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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明确区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的佛学”
与“在中国的佛学”。
他说，佛教中有些宗派，只遵守印度的宗教和哲学传统，而与中国的思想不发生接触。
比如由唐代高僧玄奘（596～664年）从印度引进中国的相宗就是这样，所以，它只能叫做“在中国的
佛学”。
它的影响，只限于少数人和短暂的时期。
它们并没有进入广大知识界的思想中，所以在中国的精神的发展中，简直没有起作用。
    “中国的佛学”则不然。
它已经与中国的思想结合，是联系着中国的哲学传统发展起来的。
比如说佛教的中道宗与道家哲学相互作用，产生了禅宗。
禅宗虽是佛教，同时又是中国的。
特别是经六祖惠能改造过的禅宗，提出了人人皆有佛心，人人皆可成佛的主张，教诲人们“佛向性中
作，莫向身外求。
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
”这就使禅宗走出了寺庙，走向了中国大众。
“中国的佛学”就成了中国文化的内生的一部分，因而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等。
　　本书是2008年第6期《经济学家茶座》，书中具体分为经济评论、国是我见、学界万象等十部分内
容，具体收录了：《陈宪“美国病”与“中国病”之比较》、《蔡银寅汽车超载的经济学启示》、《
指鹿为马故事的博弈论理解》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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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的经济像一匹奔腾的骏马，在连续奔腾了30年后，脚步已经开始放缓了，而且出现了一些明显的
症状。
症状之一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地拉大，按照基尼系数来看，中国已
经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了。
对中国这样劳动力严重过剩、很多人隐性失业的国家来说，更可怕的问题在近两年已经开始浮现：中
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地区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企业已经出现了普遍的困难，大量的企业停
产倒闭，农民工纷纷失业返乡。
当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又使得中国的出口遇到了问题，使中国的经济形势如雪上加霜，大有哀鸿遍
野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中国的竞争力这样早地就开始丧失了？
为了应对危机，中国政府目前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措施。
但无论是央行刺激经济的五项措施，还是四万亿政府投资计划，基本上还是沿用原来的以低廉的信贷
刺激基础设施建设的方法，而没有涉及根本性的体制改革。
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面临的经济问题与十年前相比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不同。
那时候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很大的余地，可以通过建设基础设施来促进经济发展，而中国目前的问题是
产能过剩、国内需求不足、国外需求疲软，如果继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只会使投资占GDP的比重依
旧居高不下，进一步挤压国内需求，加剧结构性问题，而且也无助于出口。
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共品（医疗和教育）的不当市场化，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和收入差距过大
等。
中国的宏观经济困境与美国截然相反，美国的问题基本上是总量性的宏观经济问题，而中国面l临的问
题是结构性问题，结构性问题则必须通过结构性改革来解决。
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种总量性的方法无助于解决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不能实现经
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国应该好好利用这次经济危机来调整经济和社会政策，推进实质性的结构性改革。
在经济政策方面，我们要学习当时的朱镕基政府。
1990年代后期东南亚爆发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当时的朱镕基政府却采取比较严的货币政策，趁机实施了很多结构性的改革，大力地推进了市场化，
使得中国经济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了稳定的增长。
危机当头，社会更容易达成改革的共识。
因此，当前应该是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大好时机。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就业创造是放在第一位的问题。
推行不恰当的劳动力政策不仅不会帮助劳动者，反而会减少就业机会。
在这方面，欧洲大陆国家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教训。
近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欧洲大陆国家与美国的人均GDP的差距越来越大。
例如，1990年意大利的人均收入是美国人均收入的80％，但是现在只有美国的60％多一点。
其他欧陆国家如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
来自意大利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Alberto Alesina应该说对欧洲和美国社会都有深刻的认识，他和合作者
