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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书让精神丰厚，让心灵充盈，让思想纵横捭阖。
不囿于一门学术，穿越壁垒，拓展视野，终成大家。
 《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是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mdash;&mdash;茅于轼的著作，主要内容包
括也谈人生的意义、什么是和谐的基础、认清中国自己的位置、金融垄断和非法集资、建设新农村的
前后左右、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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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茅于轼，1929年出生于南京。
抗战时辗转于大后方，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以后20余年
从事铁道机车车辆研究。
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运输经济、数理经济的研究。

1984年从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1993年退休后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做了很多职业经济学家不会去做的事情：在山西农村推行小额贷款实验；
在北京为进城农村青年创办家政培训学校。

曾在北京经济学院、中国矿业学院研究生部、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等院校教授经
济学，并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经济学研究。
先后担任亚洲开发银行、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
现任国内外十二种杂志的主编、顾问编辑和编委。

被选入美国Marquis1993至1995年世界名人。

著有《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该书1999年获得美国安
东尼&#8226;费雪国际纪念提名奖）、《生活中的经济学》、《感悟世界我的新经济观》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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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也谈人生的意义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什么是和谐的基础？
如何实现和谐社会：使全社会快乐总量极大化创造快乐是最伟大的事业财富只不过是得到快乐的渠道
之一经济二元化结构是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从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看中国认清中国自己的位置巧言令
色鲜矣仁从旅游看人生马来西亚记行有感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休闲业全面提高职业经理人的素质政府该
花多少钱为人民服务？
扶贫款该由谁来花？
寻税务和谐之路税务改革的新举措我们每个人交了多少税？
什么是以人为本？
为什么企业有社会责任？
经济高速增长下的争论我国房地产市场扭曲的宏观原因比较房价与车价的变化得到的启示关于经济适
用房诸问题的回复粮食危机和住房价格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对世界资源的影响资源定价之我见靠随手
关灯实现不了节能目标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价格已经放开，错误的价格由市场慢慢地纠正过来，但
是能源、水、土地、矿藏等的价格没有放开，一般都是偏低，造成了我国经济中拼资源、拼环境的状
况。
最终的结果是降低了我们资源的使用效率，形成经济的不可持续性。
对电价调整的几点想法煤电价格应该如何联动？
“产能过剩”分析中的逻辑问题铁路春运不涨价的社会成本谈谈土地的价格世界石油市场中的安全和
效率中国真有这么多的危机吗？
用科学态度对待气候变暖找零钱何以成为问题？
重新认识高利贷兴办小额贷款的几点经验推广民办小额贷款，活跃农村金融金融要服务于农民的最迫
切需要为什么小额贷款必须是高利率的？
谈小额贷款的质量建设新农村的前后左右农村低保的划时代意义关于有效位社会变化的同步性保护知
识产权的不平等性社会科学中的牛顿定律金融垄断和非法集资收入分配问题的再审视社保基金问题的
实质制度是选择的约束或环境就业为什么难：市场失效和政府失效并存大学扩招七年后的反思经济人
权指标的研究经济自由主义背后的不自由家政服务是创造快乐的事业家政业追求什么?给参加福特项目
同学们的信市场需要道德的支持道德的公共视角道德能值多少钱？
道德比法律更重要吗？
功利主义就不道德吗？
忆峥嵘改革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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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何实现和谐社会：使全社会快乐总量极大化 借用经济学的语言，这就是快乐的帕累托改进：没
有任何人受损的情况下至少有一个人的快乐增加，全社会的快乐总量一定是增加的。
不断地进行这种帕累托改进，全社会的快乐总量就能不断增加，最后使快乐总量极大化。
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也是用这种方法。
 和谐社会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可以说没有什么异议。
但是什么是和谐社会，各人心目中很可能是不同的。
如果每个人按照自己所设想的去建设和谐社会，而各人想的和谐又不同，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和谐。
搞得不好反而更不和谐了。
 所以讨论什么是和谐社会确实非常重要。
