来，为应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各国出台了种种
救市方案，中国也依靠海量投资的注入，保持了很高的GDP增长率，被视为率先复苏的典范。
但是对中国而言，研判救市措施的利弊得失，不应只着眼于短期绩效，而应有更长远的眼光，观察中
国在这次危机中所暴露出的严重内外失衡是否已经获得了改善？
其中的关键，在于是不是抓住了危机中趁势改革的“机会窗口”，避免了还是助长了行政干预的常态
化倾向。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从近期看，可否顺利抵御系统性风险，规避本丛书编委会主任汤敏教授所说的“
黑天鹅”事件？
从中长期看，能否通过提高效率解决这一关键问题，为今后保持较为平稳的经济发展势头创造条件？
所有这些，都成为一切关心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牵挂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有识之士心头高悬的一把“
达摩克利斯之剑”。
为学问者，以经世济民为己任，此情此境之下，怎能不忧心忡忡，“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
所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古人尚且如此，何况今人？
二二十年前，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据此
目标制定了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50条”），
并从1994年起开始了经济体制的系统改革。
再经过1997年中共十五大开启的“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改革，最后在20世纪末宣布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
不过，这一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仍然背负着命令经济的沉重遗产，延续下来就形成了一种“半市
场、半统制经济”的过渡性体制格局。
这种体制中命令经济遗产正阻碍着中国经济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进而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
题。
一方面，由于政府主导着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导致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
转型；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和对资源的巨大支配权力，产生了普遍的寻租环境，以
致腐败迅速蔓延而难以遏制。
这种“半市场、半统制经济”有两种不同的发展前途：一种前途是深化改革，建立法治，充分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在规则基础上运行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另一种前途是强化政府
对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管控，使中国经济堕入国家资本主义甚至权贵资本主义的陷阱。
现在有人尽管也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用语，但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所谓“政
府驾驭下的市场经济”。
从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来讲，市场交换是自主和自由的交换，只有这样的交换才能形成能够反映市场供
求的价格，从而有效地配置资源。
那么，政府驾驭市场、政府控制价格的经济还能叫做市场经济吗？
如果政府凌驾于市场之上，对资源流向起决定作用，就无所谓市场配置资源，也无所谓市场经济体制
了。
下一步该怎么走？
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还是沿着强化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
越来越多的学者有了基本共识：继续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道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光明的未来。
三对于近年来社会各界的改革呼声，中共十八大做出了正面回应，宣示“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
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在经济改革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处理好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便“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政治改革
方面，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可以说，重启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现在的问题在于怎样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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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十八大的决定，需要采取两项重要的步骤：第一，在由下而上的创新的支持下提出各项重点改革
方案，进而汇成改革的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二是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下，坚决克服利用公共权
力谋取私利的特殊既得利益的阻扰，落实各项改革措施。
2012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斯（Alvin E. Roth）曾经在 1988年编辑过一本纪念后来与他同荣膺诺贝
尔经济学奖的沙普利（ Lloyd S.Shapley）学术贡献的论文集。
他在书中说：“学者的两大义务，一是要光大先贤的重要思想，二是要让这些重要思想能够到达范围
更广的听众。
”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像沙普利、罗斯这样，将思想的发展和传播视为自己的使命，孜孜不
倦地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并通过学术平台传播，唤醒尘封的智识，放大理
性的声音，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专业和有效的解决方案。
全面深化改革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全体国民的福祉。
积极推进改革，既是包括学者在内的所有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四这套由青年学者朱敏总编的《智石丛书》就是上述理念的体现。
丛书的作者群以研究现实社会问题的学者为主体，内容涵盖经济发展、改革战略、民生建设、产业提
升、社会创新等议题。
希望通过不同思想、学说、方案的呈现、碰撞和互补，与读者一同努力创造思想，凝聚共识，推动改
革，使好几代中国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现代国家的“中国梦”得以实现。
是为序。
 2013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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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吴敬琏亲自担纲《智石丛书》总顾问并作序！
中国高层智囊前瞻力作!
吴敬琏 汤　敏 江　平 白重恩 保育钧 陈全生
陈志武 胡祖六 李佐军 任玉岭 肖四如 卫祥云
魏建国 张　平 张维迎 左小蕾
众多名 家携手打造！

热点覆盖：五位一体、改革路径、深水区、摸着石头过河、既得利益集团⋯⋯
中共十八大描绘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也指出了走向未来的途径。
其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或加快转型，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
改革成为走向未来的主要途径。
那么，中国如何推进转型和全面改革？

当代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渐进式改革历程。
预知中国改革的前路（到哪里去），首先要看清中国改革的源流（从哪里来）。
本书带你一起回顾那段改变中国命运的激荡改革三十年，前瞻未来三十年中国改革的前景和路径。

