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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学家茶座》是山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一种杂志型图书，并且是国内第一种经济学类杂志书。
自2000年6月问世以来，《茶座》以其清新高雅、风格别具的特点，受到了众多学者和读者的关注和好
评，被誉为“经济学领域的院士科普书”。
目前，《茶座》已被国内数十种媒体上百次的给予介绍和评论，每一辑均荣登北京风入松书店、三联
韬奋图书中心的畅销书排行榜，是山东人民出版社的重要品牌图书之一。
　　《经济学家茶座》主要发表经济学家的真知灼见和所悟所感。
与一般的专业性、理论性杂志不同，《茶座》更注重的是其自身的格调和品位。
　　《经济学家茶座》的出现为经济学家们增加了一处新的精神家园。
这里努力营造的是一种轻松、休闲、高雅的氛围，将更多的经济学家们从学术殿堂和经院讲坛上吸引
过来，让他们有机会面向更多的普通“茶客”和读者，用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交流、阐释他们相互
关心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和信息。
与学术殿堂不同，在这里，经济学家们可以尽情地放松，可以解下领带，抛开讲义，讨论他们和读者
们共同感兴趣的任何话题。
　　目前《茶座》开设了经济评析、学界万象、国是我见、难得糊涂、学问聊斋、故事新编、说长道
短、虚拟茶馆、经济漫谈、旧事重提、经济学人、经济科普等栏目。
由于多是名家、名人撰稿，所刊载的文章如同上等名茶一般芬芳四溢，清醇甘洌，相信一定会给所有
读者带来“爽”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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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写道：“如果富人比穷人
缴纳更多的税，但并不是按比例递增的，那么这种税收制度仍然被认为是累退的。
”他解释说，税收要讲公平，而在试图界定公平的含义时，经济学家集中于两个原则：横向公
平(hori-zontal equity)，指境况相同或相似的人应当缴纳相同或相似的税；纵向公平(vertical equity)，指
境况好的人应当多纳税。
富人比穷人缴纳其收人中更大份额的税收制度被称为累进制(progressive)，不然就被称为累退
制(regres-sive)。
　　这种税收理念，按照中国人的表达习惯，我们不妨把它概括为“不进则退”的税收理念。
我认为，这种“不进则退”的理念对于我们建立科学的税收制度、转移支付制度，进行收人再分配、
调节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意义。
按照这种理念，个人所得税一般应实行累进税率而不是比例税率，即收入高的人的税率要高于收入低
的人的税率。
我国利用个人所得税进行收入差距的调节可以说还刚刚起步，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还不可能在征收
个人所得税的所有领域都实行累进制。
就以利息税来说，由于存款实名制还不完备，我国目前还只能实行比例税率，而不是累进税率，即对
所有的存款都征收20％的利息税。
应该说，这种征收办法是不完备的，具有过渡性。
因为这种办法不能起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不符合上述的纵向公平的原则。
试想，如果在同一时期，某甲获得利息收入1万元，某乙获得利息收入1000元。
两者税前收入的比例为10∶1。
缴纳20％的利息税以后，甲的税后利息收入为8000元，乙的为800元。
两者税后收入的比例仍然是10∶1。
他们的利息收入差距在税前和税后没有变化。
可见，为了调节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应该从比例税向累进税过渡。
　　当然，这种“不进则退”的税收理念是从相对意义上来说的。
如果从绝对意义上来说，比例税制是既没有“累进”也没有“累退”，仅仅是相对于纵向公平的要求
，它才是“累退”的。
例如，在上述利息税的实例中，大家的税率都是20%，既没有进，也没有退。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将“不进则退”的理念区分为绝对意义上的“不进则退”和相对意义上的“
不进则退”。
这样一种区分，在日常生活中是经常可以遇到的。
举一个浅显的例子来说：在我还是一名中学生的时候，老师经常用以下一段话来告诫学生们努力学习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心似平原走马，易放难收。
”其实，不论是行舟也好，还是学习也好，“不进则退”都有绝对和相对两种状况。
　　就以行舟来说，我们设想驾驶一艘江轮在长江上行驶，以上海为起点，以重庆为目的地，逆江而
上。
如果在轮船到达武汉以后驾驶者放弃了继续前进，任凭江轮顺着江水往上海方向倒流，那是绝对意义
上的“不进则退”(当然，这是就轮船同地球的相对关系来说的，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地球的自转和地球