 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我们应该防止设定了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一个过于理想化的目标。
乌托邦的社会是一个理想，它虽然非常美满，可是实现不了。
把这种理想当成目标，拿这种十全十美的理想作为和谐社会的蓝图，不但注定实现不了，而且反而使
得我们更感到挫伤，更不满意了。
比如对于贫富差距的看法。
可以说大多数人都认为贫富差距过大是与和谐社会相背的，把消灭过大的贫富差距看成是和谐社会的
目标，这当然是对的。
但这里就有一个危险，到底贫富差距多大算正常，这不可能有一个客观标准。
我们看到高级宾馆里有住豪华套间的，也有打扫厕所的，就认为这个社会不和谐，那就有点危险，因
为我们把一个不可能现实的目标定为和谐社会。
倒不如说，接受一个适当的贫富差距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
虽然什么是适当同样没有客观标准，但是强调接受一个现实的贫富差距，更容易使我们增加满足感。
确实，贫富差距的现实存在是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
 至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能够提出无差距的社会目标。
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是将交易建立在平等自由的原则之上，要消除一切歧视。
但是保留了一个重要的歧视，就是对没有钱的人的歧视。
这种歧视不得不保留，否则就是乌托邦。
 又如对于贪污腐化的看法。
这种现象无疑是不和谐的原因，应该彻底消除。
但是从现实出发，就要认识到消灭贪污腐化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应该看到，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有程度不同的贪污腐化，而且中国并不是最严重的。
甚至在于发达国家中，根绝了贪污腐化的也只是极少数。
我们不必要认为有贪污腐化就对建设和谐社会丧失信心，而应该看到反贪污总体上有进步，就是好的
。
类似的过于理想化的希望，不宜当作对和谐社会的衡量尺度。
与其把和谐社会看成一个目标，不如把它看成一个过程。
我们能够认定目标，有所前进，这就是建设和谐社会。
这样的认识更有利于增加全社会的认同感，减少不和谐的现象。
 建设和谐社会就是增加全社会的快乐量 自从经济改革以来，我们国家的财富生产已经增加了大约十
倍，二十多年前许多人所盼望的餐餐有肉吃，能够穿上毛料衣服，有彩电可看，这些愿望现在早已不
是问题。
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买汽车，买房子，出国旅游，现在也不是高不可攀。
但是我们并不感觉怎么快乐，生活中的矛盾倒增加了许多。
个人所经验到的事情，大家所看到的社会上的事物，不怎么叫人高兴。
 我们的财富增加了十倍，可是快乐没有增加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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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原因。
因此建设和谐社会的目的是让快乐的增加和财富的增加一样成功。
过去我们成功的是增加社会财富，失败的是快乐没有相应地增加。
现在需要的是让快乐也能够像财富那样的迅速增加起来。
 我在下面提出一个观点，解释什么是和谐社会。
我认为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过程，其特点就是增加全社会的快乐量，最后使全社会的快乐总量极大化
。
所谓快乐总量就是全社会中每个人所感受到的快乐量的总和。
也许有人要问，快乐的量怎样度量？
如果快乐的量无法度量，何谈它的极大化。
 的确，这是一个难题。
如果某人的快乐减少了一个单位，另外一个人的快乐增加了两个单位，全社会的快乐总量正负抵消之
后增加了一个单位。
这可以使社会快乐总量极大化。
如果人和人之间的快乐量无法比较，这样的快乐总量增加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我们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法，既避免了不同的人之间的快乐比较，又能保证快乐总量的增加，最
后趋于极大化。
这个办法就是每个人努力增加自己的快乐，同时不要减少别人的快乐。
此时全社会的快乐肯定是有所增加的。
如果在自己得到快乐的同时又增加了别人的快乐，那么全社会的快乐就能够更快地增加。
 借用经济学的语言，这就是快乐的帕累托改进：没有任何人受损的情况下至少有一个人的快乐增加，
全社会的快乐总量一定是增加的。
不断地进行这种帕累托改进，全社会的快乐总量就能不断增加，最后使快乐总量极大化。
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也是用这种方法。
 需要稍微说明一点，什么是个人快乐的增加。
我的意思是：快乐的增减不光是当前的观感，而且包括未来的快乐。
它应该考虑到人生一世所得到的快乐总量。
它不仅仅是某时某刻的享受，而是一生一世的快乐总量。
 自己快乐。
也要使别人快乐 个人追求快乐，对大多数人而言似乎不是问题，人都会追求快乐。
但是也不尽然。
确实有些人不懂得享受快乐。
比如跟别人生气，这就是减少自己的快乐而于事无补。
更不必说许多人只图一时享受做出后悔的事来。
结果是自己一生的快乐总量的损失。
寻求快乐是一门大学问，可是我们这个社会从来不讲怎样得到快乐，只是叫人怎样多赚钱，似乎钱就
等于快乐。
从小学教写字算数，到大学教一门专业，都是围绕着赚钱。
可是钱确实不等于快乐，而最重要怎样快乐的事从来没有人教过。
老师本人就不知道怎样得到快乐，恐怕连想都没想过。
 人生一世顺利不顺利，快乐不快乐，往往不仅仅取决于自己，更多地也取决于环境，或者说取决于别
人。
如果别人处处跟你捣乱，你就过得很不顺利。
别人希望日子过得快乐一点，大家就应该帮助他实现这个理想。
所谓&ldquo; 君子成人之美&rdquo;，这是孔夫子留下的格言。
如果大家都懂得帮助别人快乐，我们就有了一个创造快乐的环境，大家都比较容易实现快乐总量极大
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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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得到更多快乐的方法，从全社会来看是帮助别人快乐。