本书适合所有对中国改革感兴趣的政府、企事业单位、个人阅读学习。

中国在改革开放35年后，要摸着怎样的石头，安全渡过深水区，进而实现经济总量世界第一。

●�亮点1：吴敬琏亲传弟子，为您讲述如何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改革
●�亮点2：副所长亲自为您解析改革与环境、资源、发展、人本的关系
●�亮点3：经济学博士直面新型工业化、重化工业、“三农”等改革中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亮点4：国务院智囊研究员告诉你改革的终极目标如何做到“以人为本”
名家推荐：
我之所以研究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就是因为我的博士生李佐军提出了一个“不是经济过热，而是进入
了重化工业的阶段”的观点。
如今这本《中国改革新思维》，同样能为我们关注“中国改革何处去”提供参考和启迪。

——吴敬琏　智石总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
有一些改革，容易受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改革很难迈步，因此，必须有自上而下的有力推动
，才能使改革深入下去。
现在重要的是抓住有利时机，适时推出必要的改革。
而改革方案的出台，就像李佐军的《中国改革新思维》一书所揭示的那样，离不开新的改革思维。

——张卓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所原所长
本着经济长久增长的考虑，推进一些根本性的改革举措，特别是民有化改革。
从长远来说，除非进行民有化的改革，否则，想靠民间消费的增长来拉动内需、带动中国经济增长模
式的转变，这种愿望会很难实现。

——陈志武　智石专家、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改革就是释放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是支撑中国三十年多年快速发展的核心要素，但往往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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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说经济增长似乎都是政府的成就。
政府需要做的是，创造条件让企业家发挥作用，让企业家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组
织各种要素来形成生产能力。

——张剑荆 《中国改革》杂志高级顾问、中国经济报告总编辑
中国经济怎么办？
靠打强心针，搞硬起飞，搞硬启动，如果还是这样，那肯定就会再来一次“硬着陆”。
所以稳增长和抓改革两者结合，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可能会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从蛮力式增长转
向精明式增长。

——胡释之　凤凰《财知道》特约经济学家、人文经济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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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师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研究员，硕士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涉及资源与环境政策、人本发展理论、宏观经济和中国走势、新型工业化和重化工业、
“三农”问题等。
著有《人本发展理论——解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等5部专著，在《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
表了数百篇文章，撰写过50余篇调研报告，主持或参与过80余项国内外科研课题，先后多次获取中国
发展研究奖等奖励。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改革新思维>>

