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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卢周来写作的是一种大多数人读得懂的经济学散文。
与那些越来越臭名远扬的御用经济学家不同，卢周来作为当下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中的中坚人物，他
关注的重心更多的是对社会公正的承担，他用良知和责任感来指挥手中的笔⋯⋯    对捐款维修故乡小
学校舍的抵拒和质疑、 “杀掉山羊，保卫北京”是一句转嫁沙尘暴肇首于牧民的可笑口号⋯⋯卢周来
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视角：它审视出众多社会现象中的不合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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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点评乡下姑姑来信出租车惊魂记“杀掉山羊，保卫北京”？
经济学与乡愁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向前看与向后看穷人与富人广告主要是为富人做的“富人比穷人
讲信用”？
出生、私有制以及“教育产业化”选择一位思想者的离去我为什么没有捐款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文明与
贫困以贫困为耻贫困的理由：三种经济学的解释蛋糕的比喻到底应该招聘谁从鲸鱼的命运说到所谓产
权大树该不该砍进步的代价信上帝，还是信经济学家人耶？
鼠耶？
价格大战的背后利益之外歌星的身价“全世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
”知识分子的人生经济学自由主义的真精神我很“懒”，但我很快乐为什么总是美英出来充当“老大
”——博弈论应用趣话之一“沉默的大多数”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博弈论应用趣话之二俄罗斯的威
胁为什么没有用——博弈论应用趣话之三透视道德领域的“沉默现象”——博弈论应用趣话之四打破
沉默：方法在哪里？
——博弈论应用趣话之五常识的胜利——信息经济学趣话之一好东西为什么卖不出去——信息经济学
趣话之二“科斯定理”到底说了些什么——与一位人文学者谈“科斯定理”（一）“人是一条拴在树
上的狗”——与一位人文学者谈“科斯定理”（二）由“婚前财产公证”说到“产权崇拜”——与一
位人文学者谈“科斯定理”（三）枪炮下的繁荣——战争经济学札记之一全球化不打仗？
——战争经济学札记之二“经济人”的盲区——战争经济学札记之三“经济学眼光’与“数学眼光”
再谈“眼光问题”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繁荣经济学透视下的“官德”中国人该如何自处——写在
“五八”事件以后改革“冷漠症”的背后切的忧虑历史学家的绝望——再读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
力》讲道德的经济学家从威廉公爵的葬礼说起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中的时间感受乡土中国——读《黄河
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中国知识界需要什么？
——再说《黄河边的中国》草根与传统说几句不合时宜的话——读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后
弱者的声音——读韩德强《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关键还在于我们自己何处是归程—
—读汪丁丁《回家的路》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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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不知我们这些经济学家有没有意识到，中国与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
在美国，各利益集团之间有平等对话的权利与资格，所以，相应地，为各个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
的声音都不　　相伯仲，社会影响也都差不多，所以，各种声音都可以相互制衡。
政府也可以兼听则明。
而中国呢?中国是这样吗?“资本”与“权力”阶层有实力买得到经济学家为他们服务，但普通工人呢?
普通农民呢?还有昨天街头的出租车司机呢?谁来为他们说话?当上千万下岗工人在为不知下一顿饭在哪
里而发愁时，我们的经济学家却在说“计划经济下就业体制培养了千百万懒汉”，“要想提高效益还
要再下岗一千六百万”；当普通人辛辛苦苦几十年干下来最后发现国家曾许诺过的“老有所养”不过
是风雨中纸糊的房子时，我们的经济学家正忙于论证“福利社会的不　　经济性”。
这就是我们某些大经济学家的所作所为。
　　稍稍说开一些去。
这两年，不少经济学家鼓吹教育改革。
其核心内容就一个：交钱上学！