绕太阳的公转等因素，情况就更为复杂，无须在此讨论，只能由天文学家和哲学家们去讨论了)。
如果在轮船到达武汉以后驾驶者抛下船锚把船固定在武汉，既不向重庆方向前进，也不向上海方向后
退。
从绝对意义上讲，这可以说是“不进不退”。
但是，由于其他船只还在继续前进，因此，同其他还在继续前进中的船只相比较而言，即从相对意义
上来说，这仍然是一种“不进则退”。
　　再以学习来说，对于一种非常好的学说，有人可以认真地学习，学得很好，进步很快；有人则敷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学家茶座（总第11辑）>>

衍了事，根本学不进去。
但是，即使是那些学得很好的人，如果其中有人对于这种学说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不能根据时代的
进步和实践的变化而加以发展，甚至采取原教旨主义的态度，对发展和进步进行排斥和打击，那也是
一种相对意义上的“不进则退”的表现。
当然，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
甲可以说乙在退，乙也可以说甲在退。
因此，对于什么是进，什么是退，还有一个定位和定向的问题，才能防止出现“视进为退”或“视退
为进”的状况。
前面我们举的是所得税的实例来讨论进退问题。
下面我们将回顾和总结一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关于计划和市场问题的论战来进一步讨论进退的问题。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国经济学界就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非常热烈的大论战
，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牵涉到经济改革方向问题的大论战。
撇开枝节问题不说，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只有逐步摈弃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才是经济
改革的大方向；另一种意见是只有把市场机制或市场调节放在补充和辅助的地位，坚持计划经济的主
体地位，才符合经济改革的大方向。
显然，这两种意见的进退观是不一样的：前者视自己为进，视后者为退；后者也视自己为进，而视前
者为退。
经过十多年的讨论，到了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和中共十四大才最终肯定了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
经济的改革方向。
　　总结这场大论战及其成果，对我们树立正确的进退观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不应该拘泥于名词
概念的表象之争，而应该注重问题的实质。
例如，就计划经济中的“计划”一词来说确实不是贬义词，改革并不是要否定任何意义上的计划，而
是要扬弃特定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具体来说就是要扬弃经过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国家实践过的、事
实证明是不可持续的那样一种计划经济。
西方经济学界往往有人把这样一种经济称之为“命令经济”，甚至“动员的命令经济”。
我倒比较赞赏日本经济学家石川滋对计划经济所作的概括。
他说，中国原来的经济体制在广义上可以定义为“集中管理的实物计划资源配制体制”。
石川滋教授的这一概括把传统特定意义上的计划经济的如下两个特点表达出来了：一是过度集中，抹
杀了决策主体的多元性和利益的多元性；二是资源配置的实物化，否定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
用。
显然，这样一种体制是低效率的、不可持续的，只能被市场经济所取代。
所以，就经济体制来说，什么叫进，什么叫退，最终都要以效率标准或生产力标准来衡量。
　　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为学术刊物投稿而不被其采用，原本就是件司空见惯的事情。
其实，即便是世界著名学者，甚至是诺贝尔奖得主，这种经历也在所难免。
比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就承认：“杂志是拒登过我
的论文，可其中有的，后来是公认为‘经典作品’的。
我常说我的论文中一开始即被拒登的质量并不比立即被接受的低，这样说并没有太多夸大其词的成分
。
”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也承认：“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我也有过多篇文稿
被杂志和其他出版机构拒绝的事。
”“我有几篇文章不是一开始即遭拒绝就是得到了否定的论文审读报告，其中有几篇现已相当著名。
”197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曾提到，他在担任计量经济学会会长期间，该学会会刊
《计量经济学报》曾拒不发表他讨论库存问题的文章。
