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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新版序言未来十年是改革的窗口期张维迎（一）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邓小平
发起的中国改革开放已进入第35个年头。
35年的改革开放波澜壮阔。
刚刚过去的10年，或许是最不寻常的10年，从不同角度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
我的一个基本评价是：从经济增长的指标看，它是最好的10年；从社会矛盾的角度看，它是糟糕的10
年；从改革的角度看，它是失去的10年。
这10年间（2003～2012年），中国的GDP保持了年平均10%以上的增长率；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
名从第6位（2002年）上升到第2位（2010年）；进出口贸易年平均增长率达20%；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
大贸易国、第一大出口国；国家外汇储备从2002年的2864多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33100亿美元，占到
全球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成为全球增长的主
要引擎。
无疑，10年间，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这10年间，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腐败现象愈演愈烈。
从官员腐败发展到“全民腐败”，官商勾结、买官卖官大有失控之势；收入分配不公、机会不均等日
益严重，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青睐政府职位就是一个佐证；官民对抗，民众对政府信任度越来越低
，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维稳费用越来越高；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企业家群体缺乏安全感，移
民海外人数越来越多；社会信任度下降，道德危机比生态危机更为严重。
10年前政府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与10年前相比，今天的社会更
不和谐了，很难找到一个对现实满意的人群。
在改革方面，这10年倒退多于进步。
经济体制由“国退民进”转向“国进民退”，国有垄断企业越来越强势，民营企业受到越来越多的挤
压，国务院关于发展民营企业的“36条”政策一直得不到真正落实；政府直接投资越来越多，政府权
力越来越大，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也越来越多，市场竞争越来越不公平，企业越来越离不开政府；法治
精神退化，以“维稳”代替法治，政治权力干预司法和主导法院判决的情况变得更为严重，人们期待
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丝毫进展。
为什么在体制改革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下，过去10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高增长？
一些人把这一现象解释为“中国模式”的成功。
所谓“中国模式”，最重要的特征是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国有垄断企业对市场的主导。
我的看法是，过去10年的高增长并不是“中国模式”的成功，而是来源于之前25年的改革红利。
这些改革红利包括：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退出（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民营企业家的崛起，银
行系统呆坏账的处理，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入世贸组织（WTO），等等。
没有这些之前的改革所创造的改革红利，过去10年的高增长是不可想像的比如说，如果没有在2001年
进入WTO，中国的贸易出口额怎么可能在过去10年增长5倍多，从2002年的3256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
的20498亿美元？
如果没有出口的高增长，怎么可能有GDP年平均10%的高增长？
加入WTO不仅对经济的高增长做出了直接贡献，也通过阻止体制的倒退为经济的高增长做出了间接贡
献。
如果没有加入WTO，过去10年体制的倒退会更为严重！
另一方面，过去10年里中国社会之所以越来越不和谐，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的停滞和倒退。
当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竞争环境越来越不公平的时候，腐败一定越来越严重，收入分配一定不可能
趋向公平。
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每个人的怨气就会越来越大，我们也不可能指望人们会有很好的道德水准。
为什么过去10年会出现改革的停滞和倒退？
因为我们的理念变了，我们也缺少了真正具有改革精神的领导力。
我们从“发展是硬道理”转向“稳定压倒一切”，从注重财富的创造转向注重财富的分配，从相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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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力量转迷信政府的权威，从相信民营企业家的创造力转向依靠国有企业的垄断力，从相信法治转
向相信控制。
这样的理念转变，使整个国家的气质发生变化，自然会导致市场化进程的停滞。
失去了改革的理念，既得利益者就获得了操纵政策的自由，设租和寻租活动就变得猖狂起来，市场化
进程就开始倒退。
以我的判断，过去10年的高增长已经几乎耗尽了前25年所积累的改革红利。
伴随人口红利的消失和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本身就有个向下调整的过
程，中国的增长方式需要转型。
如果不能重新启动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并开始以建立宪政体制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增长转型
不可能成功，未来10年中国经济要达到7%的增长率也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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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命运，取决于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

成思危  吴敬琏  茅于轼  厉以宁 林毅夫 周其仁 钱颖一 陈志武 樊纲 张维迎
10位权威经济学家站在改革开放的关口，直面中国改革的成败得失，思考未来改革的方向和动力。

