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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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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卢周来  猫和老鼠的游戏[国是我见]  党国英  农村观察散记(一)  陈  抗  掉地上的钞票为什么没人捡？
——兼谈“反公地悲剧”  杨瑞龙  进入国际化的快车道  辛向阳  韦伯的印章与信用的中国[学问聊斋]  
张曙光  给企业家著书立说热降降温  姚  洋  苦心翻译为哪般  叶  航  两小时掌握现代经济学的精髓  赵凌
云  中国经济学思潮：各领风骚三五年  欧阳红兵  在香港学习金融学[学界万象]  赵人伟  “文革”期间
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中国之行  管晓云  国外常青藤大学经济系  刘建兴  龙虎榜之排法  赖德胜  经济研
究的个体性与群体性  李海舰  从单位人到社会人  张宇燕  经济学（家）笑话集锦（下）[生活中的经济
学]  王则柯  别人的信封似乎更诱人  王跃生  保姆的经济学  赵  泉  我被康柏卡住了脖子!  杨  强  农家缘
何好“做事”[评论与随笔]  蔡  昉  经济学规律的善用与滥用  李文溥  医生、木匠与托儿  熊秉元  一以
贯之的道  梁小民  谈武论侠话经济  朱铁臻  一个没有小偷的城市—访韩国济州市   张宏志  当公平与效
率打平手时  何  伟  一个经济学者眼中的《龙年档案》  金碚  报业经济学探索[学者访谈]  柳  红  滴水见
日——访问梁小民[经济学人]  聂辉华  杨小凯：华人经济学界的“骄杨”[经济史话]  朱荫贵  近代中国
银行界的海归派[编读往来]  罗子俊  杂谈？
狂想？
妄语？
——读《茶座》前十辑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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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大家也许对“公地悲剧”的概念较为熟悉。
“悲励”的产生是由“公地”的产权特性所决定的。
“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而且没有人有权阻止其他
人使用。
结果是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枯竭。
过度放牧的草原、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以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
剧”的典型例子。
它们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
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
　　黑勒的“反公地”正好有相反的产权特性。
“反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也有许多拥有者，但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资源，而
没有人拥有有效的使用权。
“反公地”的产权特性是给资源的使用设置障碍，导致贤源的闲置和使用不足，造成浪费。
就像在一间房子的大门上安装需要十几把钥匙同时使用才能开启的锁，这十几把钥匙又分别归十几个
不同的人保管，而这些人又往往无法在同一时间到齐。
显而易见，打开房门的机会非常小，房子的使用率非常低。
黑勒发现，莫斯科的沿街店铺和这间房子十分相像，具有“反公地”的产权特性。
　　直到1995年，俄罗斯95％的商用虏地产仍然由地方政府拥有。
其中，莫斯科国有店铺的产权结构尤其复杂，存在下面四个问题。
首先，每一种产权有多个拥有者。
例如，6个政府机构共享出售权，5个机构有权得到售款；3个机构有权出租店铺，5个机构有权收取租
金。
第二，产权的非对称拥有。
有权出售的不一定有权获得售款；有权出租的不一定有权收取租金；有权决定用途的不一定有占用权
。
第三，拥有产权的政府机构和机构中掌握决策权及实际控髓权的官僚利益不一致，产生“委托—代理
人”问题。
第四，占用者一般无权将店铺转租。
支离破碎的产权结构就像是一篓螃蟹，你夹住我的后脚、我钳住你的前腿，谁也动弹不得。
莫斯科的沿街店铺有许多拥有者，他们都拥有阻止他人“开门”的“钥匙”，但谁都无法自己“开锁
进门”，正好符合“反公地”的定义。
　　很明显，“反公地”的产权不是虚置、不明晰的产权，而是支离破碎的产权。
“公地悲剧”可以靠明确产权来解决，而“反公地悲剧”则需要以整合产权来化解。
那么，私人企业家有能力运用市场的力量对产权进行整合吗?从莫斯科沿街店铺的产权结构可以看出，
做小买卖的生意人要在众多政府机构的“迷宫”中找出所有关链人物进行谈判，向他们购买产权，并
且确保交易合同能得到顺利实施，的确是一件极其困难、交易成本极高的事情。
对比之下，在莫斯科街边摆个金属箱销售摊子反而容易得多。
先给消防局、供电局、城市建筑管理局等单位的主管送礼，得到他们的批准后再买通审批营业执照的
工商管理官员，贿赂税务官员，向黑手党交保护费，事情就办得差不多了。
当然，这些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一位叫卡拉莫夫的摊主这样说：“摊子设起来以后你还要继续行贿，不然他们会把它封了。
黑手党是最容易对付的。
他们不会要价太高，要多少拿多少，不会多拿。
最难的是行贿。
你送钱得送对人，不然白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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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莫夫的做法是在政府办公室外连续呆几天，见到官员就送些糖果和小礼物，最后总会有好心人
指点迷津，帮他找到目标对象。
摆摊子有章可循，租店铺却无门可入。
结果必然是金属箱子越摆越多，店铺仍然闲置街边，掉在莫斯科街道上的钞票还是捡不起来。
