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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向社会各界反映论坛成员的重要成果，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组织者决定出版一套丛书，为愿意出
版自己学术研究成果的成员提供服务。
大家推荐我为这套丛书写序，能享有这种殊荣，我感到非常高兴。
说明每一位论坛成员的学术背景和每一本书的详细内容，不是我在这里想做的，坦率地说，我也不具
备这种资格和能力。
我在这里想介绍的是，50人论坛是怎么成立的，有什么特点，这些年主要进行了哪些领域的讨论和研
究。
希望通过这样的介绍，使读者对这套丛书的背景有一个总体了解。
记得是在1998年6月，当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我感到，需要在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
进行严肃讨论和深入交流，希望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讨论平台，在相同的研究层面上交流学术思想。
我和樊纲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讨论了这个想法，我们之间有强烈的共鸣，决定发起50人论坛的组织
工作。
论坛的宗旨是，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改革的重大问题献策献力。
论坛的定位是，集中国内重大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而不是单纯学术性的讨论，希望邀请国内经济学
界各主要领域有代表性的学者参加，进行不定期的交流。
我们的想法得到了吴敬琏老师和易纲老师的认同，大家共同倡议，组织一个非正式论坛。
把这个论坛称为“50人论坛”是樊纲的主意，认为这个名称比较符合国际惯例，也可以体现论坛的包
容性。
当然，实际参加人数并不受50人的限制。
不久，论坛就成立了。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50人论坛已经成为中国部分经济学家们讨论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一个重要
场合，它不仅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而且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
政府主要综合部门在制定经济政策时，经常倾听论坛的意见，或者委托论坛展开讨论。
不少领导也以不同方式，认真听取50人论坛对国内重大经济问题的看法。
从50人论坛的学者名单中不难发现，这是一批才华横溢的学者，是一批在社会上享有相当知名度、被
新闻媒体追逐的学者，也是一批极有个性和创见的学者。
读者可能要问，什么样的力量能使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并且持续发展？
中国各种各样的论坛很多，相当多的论坛具有自发性，但经过很短的繁荣期之后，往往就消失了。
为什么50人论坛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我的体会，支撑的是三个基本因素。
一个是超前性研究的学术需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支撑论坛存在的基本因素是经济学的需求导向原理。
每个成员都需要进行学术交流，都需要进行讨论和辩论，这种讨论和辩论又必须是在同一层面的，论
坛恰恰可以满足这种学术需要。
第二个是讲真话的学术作风。
在讨论问题时，必须实事求是和讲真话，论坛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和内外有别的要求，力求发扬
求真务实的作风。
第三个是相互尊重的文化氛围。
论坛的成员有的是职业学者，有的是学者型的政府官员，在论坛内部大家一律平等，发言的时间和顺
序与本人的职务没有关系。
不能参加某次讨论的学者要请假，没有特殊性和特权。
这种空气反映了对中国优秀文化的继承。
正是这样的组织文化下，大家可以自由讨论问题。
记得在2003年5月，当非典疫情仍在全社会心理上造成较大威胁的时候，50人论坛的经济学家们迫不及
待地聚在一起，共同探讨这一重大社会事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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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论坛的组织者在颐和园租了一条龙船，在昆明湖上讨论和总结非典带来的宝贵经验。
我没有详细考证过，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曾出现过这种情况，但起码近几年在中国没有出现过。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论坛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在论坛成立的几年中，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围绕中国发展的现实矛盾和前沿问题，论坛展开了多次讨论。
根据档案记录，各种类型的内部专题研讨会召开了25次，公开的讨论80多次，每年都要召开一次主题
鲜明、规模较大的论坛年会。
在众多的讨论中，使大家兴奋的题目实际有六个领域。
我很难用较短的篇幅把这些领域的问题全部讲清楚。
实际上，即便有充足的篇幅，我也难以讲清楚。
在这里，只能简要介绍使论坛成员们兴奋的一些重要问题。
中国宏观经济的周期变化。
近几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从通缩到通胀的经济周期。
经济周期的客观性不容置疑，繁荣和衰退相互交替，这是大国经济增长的普遍现象。
使论坛成员更为关注的问题是：周期阶段发生变化是哪些主要力量推动的，哪些因素具有明显的放大
效应，如何区分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对经济周期的不同影响，周期的下一个拐点可能什么时候出现，
怎样预测新周期阶段的特征，需要警觉哪些主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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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下了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率历史纪录，但同时出现了越来越突出的有关十几亿
人口的民生问题。
    本书以“民生与发展” 为主题，探讨两者的关系。
作者的核心观点是“经济增长率与民生问题并不一定是必然联系的，只有当政府政策能够促进民生问
题的解决，经济增长才能够与百姓民生密切相关”。
因此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从追求经济增长转向解决民生问题。
改善民生是政府的最大政绩。
    本书围绕“民生与发展”讨论了六个方面的重大关系：城市与乡村；地区与发展；社会与发尽；公
平与效率；人口与发展；环境与发展。
最后围绕“民生与发展”主题，对第十届国务院工作作了独立的事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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