近年，重启改革的声音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涌现出来。
本书集中了中国最一流的10位经济学学者：成思危、厉以宁、吴敬琏、茅于轼、樊纲、林毅夫、周其
仁、陈志武、钱颖一、张维迎等，从改革的大题目出发，对中国改革30年的成败得失和未来改革的方
向进行了理性思考和广泛讨论。

除了关于改革与未来中国发展的文章外，本书还提供了10位经济学家在近五年来有关此问题更多重磅
文章的推荐以及他们所有著作的索引。
主编张维迎特别作序。

希望读者能从《改革》中看到困境，找到希望；理解中国社会，直面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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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企业
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
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
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西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学读书
，1992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2000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当选为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08年入选中国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评选的“中国改革30年经济30人”；2011年，因对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开创性贡献
荣获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其主要著作包括：《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1995）、《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1996）、《企
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1999）、《产权、政府与信誉》（2001）、《信息、信任与法律》（2003
）、《大学的逻辑》（2004）、《论企业家》（2004再版）、《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2005）、
《竞争力与企业成长》（2006）、《价格、市场与企业家》（2006）、《中国改革30年》（2008）、
《市场的逻辑》（2010，2012）、《什么改变中国》（2012）、《通往市场之路》(2012)、《博弈与社
会》（2013），等。
另有数十篇中英文学术论文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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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新版序言：未来十年是改革的窗口期 （张维迎）序言：理解中国经济改革 （张维迎）开篇：改革的
核心是制度创新 （成思危）上篇吴敬琏演讲：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怎样才能够持续延伸：增长模式与
技术进步茅于轼演讲：从制度演变看改革以来财富的创造延伸：从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看经济厉以宁
演讲：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中的十个问题延伸：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话一：中国改革的成功
与不足（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下篇林毅夫演讲：渐进改革的逻辑延伸：发展与转型——思潮、
战略和自生能力周其仁演讲：重新界定产权之路延伸：大路向不能错钱颖一演讲：从国际比较看中国
经济延伸：市场与法治陈志武演讲：改革开放160年延伸：对“中国奇迹”与改革路径的再思考樊纲演
讲：经济改革仍需“挖潜”延伸：对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张维迎演讲：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分配延
伸：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对话二：寻求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张维迎、钱颖一、林毅夫、周其仁、陈志武
、樊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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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重启改革，他们如是说——深化改革需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
关系、集权和分权的关系。
——成思危光是口头上讲改革不行，一定要实实在在地推进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
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实现从威权发展模式到民主法治发展模式的转型和过渡。
——吴敬琏中国改革问题非常复杂，最根本的是制度方面的改革，需要有新的思想解放，要有一个强
的政治力量把压抑这种气氛的因素——-政治和经济利益形成的特权取消掉。
——茅于轼当前都在谈改革，可最需要和最急迫的改革是什么呢？
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要赋予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力，取消所有制歧视，打破行业垄断，缩小审批
范围，这是最重要的。
——厉以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三个领域非常重要。
一是金融领域。
二是改革中财富转移的不公。
三是垄断性行业加剧了分配不公的问题。
——林毅夫改革是最重要的投资。
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形成投资与消费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中国今后健康发展需要进行的最重要的投
资。
——周其仁中国所存在的增长问题、结构问题，说到底都与政府有关：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居
民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
——钱颖一未来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必然要启动以“减少行政权力、制约政府权力”为目标
的体制性变革。
——陈志武中国经济要发展最重要的还是在经济结构上，这个经济结构不是产业结构，而是在产权结
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樊纲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什么？
一是我们的理念，二是我们的领导力。
改革头二十年，是理念战胜利益。
但是看看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
我们的未来依赖于理念能否再次战胜利益，依赖于有理念、有担当的领导力!——张维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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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改革》编辑推荐：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命运，取决于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
成思危、吴敬琏、茅于轼、厉以宁、林毅夫、周其仁、钱颖一、陈志武、樊纲、张维迎10位权威经济
学家站在改革开放的关口，直面中国改革的成败得失，思考未来改革的方向和动力。
《改革》是《中国改革30年》一书的增订升级版。
除了关于改革与未来中国发展的文章外，还提供了10位经济学家在最近5年中有关中国改革的精彩文章
推荐。
为方便读者全面而准确地理清各位经济学家的思想脉络，《改革》也提供了他们的所有著作索引。
主编张维迎先生作序。
希望读者能从《改革》中看到困境，找到希望；理解中国社会，直面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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