书籍目录

前言 上篇激荡改革三十年 第一章中国改革的新总结：得失相间 003 一、中国改革的起因 004 二、激荡
改革三十年 006 三、中国三十年改革的成就 009 四、中国三十年改革的问题 011 五、中国改革的成本
013 六、中国渐进改革的得与失 016 七、中国改革使全球受益 019 八、中国三十年改革的经验 021 第二
章中国改革的新启示：相机改革 027 一、中国改革的八大启示 028 二、改革是区域发展的奥秘 031 三、
中国高速发展归因于三十年持续制度改革 034 四、改革是富强的唯一“通行证” 036 五、改革是“第
一生产力” 039 六、解放思想是改革的第一推动力 041 七、中国的“相机改革” 043 第三章中国改革的
新评说：拨云见日 047 一、中国三十年改革的理论评说 048 二、中国三十年改革的理论解释 050 三、解
析改革的“中国之谜” 053 四、关系“国计民生”不是政府垄断经营的理由 055 五、正视产权改革的
局限性 058 六、正确看待“市场化改革” 060 七、“市场化改革”为什么遭质疑 063 八、不宜全盘否定
“教育产业化” 065 九、科学评价“医疗市场化”改革思路 068 十、“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的新解
释 071 十一、经济学家的改革思想为何挨骂 073 十二、“穷人经济学”是最高深的改革经济学 076 中篇
改革涉入深水区 第四章中国改革的新形势：涉入深水 081 一、中国的未来系于改革 082 二、中国改革
处于三岔路口 084 三、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 087 四、“扭曲体制”已成改革的难点 089 五、中国改
革之路还很长 092 六、创新改革思路应对新的形势 094 七、科学发展离不开改革 097 八、新一轮改革更
加需要魄力 099 第五章中国改革的新误区：警惕歧途 103 一、警惕“改革疲劳症” 104 二、警惕计划经
济思想的回潮 106 三、警惕“不公平市场化”改革 108 四、警惕“权贵市场经济” 111 五、警惕滑向“
坏的市场经济” 113 六、警惕“过渡性改革经验”路径依赖 116 七、应对危机难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 118 下篇人本改革新思维 第六章中国改革的新思路：人本改革 125 一、必须走出一条新的改革
之路 126 二、深化改革要有新的战略思路 128 三、改革呼唤新理论——人本改革理论 131 四、迈向“中
国特色人本社会主义” 133 五、改出一个“人本市场经济” 136 六、“人本改革”是最好的改革 138 七
、实施“人本改革”新策略 141 八、树立“科学改革观”势在必行 144 九、树立“科学开放观” 146 十
、转变“改革推进方式”任重道远 149 第七章中国改革的新任务：全面改革 153 一、以改革应对国际
经济危机是较优的选择 154 二、以改革应对经济增速下降带来的挑战 159 三、推进全面改革的主体内
容 168 四、维护产权改革的公正性 172 五、推进“公正市场化”改革 176 六、并非所有的市场经济都能
顺利实现现代化 178 七、将建设“现代法治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新方向 182 八、争取“现代法治市
场经济”好的改革前景 186 九、全面推进中国四大转型 191 十、通过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 196 十一、如
何通过改革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羁绊 207 第八章中国改革的新举措：科学改革 219 一、推进“第三次
思想解放” 220 二、尽快建立“改革保障体系” 222 三、发挥政府在改革中的正面作用 225 四、发挥经
济学家在改革中的作用 228 五、正确认识“中产阶级”在改革中的作用 231 六、“教育产业化”向何
处去 234 七、以市场化阻击能源短缺 236 八、出租车行业必须打破垄断 239 九、竞争性行业管理体制改
革的方向和重点 241 十、解决“民工荒”的出路在于解决“权利荒” 254 十一、缩小收入差距必须从
缩小权利差距入手 256 十二、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是建立城乡统一制度 258 十三、中国迈向未来的九
大对策 266 附录 275 对话一：中国经济新思维 276 对话二：黑与绿的博弈论 292 参考文献 305 后记 309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改革新思维>>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经济学家挨骂绝不仅仅是骂与被骂的简单现象，而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深刻社会现象。
经济学家挨骂的背后反映了社会的某种情绪，反映了社会的某些重大问题，反映了社会的某些强烈愿
望，反映了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反映了社会对经济学家的热切期望。
 我们先来看看经济学家的哪些思想和观点容易招人谩骂。
一是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观点和思想，如“冰棍论”“靓女先嫁论”“烂苹果论”“管理层收购
论”等。
二是关于社会贫富差距的观点和思想，如“贫富差距还不够大”“要敢于为富人说话”“穷人不要有
仇富思想”“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
三是关于价格改革方面的观点和思想，如“房价上涨正常”“学费上涨必要”“春节期间车票价格上
涨合理”等。
四是关于政府官员腐败方面的观点和思想，如“腐败是体制转轨的润滑剂”“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
个帕累托改进”“以资产换特权”“制定反垄断法没有必要”等。
五是关于工资和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方面的观点和思想，如“提高民工工资不利于经济发展”“实行最
低工资阻碍经济发展”“推行各种福利保障制度将重蹈福利国家的覆辙”等。
其他还有“堵车是城市繁荣的标志”“按照比较优势原理，中国目前应该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等。
 不难看出，上述绝大部分观点和思想都集中在老百姓最关心的财产权利、收入、福利保障等领域，而
且大多与社会公平有关。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许多观点都是在特定语境中提出的，将它们断章取义地提取出来进行质疑、批评
和讨论，不符合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
故在此不拟对其中任何具体观点和思想进行讨论和评价，而只拟将这些观点和思想作为一个整体现象
来进行讨论。
 那么，为什么这些观点和思想会挨骂？
主要原因是这些观点和思想没有反映民众的期望。
民众期望改革能够公平地进行，期望改革成果能让多数人分享，期望贫富差距不要拉得太大，期望价
格上涨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期望减少贪污腐败，期望弱势群体的权益能得到保障，期望中国在国
际分工体系中尽可能占据高端地位等。
但上述观点和思想没有满足人们的这些期望，甚至与这些期望相反，因而会挨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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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之所以研究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就是因为我的博士生李佐军提出了一个“不是经济过热，而是进入
了重化工业的阶段”的观点。
如今这本《中国改革新思维》，同样能为我们关注“中国改革何处去”提供参考和启迪。
——吴敬琏智石总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
有一些改革，容易受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改革很难迈步，因此，必须有自上而下的有力推动
，才能使改革深入下去。
现在重要的是抓住有利时机，适时推出必要的改革。
而改革方案的出台，就像李佐军的《中国改革新思维》一书所揭示的那样，离不开新的改革思维。
——张卓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所原所长本着经济长久增长的考虑，推进一些根本性的改
革举措，特别是民有化改革。
从长远来说，除非进行民有化的改革，否则，想靠民间消费的增长来拉动内需、带动中国经济增长模
式的转变，这种愿望会很难实现。
——陈志武智石专家、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改革就是释放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是支撑中国三十年多年快速发展的核心要素，但往往被忽视。
我们一说经济增长似乎都是政府的成就。
政府需要做的是，创造条件让企业家发挥作用，让企业家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组
织各种要素来形成生产能力。
——张剑荆《中国改革》杂志高级顾问、中国经济报告总编辑中国经济怎么办？
靠打强心针，搞硬起飞，搞硬启动，如果还是这样，那肯定就会再来一次“硬着陆”。
所以稳增长和抓改革两者结合，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可能会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从蛮力式增长转
向精明式增长。
——胡释之凤凰《财知道》特约经济学家、人文经济学会理事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改革新思维>>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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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中国经济，究竟往何处去？
从近期看，可否顺利抵御系统性风险，规避“黑天鹅”事件？
从中长期看，能否通过深化改革、提高效率，为今后保持较为平稳的发展势头创造条件？
——吴敬琏  丛书总顾问，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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