199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哈里·马科维茨也谈道：“我也有过退稿的遭遇。
好在东方不亮西方亮，一家杂志拒绝了你，你可以找到愿发表的另一家。
”笔者之一已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趣事》(载于《经济学家茶座》总第3辑)谈及了1977年度诺贝尔
经济学奖得主之一贝蒂尔·俄林与199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迈伦·斯科尔斯的退稿故事，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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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再补充其他几则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退稿轶事。
　　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扬·丁伯根曾根据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对许多国家的出口商品需求
价格弹性进行了估算，求出一些国家的出口商品需求价格弹性大约为—2左右。
这一计量结果证实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著名论文《和平带来的经济后果》(1920)中所提出的
论点。
不过，凯恩斯当时完全是凭直觉估计出此数字的。
1946年，丁伯根有幸见到了凯恩斯，并希望将其研究成果在凯恩斯担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
。
丁伯根原本以为凯恩斯得知他的直觉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会很高兴。
未曾想到，凯恩斯对丁伯根做出的反应却出人意料：“求出了这个正确数字看你乐不可支的!”对于凯
恩斯来说，他的直觉就是真理，而不是计量经济学研究的结果。
丁伯根后来一提到此事就显得非常不满：“难道他一直就是正确的不成?”　　197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
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发表的第一篇专业论文题为《庇古教授根据预算数据计量需求弹性的方法》
。
该文对英国著名经济学家A．C．庇古的某些著作提出了批评。
该文一开始是投寄到《经济学杂志》的。
不久，弗里德曼就收到了主编凯恩斯的回信，说他已把文章给庇古看了，而庇古认为批评得不正确，
因此凯恩斯也就不赞同发表它。
后来，弗里德曼再把该文寄给了《经济学季刊》，弗兰克·陶西格主编欣然接受了文稿，并将论文发
表于该刊1935年11月号。
此后，陶西格收到了庇古就该文发表提出抗议的来信，信中说明曾通过凯恩斯向弗里德曼指出了他错
在哪儿。
当陶西格向弗里德曼转告此事时，弗里德曼回信说：“在我寄送论文的原信中我已说明清楚该文曾提
交《经济学杂志》，而该刊拒不发表它；再说我也理解了凯恩斯就退稿所列的每条理由，并一一作答
了。
”于是，后来《经济学季刊》就有了庇古对弗里德曼的驳复的发表，以及弗里德曼对庇古的反驳的刊
登。
弗里德曼后来回忆说：“上述退稿的结果是我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两篇而不是一篇文章。
假如凯恩斯当时接受了我的论文，情况也许是同样的。
机会在《经济学杂志》上出现了。
”　　199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的著名论文《预期与货币中性》为货币理论和宏
观经济学注入了理性预期概念。
不过，卢卡斯最初将该文投到《美国经济评论》时却遭到该刊的拒绝。
卢卡斯与该刊编辑之间各执一词的争论，暴露了上个世纪70年代初强调使用明白易懂语言的经济学家
与使用数理方法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冲突。
该刊论文审阅人对论文的评语是：“这篇论文读起来十分费劲，我感到文章极其刻板⋯⋯我一直留心
本刊所发表文章的风格，相比之下，卢卡斯的文章，我以为要定什么水平的话，也就属于很枯燥的一
类⋯⋯我想建议作者把论文寄往《国际经济评论》或《经济理论杂志》，要不就寄给《经济研究评论
》。
”总编辑乔治，博茨据此在给卢卡斯的退稿信中指出：“精通货币理论的审阅人感到论文很难读懂，
这从他所作评论可以清楚地看出。
我也曾试读过，结果是不能违心说这篇论文就是易懂的。
审阅人还认为主要结论是大家知道的，论文的新奇之处在于分析方法。
我自己的看法是本文不能原封不动在《评论》刊出。
就算原有清楚的结果，也已被阐述遮住了。
”卢卡斯收到退稿信后对博茨所作的退稿处理提出了质疑，不仅指责博茨退稿就是因为论文是技术性
较强的，而且还指责他妄图阻挡势不可挡的数学化潮流：“你们从内心感到一个人不依靠积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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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映射等等照样能讨论货币问题。