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可以启动教育消费，可以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真正考虑我们国家的穷孩子如何上得起学。
而如果贫穷家庭落后地区的穷孩子们都上不起学了，他们也曾经有过的赶上富裕家庭富裕地区的愿望
将被完全相反的事实取代。
更可怕的　　是还不在于这些经济学家这样鼓吹，而在于我们一些政府官员也竟然信以为真了，并打
算这样做。
他们还振振有辞地说：“银行可以对穷孩子发放助学贷款！
”而实际上，这一方面使本来应该完全是效率取向的银行不得不承担政府赋予的社会负担而无法做到
彻底商业化；另一方面即使是穷孩子可以借款，也意味着出大学门的那天起，穷孩子已经背上了数万
元的债务，又与富孩子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
　　这里提出了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即明星是如何产生的。
我记得经济学家穆什·阿德勒作过这样的结论：“明星现象是在知识上进行节约的一种市场手段。
”具体地说，人们进行任何一项　　消费，是需求知识的。
以听歌为例，我们是如何了解歌曲以及歌手的呢?为了节约知识的成本，我们大多只能是通过与那些听
了更多音乐，更懂得音乐的人交谈，所以，这样的结果自然是多数人相互通过交流接受少数歌曲以及
少数歌手，这少数歌曲以及少数歌手就成为流行歌曲以及歌星；而且更进一步，一旦当这些少数歌曲
以及少数歌手进入多数人视野时，人们再在交流有关歌曲以及歌手的知识时，为了节约交流的成本，
不得不对这少数歌曲以及少数歌手予以更深入的关注，少数歌曲以及歌手进一步被带入一种多元对话
的格局之中，于是，这个过程反复下去，围绕这少数歌曲以及歌手，一种“知识谱系”就逐渐建立起
来了，不断强化他们的明星地位，而后来的歌曲以及歌手要再进入明星行列，因为听歌者必须付出新
的“学习成本”，而一般的听歌者不愿轻易付出这种新的“学习成本”，所以，后来者要成为明星，
必定要付出更高昂的代价，这也是不少音乐经纪人抱怨“要包装一个新歌星，成本越来越高”的基本
原因。
　　⋯⋯　　　　　　书摘1　　选　　择　　一个多月前，我的朋友单庆老家一位乡长到北京，朋
友请父母官的客，一定要我去作陪。
不得已，我去了。
一见面，郝位高姓乡长大声大气地说：“啊，你就是卢周来啊。
单庆说你是搞经济的，还给我看了你那篇乡下姑姑来信。
你也太厉害了吧。
把我们乡村干部全都给否了。
”我只有边向他点头哈腰，边解释说：“没那个意思。
没那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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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间，这位高乡长再次向我发感慨：“小卢啊，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我们乡村干部可不容易啊。
有些事情是我们不对。
有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
还有龄事情，是村民们不晓理。
”因为对于“不对”与“没有办法”的事我了解得比较多，所以我随口接了一句：“你说说村民们有
什么不晓理的事吧。
”　　高姓乡长还真说了一件事，情况与央视《焦点访谈》某次播出的节目很类似。
皖河边上有一片滩头地，分散在各农户手中。
这几年因为年年都有或大或小的洪水，滩头地根本就没有什么收成。
因此，农民也没有太在意这片地，有的农户例行性的春天播下种子，到秋天能收多少收多少，往往收
下的粮食只够喂喂鸡；有的农户干脆撂荒了。
后来，乡里将地全部收回，统一承包给外地过来的一个养河蟹的，并对农户进行了每亩地一百元的补
偿。
当时农民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种多少年也收不回一百元。
但仅过了三年，河滩地出效益了，外地人开始赚钱了，农民们却红了眼。
要求将已改造成池子的地收回。
乡干部劝农民们说你们没有养蟹的技术，收回来也没用，农民们则说宁肯地荒掉也不能便宜了外地人
。
否则，要告到上面去。
而承包者死活不同意，说合同期未满，如果乡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他要告到《焦点访谈》。
乡里正为此事愁得不行。
　　其实，高乡长面临的这种两难选择，在经济学中还真研究过。
这种两难选择可以抽象为这样一个选择过程：假设有一个方案，通过民主的程序决定是否通过。
现在投票人是一百个人。
　　此方案通过以后，对一百个人中的九十九个人来说，每个人可以增加一美元的收入；而对于一百
个人中的一个人来说，方案如果通过，则会造成其二百美元的损失。
因为民主的原则是多数原则，所以，此方案一定会因为有九十九个人投赞成票而被通过。
　　但是，对于知识界人士，问题就来了：此方案通过后，给九十九个人每人增加了一美元的收入，
社会总收入增加了九十九美元：而此方案通过后，因为给一个人损失了二百美元的损失，所以社会总
收入因此损失了二百美元。
两相抵，方案通过后，给这个社会不仅没有增加总收入，反倒使社会总收入减少了一百零一美元！
而如果政府出于增加社会总收入的考虑，无视民主的原则，否决了此方案，那么，损失是九十九美元
，增加二百美元，两相抵。
社会总收入可增加一百零一美元。
　　因此。
社会其实在此面临着一个选择是：你是遵守民主原则。
还是追求效率原则?如果遵守民主原则，那么就以损失效率为代价；如果追求效率原则，那么就破坏了