在《欧洲的未来：改革或者衰落》一书中认为，欧洲经济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僵化的劳动力政
策，其中包括各种提高解雇成本的法规和政策。
在这样的劳动力政策下，由于解雇的困难，这些国家的企业一开始便减少了雇佣的数量，并且开始采
用节约劳动力或者替代劳动力的技术，结果是更多的工人失业。
近年来，这些欧陆国家的失业率都是在10％以上。
在这种隋况下，既得利益者和利益集团更是阻挠改革，这使得欧陆的有远见的政治家即使有决心推进
市场化改革，但在现实面前也是一筹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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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陆国家被当作“烫手的山芋”的劳动力政策在中国却被当成“香饽饽”，这不得不令我们警醒。
中国经济的衰退远在世界性金融危机之前就开始发生了，中国政府去年推行的新劳动法应该负一定的
责任。
欧陆的这种加大解雇成本、从而减少劳动力流动性的劳动力政策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失败。
中国可以学习北欧国家和美国的劳动力政策，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政策的一个共性是：对失业者提供短
期的失业保险，并提供再培训的机会，而没有加大企业的解雇成本。
这种劳动力政策是值得中国学习的。
在这种政策下，社会对劳动者面临的失业风险进行了分担，同时保持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活力。
除了不当的劳动力政策之外，中国企业现在遇到的困难，还与中国的要素的市场化严重不足有关。
在中国目前的市场化改革中，最终产品和要素（中间产品）的市场化是不对称的。
最终产品基本上得到了市场化，而要素（中间产品，如土地、劳动、信贷等）的市场化却非常滞后，
如城市土地名义上为国有，实际上基本为地方政府所垄断。
由于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原因，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度受到很
大的影响。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来看，这相当于下游（最终产品）产业的厂商是竞争性的，而上游（要素或中间产
品）产业是非竞争性的（垄断或者寡头）。
同时，由于中国下游厂商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门槛低，产品竞争接近于完全竞争，因此利润率
极低；上游要素和中间产品市场的垄断对下游产业来说是雪上加霜，因为这提高了它们的投入品价格
，使得中国的下游企业过早地在全球的竞争中丧失了竞争力。
近年来，中国土地（房地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过早上升就表明了这一点。
要素市场改革的滞后，严重挫伤了下游产业及其就业创造能力，同时拉大了上下游产业间的收入差距
，所以，要素市场的进一步市场化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当务之急。
同时要破除很多领域的行政垄断，如金融、电信、邮政、交通等。
要素市场的改革和垄断的破除不仅会降低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也会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同时由于民
营企业的进人，还会创造很多新的就业机会。
拿土地市场的垄断来说，中国的政府就相当于一个大地主，试想如果中国的土地归亿万个所有者拥有
，竞争自然会使土地的价格降下来。
更重要的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不重要（资本和
劳动变得越来越重要），土地的价格一般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上升（这与我们的直觉正好相反）。
举例来说，美国的国民收入在1900年到2000年这一百年的时间里已经翻了好几番，但是住房的实际价
格在这一百年里只增长了24％。
①中国经济目前的这种增长模式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因为大部分资本被吸引到房地产这种投机性的活
动中，不仅加大了收入差距（由于金融市场是不完美的，有钱的人会更有钱），而且对实体经济的危
害更大，因为它“挤出”了本来可以用于实体经济增长的资本，而且加剧了内需不足，因为普通民众
几乎要勒紧裤腰带来攒钱买房子。
美国的前财长、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萨默斯警告过这种金融诱导的增长(finance-ledgrowth)，房地产挟
持的经济就是这样一种经济。
日本长期的经济萧条就是这种金融诱导的增长的一个典型例子，在日本出现流动性过剩之后，资金开
始流向房地产业，经济出现了泡沫化，破坏了整个经济的结构。
经济一旦崩溃，不是马上就可以恢复过来的，日本的萧条已经有十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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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6月刊)(总第38辑)》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陈宪 “美国病”与“中国病”之比较。
金天 是谁“绑架”了雷曼兄弟？
陈惠雄 农民白吃的菜与卖的菜为什么可能会不同。
王则柯 普林斯顿的老虎。
张宇燕 帕雷托原则中的人生哲学。
蒲勇健 指鹿为马故事的博弈论理解。
张清津 经济学家看宗教：宗教经济学。
江春泽 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主要脉络。
徐康宁 奇迹：哪些发生了，哪些还没有？
邱斌 一座建筑能否改变一个国家？
欧怀琳 福威镖局——一间大型物流机构的垮台。
詹小洪 磕磕碰碰的中韩关系。
董新兴 美国对少年儿童的经济学教育——写在《小书包里的经济学》出版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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