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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八大之后，对于中国往何处去，改革应该怎样继续，无论是专家学者、舆论，还是大众，众说纷纭
。

从改革史上标志性的莫干山会议开始，周其仁教授就与中国每一步改革密不可分，也因此成为政府、
媒体和大众关注的改革焦点人物。
从“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到“中国还需要做对什么”，从“如何防止改革变成半拉子工程”，到“怎
么避免糟糕的政策组合”，应对更激烈的全球竞争，周其仁教授对中国改革的理念、方法和历程进行
严密而逻辑清晰的梳理，系统地从产权改革、土地改革、货币改革等各个方面解读了中国经济改革的
来龙去脉和未来走向，既有对过去的回望和梳理，也有对关键问题的深刻解读，同时对未来提出了自
己的看法。

周教授长期以来注重实地调研，他对于改革的看法都从实际土壤中产生，是一本非常接地气的改革力
作。

文摘
自序
把这些年来作者有关改革的文字集成一本文集出版，是中信出版社编辑的建议。
我自己觉得，这些文章在网上都可以找到，其中部分已编入其他文集，再编一本，可有可无。
不过，出版社对读者的需要总有更多的了解，那就听她们的吧。
书前也没有特别要交代的话，前一段在不同场合发言提及改革，把文字修一修拿来作为序言。

不久前我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
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
这里有不少感慨。
不是吗？
中国这个要改革的体制，从1952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到1978年，总共也不过就是28年。
其实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元素还在，农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劳动者私产的合
作社，在理论上还可以退社。
农户自留地的面积蛮大的，此外尚没有搞政社合一，没有城乡户籍控制，也没有从这个产业到那个产
业，这不准、那不准的那一套。

换句话说，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体制，应该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形成的。
总计20年时间，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体制。
可是要改这套体制呢？
从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经35年了，人们还在呼吁改革、讨论改革、建言改革。
这么一个现象里面，必定有一些道理。
为什么我们过去形成的那套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现在一个认识是，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
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
改革以来国民经济壮大了多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壮大了。
现在一件事情，背后都是多少亿、多少亿实实在在的利益。
即得利益很大、很顽固，于是改革就难了。

但是，哪个国家在哪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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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体制就是一个即得利益格局，从来如此。
改革要改游戏规则，也就是要改变经济竞争的输赢准则。
游戏规则改了，原先的赢家不一定继续赢，当然不可能高高兴兴就退出比赛，总还想维系老规则，继
续赢下去。
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
所以要问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显得特别严重？

我的看法，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
她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
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
发达国家的市场里是出现过一些大公司，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
系、完全靠“看得见之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那还是要差十万八千里。
但是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国家公司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谁能随便改一改呢？
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义”的大词汇，碰不得，只好拖来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还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词汇”的既得利益，才特别顽强，特别难触动。
谁也碰不得，一碰就成了“反社会主义”——50年代的中国还有一个罪名叫“反苏”——本来是怎样
搞经济的问题，非常实际的事情，水路不通就走旱路，高度依赖经验和实践效果。
要是意图老也实现不了，不妨考虑改一改方法吧。
但是“大词汇”当头，点点滴滴改进的难度骤然变大，一静一动之间好像都触犯了制度底线，既得利
益就变得很僵硬。

推进改革，首先就要回到经验的基础上来，也就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社会主义的理想要坚持，但究竟怎么在中国一步一步实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也要根据实践效
果来调整。
非要人民公社，非要政社合一，非要搞得种田的人吃不饱饭，才叫“社会主义”？
久而久之，人民对那套“大词汇”就不会有信心，也不会有兴趣。

其实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互相比赛一件事情，那就是纠错能力。
哪有不出错的制度？
资本主义了不起，《共产党宣言》说它创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时代的革命性的经济成就，但为什么老要
闹经济危机呢？
还不是那个体制会出错？
过去以为搞了计划经济就可以消除了危机，实际上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中国，经济决策同样也会出错
，否则为什么隔几年就来一次“调整”？
经验证明，出错不可免，问题是纠错能力强不强。
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个优点，但前提是决策要对。
决策错，又集中，那错误也大，且纠错比较困难。

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
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就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
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就自动变强了吗？
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千难万难，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
就，有一种舆论就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
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新体制，再也无需改革，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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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想去，答案是不行。
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
大体有三个层面。

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
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

浏览最近新闻，刘铁男案、刘志军案、东北四天里的三把大火、还有延安城管的暴力执法，看得心情
不能不沉重。
当然也可以说，这么大个国家，总有负面新闻，也总有偶发因素、纯个人的因素。
不过个人感受，这些新闻事件还是反映出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社会机体里，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
病。
中国是比过去富了很多，但富得不很健康，到处可见富态，也可见病态。

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钱数目巨大，本身就够刺激。
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抢银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
“利用职权”能带出如此数目巨大的非法收益，不能不判定现行的职权利用体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
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生生不息，没完没了。