　　中国“反公地悲剧”的一个例子是福建省前副省长张遗记述的关于闽江河沙的故事(见张遗著《觉
悟：一个计划经济者的反思》，香港社会理论出版社1992年版)。
话说日本东京的水泥厂每年需进口淡水沙300万吨，而福建闽江上游的洪水每年给闽江口带来700万吨
河沙，阻塞航道。
把闽江河沙卖给东京水泥厂既能疏通航道又可以赚取外汇，是捞起“掉进河里的钞票”的好事情。
日本议会日中友好议员协会会长古井喜实1979年给邓小平写信，要求福建长期提供闽江口淡水河沙。
邓小平批示支持，李先念也批示赞成。
没想到闽江河沙是“反公地”，诸多的“产权拥有者”都想得到掉进河里的钞票。
外贸局认为河沙出口属于外贸，应该归外贸局经营。
交通航运部门则认为挖沙与清理航道分不开，应该由他们经营。
建筑材料局又说河沙属于建筑材料，国家分工属他们经营。
还有集体所有制的闽江河沙队，说是历史上他们以挖沙谋生，国家不应与民争利。
这些单位相互间不断扯皮，一拖6年，日本方面只好作罢。
掉进河里的钞票最终还是没有捞起来。
　　对“反公地悲剧”问题，政府部门近来有较明确的认识。
据报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军扩认为，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存在的一个突出的
问题是同一企业的所有权由不同的政府机构行使。
例如，人事权和监督权掌握在，企业工委和国企监事会手中，收益由财政部负责，薪酬则由劳动部审
定。
其结果是，每个机构都可以从某个侧面向企业发号施令，但谁都不对企业经营的整体结果负责，也不
可能负责(《联合早报》2002年11月17日)。
意识到产权支离破碎的弊端，十六大提出了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以确保国企所有者
责、权、利的统一。
建立统一的所有权代表的确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它的目的是通过整合产权来解决“反公地悲
剧”问题。
　　诚然，在交易费用很高的情况下由政府出面整合产权要比市场整合有效得多。
应该注意的是，现有的产权拥有者不会轻易放弃既得利益，而产权有偿转让的方案则会使问题复杂化
。
另外，“委托—代理人”问题也将继续存在于独立、统一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之中。
　　“制度理论与产权理论热”的兴起，从外界原因来讲，与1991年科斯以其交易费用理论和产权理
论获得诺奖，1993年福格尔和诺斯以其对于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历史分析获得诺奖有直接关系
。
从国内来看，一方面是由于1992年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重大制度创新理论，这一创新需要
从经济体制的制度层面上创新理论分析框架，同时，中国经济体制制度层面特别是所有制层面的变迁
过程加快，也强化了这种要求。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方式逐渐从经营层面推进到所有制层面，宏观经济改革也从宏观调节机制层
面推进到政府分权制度层面，也客观上要求中国经济学家从制度与产权上拓展理论。
　　时至今日，产权理论与制度理论仍然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
特别是伴随过渡经济学与转轨经济学的兴起，运用这些理论对中国经济制度现象进行案例分析，对中
国经济体制转轨中的产权设计和制度设计依然是相当一批经济学家乐此不疲的话题。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　　1994年，纳什等人以博弈论获得诺
奖，一股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热潮席卷中国经济学界。
2001年，斯蒂格里茨等人以其对不对称信息市场的分析获得诺奖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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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数学基础好的年轻经济学家纷纷运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包括中央
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等。
“纳什均衡”、“零和博弈”、“代理人风险”、“公地悲剧”、“旧车市场”、“拍卖机制”等概
念充斥于经济学文献中。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在中国的流行，除了因为这些理论进入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以外，更重要的
是，这些理论符合中国经济学发展趋势的转变。
在中国已经初步构建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以后，经济学界面临的问题、视角与方法开始转变。
如果说前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改革目标模式框架的构建，那么，这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模式的具体内
容的精致化设计。
为此，必须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政府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府与企业间“讨价还价”、企业
与企业间相互拖欠、社会上普遍的诚信危机等体制现象进行深层分析。
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正好提供了合适的分析方法。
如果说前期经济理论主要是运用宏观的总体的分析框架，这时需要运用个体的分析方法，需要分析具
体的政府部门和层次、企业、个人在一定的战略空间下如何决策，而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体现的正是
