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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别具一格的很抢眼的经济学专业读物，被评论界称为“叫好又叫座”。
其轻松、休闲、贴近百姓生活的定位和特色追求，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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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更注重的是其自身
的格调和品位。
在这里，海内外著名华人经济学家谈国事，聊学问，评学人，讲故事，引领读者走进经济学殿堂。

《经济学家茶座》自2000年6月创办伊始，便确立了轻松、休闲、高雅的独特定位。
在5年半的时间里，以平实的文风，亲近读者、贴近生活、关注民生的内容特点，在读者与经济学界
内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本书是它的第24期，视野更开阔，见解更为独到，更具精神内涵和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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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回乡探亲，遇土生老爹。
老人年届八十，人生阅历丰富，且读书颇多，又兼关心时事，熟悉政府有关三农政策，村中威望极高
。
多年未曾谋面，老人见我甚是高兴，老少二人把酒话桑麻，聊得很是投缘。
老人讲述一生经历，无意中从一个亲历者的视角反映了建国以来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
笔者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一、土改：终于拥有了自家的土地    “那可是个好辰光!”说这话时，老人眼中露出少见的光彩，“
解放了，地主家的田地、房子还有牲畜全部分给了穷人!那时我刚刚成亲，家里也分了十亩地、一头
牛!祖祖辈辈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们那个高兴啊!做梦都会笑出声来。
”    “我知道，那是‘土地改革’，简称‘土改’，”这个话题很合我的兴趣，“就从土改开始，给
我聊聊你这一辈子经过的事。
”    “好!好!既然你愿意听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我就和你聊聊。
”老人也颇有兴致。
    “土改把地主的土地和牲畜分给大家，分得公平吧?”我问道。
    “应该算很公平!基本都是平分的，比如，我们家和隔壁长庚家人口一样多，分的田地和牲口也就一
样多，都是十亩地、一头牛。
    “终于有了自家的土地，我们两口子合计着一定要好好干，我们相信土地不会糊弄人，你流多少汗
，它就给你多少收成!    “那几年，我们两口子农时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回家，地里一棵杂草
都没有!不管种什么，我们的产量都比别人高出一截。
夜里我们轮流起来给牛喂料，牛那个膘肥体壮!我们很爱惜它，它也很对得起我们。
    “每年我们拿出六七亩地种粮食，打了粮食自己吃和交公粮，价格合适时也卖一些。
其余三四亩地种些经济作物，拿到集市上卖钱。
我们合计着，好好干，攒些钱再买十亩地，一头牛!让日子越来越红火。
”    “你很会做买卖吧?”我记起老人曾被割过“资本主义尾巴”。
    “说不上很会，就是比别人多动点脑子。
乡亲们都种黄瓜时，我就种西红柿，这样西红柿可以卖个好价钱。
等来年大家都种西红柿了，我就种黄瓜，反正不随大流!这样，我们种的东西总能卖个好价钱!”    “很
有市场意识嘛!”我恭维道。
    “我不懂啥市场意识，只是比别人多动点心思，腿脚勤快一些，多了解些情况。
    “农闲时我们两口子就做豆油卖，一是赚点钱，二是可以做些豆饼喂牛，以及做肥料施到地里去。
你知道地里施豆饼，地力增加得又明显又长久，比现在的化肥强多了。
由于经常给地里施豆饼，我们家地力特别肥，要不产量咋能比别人家高出一大截!    “也就三五年光景
，我们家粮缸里装满了粮食!也攒了一些钱，我们又买了十亩地和一头牛，地多了，有时忙不过来，就
要临时雇短工。
日子是越来越红火。
”    “其他人家呢?”    “差别很大，”老人说道，“就拿我们家和长庚家来说吧。
土改时同样是分得十亩地、一头牛，我们年龄一样，家里人口也一样，可也就三五年光景，两家的境
况差别就很大了。
    “长庚两口子都不是勤快人，天天太阳晒到屁股才起床，地里杂草比庄稼还旺!打的粮食交完公粮后
全家吃饱都勉强，根本没余粮可卖!两口子种点蔬菜也懒得伺候，自家吃还可以，卖钱是卖不出来的。
农闲时两口子就蹲在墙根儿晒太阳，也不找点事做。
    “两口子还特嘴馋。
特别是长庚，三天两头卖了粮食换酒喝。
大概土改后第二年吧，为了买酒，他竟然把牛卖了。
    “说来两口子命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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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第三年吧，他们大儿子莫名其妙地得了一场重病!治那病花了好多钱，他们哪有钱啊?最终不得不
把十亩地都卖了。
    “不过还不错，尽管花了一大笔钱，那孩子的病最终治好了!可是病是治好了，他们却一无所有了，
成了新兴贫农。
说来也是，土改刚刚几年呢，他们家就又没有地了，可是怨谁呢!只能怨老天爷捉弄人，干吗让他儿子
得那么一场大病啊。
不过说来老天爷挺对得起我，那几年我们全家就没有一个生病的，连头疼脑热的小病几乎都没有。
    “造化弄人啊。
”老人叹道。
    “这其实很好理解，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
首先是父母留给的初始物质财富很不一样，其次家庭教育和成长环境形成的个人价值观有很大差异，
再次是个人的自然禀赋包括智力和身体素质有很大的差异，还有就是个人后天的努力程度也不一样，
最后一点是不确定性因素的差异，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运气的差异吧。
长庚儿子得病这事就是一件典型的不确定性因素。
    “在这些决定一个人一生成就的因素中，唯一可以拉平的只有初始物质财富，就像你和长庚，土改
给了你们一个平等的物质财富作为起点，但是其他因素无论如何是无法拉平的，特别是个人的自然禀
赋差异始终会存在，并显著地影响着一个人一生的成就。
在这个过程中。
不确定性因素的作用也非常大，有时甚至会造成很大的差异。
当然，在存在较完善的保险市场的条件下，不确定性可以有所减少，但是却不可能完全消除。
在个人的能力能够有效发挥并且个人的收益取决于自己的贡献的环境下，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就
是这样的环境；这些因素的差异必然最终导致个人财富、成就、地位的差异。
也就是说，在机会公平、程序公平的环境下，即使物质财富的起点是一样的，个体自然禀赋的差异也
必然使得最终的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
换句话说，即使最初的物质财富是一样的，在‘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制度下(土地私有
制就是这样的制度)，那些无法拉平的个体差异必然会导致大家的收入出现差异，并导致最终的物质财
富有很大差异。
土改后几年你和长庚生活光景的差异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
”    老人没有理会我的掉书袋，等我说完，又按照自己的思绪聊了起来。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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