一个国家粮库，一次过火面积就是几万吨存粮。
网上议论，向着“天下粮仓”的方向去破案。
究竟如何，要看调查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
我不过以过去的经验推断，仓储存粮数目过于巨大，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总有某种间接的联系。
现在财政对粮食的补贴，到每户农民头上的还不算多，但总量已经不小。
这对粮食总供求当然有影响。
不补贴呢，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似乎都有麻烦——是为两难。
出路之一，是适度提高粮食种植经营规模。
为此需要进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权、发展农地转让权。
就是说，需要土地制度方面的进一步改革。
延缓地权改革，只靠粮食补贴，财政能力是一个问题，补来的粮食压库，社会成本过大，管理负荷过
重，怕是过不长久的。

还有吉林那把大火，工厂里面工人在干活，但车间门被反锁，着火了人也跑不出来，活活烧死！
经济发展当然要支持民营经济，但民营企业也一定要保障工人权益。
这些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不可能仅靠各方自觉就可以自动实现，要有政府来充当履行市场合约的第
三方。
可是平时管东管西、查这查那的很忙，偏偏人命关天的环节就没检查、没监督。
说此案暴露“政府缺位”，总不冤枉吧？
问题是缺位了怎么着？
用什么机制来监管政府，使之不再缺位呢？

管也不能用延安城管那样野蛮的办法。
众目睽睽之下，身穿国家制服，跳脚猛踩小商户的脑袋——这样的官民关系，离“官逼民反”不很远
就是了。
说是“临时工”所为，可事发整整七天之后，延安城管局长才现身道歉。
他到底忙什么去了？
官员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如此官制不改，就不怕国将不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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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发生在延安，那是共产党夺天下的圣地。
要是当年也是这样的官民关系，毛主席能坐进紫禁城吗？

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总特征是高位下行。
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
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
所以现在论改革，还不是摆开架式做最优的顶层设计，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
很多问题久拖不决，正派生出更多的问题。
我写过“接着石头过河”，就是挑战一个接一个飞过来，逼你出手招架。
这是第一层次。

第二个层次，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
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
比如说，对经历过1959-1961年大饥荒，经历过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
之后的变化，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
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
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
，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

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文化活动中最活
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
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
不可容忍？
要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
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期望，就比过去更高。
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解放前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
。

一个国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
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
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情绪弥漫，那就无从动
员一代代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个层面，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
。
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
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

看到这类现象，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人有法不依，没有尊纪守法得好习惯。
这个问题存在。
但有得情况下，也实在是因为我们不少的法，定的不合理。
我举过一个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机落地时，广播里一定说请大家不要打开手机。
可是前后左右，差不多人人都在开手机。
可是搭乘香港国泰或港龙的班机，人家一落地就广播说现在可以打开手机了。
我的问题是，要是落地之后开手机没啥不良后果，干嘛不痛痛快快让大家开手机得了？
这是说，有的情况下，改一改法或规章，不难做到有法必依。
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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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城市都有“黑车”，为什么？
常常是“白车”经营的门槛过高、负担太重。
凡白车服务不到的地方，黑车常常应运而生。
再看所谓“小产权”，法律上没地位，现实中有市场。
单单天子脚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业？
还有早就过时的人口控制政策，催生了多少“黑户”？
挺大一个小伙子，交谈几句就告诉你他是被罚了几十万元才来到这个世界的。
他们对我们这个社会，会怎么看？
金融改革讲“利率市场化”，讨论很热闹。
可走近生活，哪种利率模式现实里没有哇？
所以，法外世界很热闹，到处都是“中国式过马路”。

讲到这些现象，“小道理”盛行——这个不让碰，那个不让改。
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
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
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
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

改革本来就难。
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
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
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
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
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这本文集讨论的，就是一个很难改的体制，如何在不改更难的预期下，继续改革的逻辑。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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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教授，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2011年第一
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公共经济学家等荣誉。

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

1978年从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
毕业后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在杜润生先生指导
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

1989年5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访问学习。
1991年秋进入UCLA，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1996年春季起，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并应邀为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经济
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长江商学院开设课程。

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
改革等等。
自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著作有《城乡中国》、《改革的逻辑》、《竞争与繁荣》、《货币的教训》、《中国做对了什么》、
《病有所医当问谁》、《世事胜棋局》、《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挑灯看剑》、《产权与制度变迁
》等。

推荐
（周）其仁不厌其烦地讲述中国改革的故事，用意在于提醒读者关注和思考中国社会未来可能涌现的
改革图景。
通过其仁的叙述，读者很容易理解，符合改革逻辑的中国未来改革图景，必须涉及政治体制改革。
我喜欢更直接的表述：妨碍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关键环节将主要是政治的而不再主要是经济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汪丁丁
懂得经济学真谛并能用以剖析现实的学者不多，兼具思辨力、洞察力和凌云健笔的学者更少见；具有
全球视野又能持续关注本土现实的学者不多，不疏空、不褊狭的学者更少见，周其仁则是其中难得的
佼佼者。
藉长期孜孜不倦探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周其仁近年来多有精辟的经济论说问世，这里呈现的是
其精选。
读这本书，帮你理解中国改革的逻辑，也帮你了解周其仁的方法论。

——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胡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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