民主的原则。
　　高乡长面临的问题也是如此。
如果他照顾人数众多的农户的要求（民主的原则），那么，尽管农户可能因此受点小益，但承包人的
损失更大；而如果他顶住农民们的要求，满足了承包人的愿望，那么，他显然又没有尊重民意。
　　面对这种两难选择，在经济学家内部，本身也有不同的意见，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主流经济学家说，经济学不讲道德，本身没有立场，只研究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因此，从效率的角
度，这个方案不应该被通过；一些同样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社会学者甚至在这里看到了民主与自由的矛
盾。
他们说，这个例子形象地说明，民主有时候会造成多数人（九十九个人）对少数人（一个人）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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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民主也不是最好的制度安排。
“当民主妨碍了自由的时候，民主应该为自由让路”，因此，这个方案也不应该被通过。
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这个例子说的还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
民主的“一人一票”原则是体现了公平的原则。
效率与公平不可兼得，所以，这种两难选择其实是无解的；或者说，通过民主的方式也没有办法协调
社会效用，要想有解，只有出现一个独裁的政府，能强行安排效用的优先秩序。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如果九十九个人每人增加一美元后增加的总体满足程度（即效用）超过二
百美元给一个人增加的满足程度，那么，这个方案应该被通过，因为尽管社会总收入减少了，但用效
用衡量的社会总福利还是增加了。
　　想到这蝗，我与高乡长说：“你可是真要为难了。
你碰到的难题，也是我们经济学家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难题。
”但高乡长显然不满意我的话，要我解释解释，我就按上面的思路给他解释了一通。
显然，他听得云里雾里，有些不耐烦，最后对我说：“我就想要你自己的意见，不要管什么这个那个
经济学家。
”　　这下轮到我为难了。
因为我想，无论是收回还是不收回那片河滩地，其结果乡干部肯定考虑过，而且考虑得比我多，他们
都不敢贸然决定，我一个刚了解了一些皮毛的局外人凭什么可　　以做选择?　　好在我的朋友单庆关
键时刻插话补充了一个情况，他说他回家时了解过这个情况。
其实乡亲们说只要每年再给他们补点钱，可以不要求收回地。
但高乡长随即说到，当时说好了一次性　　补偿，而且签了合同，再找承包人要钱，于法不通。
　 我不得不再详细地了解了合同情况。
综合高乡长所说，还有以下事实：对农户一次性补偿每亩一百元是乡里与农户口头协商后经农户同意
决定的；是乡里出的钱。
而承包人只是与乡政府签了合同，每年按利润多少给乡里提成。
乡里当然也不会乱用这笔钱，而是用这笔钱补了财政上的空缺。
　　了解了这个情况后，我心中有数了。
从经济学上看，要满足农户与承包者双方的利益，只有一个“角解”——逼出来的惟一的办法——乡
里从承包人上交的利润提成拿出一部分再补偿农户！
我这么一说，高乡长不言不语了，喝了几口闷酒。
我知道，这个办法他未必会采用，因为这涉及到了他们自己的腰包。
但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就在今天，单庆给我打电话，说高乡长解决了关于滩头地的问题。
解决方案是这样的：继续由承包人承包，但承包人再给农户补偿点钱。
据说承包人先不同意，说是法庭上见。
高乡长劝他就别上法庭了，法庭也是讲民意，而且现在最讲民主了，肯定会听多数农民的意见；然后
，高乡长与他算了一笔账：假设一百个人。
方案不通过，其中九十九个每人损失一元钱，而另一个人因此赚两百元钱。
如果按民主的原则，方案肯定要被通过，但那一个人吃亏大了；不按民主的原则，又不符合中央的精
神。
那么。
惟一的两全其美的办法（即我上面所谓的经济学上的“角解”）就是，与这九十九个人讲清楚，方案
不要通过，那个因此得利两百元钱的人拿出其中九十九元，分给九十九个人每人一元，这样，九十九
个人就不再坚持通过方案，而那个拿出小钱的人仍可以赚一百零一元，仍是吃小亏沾大便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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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富人比穷人讲信用”？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歌星的身价？
点评乡下姑姑的来信⋯⋯听经济学家卢周来以一个经济学者的视角，评议我们身边的常见事，会让你
在一些或熟视无睹或百思不解的社会问题和生活现象上，有顿悟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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