这种转变。
如果说前期研究的视角注重某种机制，如市场机制、价格机制的构建，那么，这时需要揭示在这种非
人格化的机制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下，个人之间的行为如何互相影响。
　　总体上看，20多年间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一幅多元化的宏观图景。
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理论在不同的层面上各领风骚。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改革是一个渐进过程，是一个选择过程，是一个演进过程，与此相应的理论发展
也是一个渐进、选择和演进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出现了几个新的趋势。
一是虽然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分野依然存在，但是两者开始了交叉和融合。
二是不仅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过程取得重大进展，而且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化进程已经启动。
三是中国经济学家开始抛弃以理论论证理论的传统经济理论范式，案例研究、实证研究开始兴旺起来
。
四是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其“下层”结构的发展逐渐摆脱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
这些趋势的出现，可能预示着中国经济理论未来的进一步长足发展。
　　一说到最大化，人们马上联想到物质利益或货币收入最大化。
这是对经济学的误解。
其实最大化既包括货币内容也包括非货币内容。
经济学家经常以货币内容为分析对象，例如收入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等等，无非是因为货币内容可以
量化，可以用数学工具分析，并非它是最大化惟一的内容。
在现实中往往非货币内容比货币内容还重要。
人所追求的最大化其实是幸福最大化。
没钱绝对不幸福，但有钱也不一定幸福。
据有人估计，总体而言，金钱对人幸福的贡献为20％左右。
可见在最大化中非货币内容还是相当重要的。
　　武侠小说中尽管也反映了人贪财的一面(如金庸的《连城诀》)，但更多的还是其他追求。
武林高手们或者家财万贯，或者起码是过着中产的日子。
幸福中20％的货币内容对他们来说已不成问题，所以追求的是另外80％的非货币内容。
在经济学中，实现了最大化的行为称为理性行为。
当这种最大化限于货币内容时可以用数学分析得出明确的结论。
经济教科书教的主要是这种内容。
但在涉及非货币内容时，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在读武侠小说时，我想得更多的是从非货币内容的角度看，什么才是理性人应该追求的最大化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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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卷首语　　猫和老鼠的游戏　　卢周来　　一位读者在读了《茶座》第11辑上发表的关于经济学家的
笑话之后发来一封电邮，说最近也看到了一则同样是调侃经济学家的幽默：经济史学家就如同在漆黑
的屋子里追一只老鼠的猫；经济学家就如同在一间没有老鼠的屋子里说一定要追到老鼠的猫；而计量
经济学家是在一间本来没有老鼠的屋子里追老鼠却声称自己已经抓到了老鼠的猫。
　　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学在这则幽默中成了猫抓老鼠的游戏。
　　即便真是猫抓老鼠的游戏，也不是没有价值。
近数百年的经济学家市场供求关系一直很稳定，证明这种游戏真有其功能。
一者，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不同于其他学科，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需要有经济学家用“猫眼”来解释世
界。
二来，偶尔经济学家的建议不定还真是“瞎猫逮着了死老鼠”，也足以使主人的财富增加若干，历史
上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
三者，即便真逮不着老鼠，猫的叫唤也可以让老鼠不敢出来。
马克思大概算得上一位西方世界的大猫，让资本世界的某些“邪恶老鼠”害怕。
退一万步讲，以上功能都没有，就算纯粹是个游戏，也可以娱乐社会。
迪斯尼有一个著名的卡通片《猫和老鼠》，吸引了三代小朋友的眼球至今不衰；而据说香港最近一部
由刘德华、张柏芝主演的《老鼠爱上猫》票房收入也不错。
　　而且，说经济学研究是游戏，也并未降低经济学家的身份。
往往是人们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某种极致，做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才能达到“游戏”的境界。
所以，中国圣人孔子说过，士“志于道”，但却是通过“游于艺”来“弘道”。
古希腊与罗马的哲人也将诡辩作为到达真理之境的游戏来做。
而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经济学家希克斯更是坦言：“经济学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智力游戏。
”　　所以，不妨让我们翻开《茶座》，看看各位“高猫”是如何继续在玩“抓老鼠”的游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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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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