当然，在《新闻周刊》和《华尔街日报》是能这样的。
再过一二年，在《美国经济评论》甚至也可能这样了。
”卢卡斯虽然慷慨陈词，而博茨主意已定，复回信道：“我所以把你的论文寄还，是由于审阅人认为
它几无贡献可言，而且也因为我认为纵令确有寓意，也为数学公式所遮掩。
”卢卡斯最终遵照原审阅人的意见把论文投寄到《经济理论杂志》，并发表于该刊1972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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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卷首语　　　　　　　　　　　　学者小侃　　　　　　　　　　　　詹小洪　　学者辩识、商家夺
利，向为象牙塔的经济学界年内发生了什么呢?“茶座”虽小，却是八面来风。
待本小二娓娓道来。
　　抢先机，经济学MOOK流行。
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经济学成为显学，通俗经济学更成为时尚。
《经济学家茶座》首开先机，以轻松、休闲、高雅的品位，探索将学术平民化的“搭桥”之举，学界
赞誉，读者肯定，学仿者众。
需求拉动供应，市场竞争加剧，《茶座》同仁欢迎。
　　占讲坛，“海归”高校执鞭。
各高校、科研机构纷纷以引进洋博士为荣，待遇层层加码。
最著者为清华大学管理学院以百万元年薪特聘28位清一色的欧美常青藤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为教授，
学界为之震动。
　　夺风头，经济学散文走俏。
随着各种版本的经济学家随笔、散文集畅销，擅长写美文的经济学家人气旺盛、声誉鹊起。
以至有媒体惊叹：不写经济学随笔能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吗?　　推盟主，经济学龙头初现。
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不同，经济学长期处于山头林立、群龙无首状态，而没有全国性的经济学会组织
。
整合经济学界就成了学界各路诸侯的角力契机。
近年来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龙头的一年一度的中国经济学年会渐成气候，初现盟主相。
　　争权益，经济学人群体化。
经济学既为显学，莘莘学子莫不想在经济学坛占有一席之地，而单靠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单打独
斗的问学之路，则未免太过艰难，况且难成气候。
因此应运而生了一些经济学同仁的圈子或群体，既壮大声势又可在学术市场上为自己成果争取经济权
益而集体议价。
较有影响的圈子有号称经济学飘一代的博士咖啡、以学术边缘人自居的非主流经济学派等。
一年来他们呼风唤雨、名噪一时、声誉日隆。
　　显然视角不同，各方神圣所发出的声音也不同，小二所看到的是谦谦君子们在经济学学问市场上
的叫卖与竞争，当然也包括为“茶座”招徕客人！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学家茶座（总第11辑）>>

编辑推荐

　　《经济学家茶座》是山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一种杂志型图书，并且是国内第一种经济学类杂志书
。
自2000年6月问世以来，《茶座》以其清新高雅、风格别具的特点，受到了众多学者和读者的关注和好
评，被誉为“经济学领域的院士科普书”。
目前，《茶座》已被国内数十种媒体上百次的给予介绍和评论，每一辑均荣登北京风入松书店、三联
韬奋图书中心的畅销书排行榜，是山东人民出版社的重要品牌图书之一。
　　《经济学家茶座》主要发表经济学家的真知灼见和所悟所感。
与一般的专业性、理论性杂志不同，《茶座》更注重的是其自身的格调和品位。
　　《经济学家茶座》的出现为经济学家们增加了一处新的精神家园。
这里努力营造的是一种轻松、休闲、高雅的氛围，将更多的经济学家们从学术殿堂和经院讲坛上吸引
过来，让他们有机会面向更多的普通“茶客”和读者，用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交流、阐释他们相互
关心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和信息。
与学术殿堂不同，在这里，经济学家们可以尽情地放松，可以解下领带，抛开讲义，讨论他们和读者
们共同感兴趣的任何话题。
　　目前《茶座》开设了经济评析、学界万象、国是我见、难得糊涂、学问聊斋、故事新编、说长道
短、虚拟茶馆、经济漫谈、旧事重提、经济学人、经济科普等栏目。
由于多是名家、名人撰稿，所刊载的文章如同上等名茶一般芬芳四溢，清醇甘洌，相信一定会给所有
读者带来“爽”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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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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