帮助别人快乐既是为了别人，其实也是为了自己。
这一点儿也不矛盾。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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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后记：茅于轼，弥足珍贵——《成都日报》记者文杰采访记录作为中国当前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
之一，茅于轼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是当今中国最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之一。
他做的工作,他的存在状态,是在给今天的中国示范一种真实的生活。
 他不是斗士，他只是个不肯说假话的经济学家。
核心人物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
1929年生于南京。
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以后20余年从事铁道机械机车车辆研究。
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运输经济、数理经济的研究。
1984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工作。
1993年退休后任民办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理事长等职。
先后担任亚洲开发银行、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现任国内外五种杂志的主编
、顾问、编辑和编委。
著有《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
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该书获1999年安东尼·费雪国际纪念提名奖）、《谁妨碍我们致富》、《财富
是如何创造的》、《微观经济学十讲》等书。
你有权要求居住，没权要求置业记者（以下简称“记”）：据闻前阵子您在富平基金会的慈善晚会上
发表了几点对房地产的看法，结果被演绎成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炮轰”经济适用房，弄得沸沸扬扬
，我想求证一下，您究竟说了什么。
茅于轼（以下简称“茅”）：我说了自以为有把握的几点。
第一点，住房的不平等，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集中表现，这是我有把握说的。
怎么叫住房不平等？
好房子住的人少，破房子住的人多，像故宫、冬宫、凡尔赛宫，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好大的房子，没
有几个人住。
相反的，贫民窟挤了好多人。
这个状况中外古今，不管什么制度，全都一样。
记：政府利用政策能改变这种不平等吗？
茅：能有所改善，但能改善的基础不是说搞几个运动，而是积极促进社会整体财富的增加。
我们看到富裕起来的国家，整体住房水平就比较好，穷的国家，像孟加拉，搭一个棚就算是个家，菲
律宾也是这样，我去看过。
所以不管怎么做，归根结底还是要有财富的增加,这也是我觉得比较有把握说的话。
还有就是讲经济适用房，它是个错误政策，从效率、平等各方面讲，都是错误的。
记：可有人说房地产行业并非您熟悉的行业，您做过研究吗？
有过调查吗？
您有数据吗？
茅：这个还需要证据吗？
有很多事是不需要任何证据的，完全能从逻辑上推导出来。
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那不是证据证出来的,是道理推出来的。
如果都要有证据，那经济学家就没用了。
经济学家懂得经济学，有理论，有分析框架，他一看这个事，就能明白。
现在的经济适用房说白了就是那些还不太买得起房的人，想叫政府来帮他买。
这叫什么事？
如果我看不起病，有权利要求政府帮我看病，孩子上不了学，这个政府也有义务帮助。
记：居住权也是人权之一，为什么不可以向政府要求？
茅：不可以。
你有权要求居住，但没权要求买房置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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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拿什么来补贴？
政府又不创造财富，还不是拿其他百姓的税收呗。
事实上，政府完全可以用廉租房来解决居住权。
我那天也说了，廉租房不是挨家挨户有厕所的，是公共厕所，甚至盥洗室可能也是公用的，这个叫作
廉租房。
记：您这番话说出来，不仅导致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一些平民百姓也不高兴了，说一贯为平民说话
的您现在也不帮他们了。
茅：现在社会有一个危险，就是拍马屁，拍富人或者穷人的马屁，言不由衷地说一些假话，目的就是
讨个好。
我不干这个事，我要说真话。
那天也是有个记者来质问我：“我们想买房，您为什么不支持？
”还说我怎么就买房了。
我住的这房确实是买下来了，那我是到75岁才买房呀，你到40岁买房我都赞成，你现在20多岁，买什
么房！
当然，你家里有钱可以买，你家里没有钱，还非要政府帮你买房，这个道理何在？
中国又不是个很有钱的国家。
不问企业家要钱，我问谁要钱？
记：据说那天的慈善晚会上给富平基金捐款的好多是房地产开发商？
茅：那当然，不问他们要钱，我问谁要钱？
他们也肯出钱。
记：您怎么开口的呢？
茅：给他们打电话、写信，直接告诉他们我在做什么。
其实这些人我不认识的，只有任志强过去认识，其他都是人家介绍的。
我就给他们写信、吃饭——他们请我吃饭，还出钱，头一次见面，100万就拿出来了。
我现在已经筹了1300万了。
记：全是企业家出的钱？
茅：不全是，还有学者，只是学者出的钱比较少，10万、20万,企业家都是50万、100万、200万的。
记：您觉得那些企业家出这个钱心甘情愿吗？
茅：都是自愿的。
也有不出的，不出的比出的多。
我也不埋怨他们，有的人是有心无力，企业暂时有困难；有的是没有那个心，这也是他的权利，我尊
重他们的选择。
向企业家募捐应该这么想才对。
记：真的对吗？
企业家不做慈善和公益事业，是不是可以看作没尽到他的社会责任？
茅：我不这么看。
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第一条应该是创造财富。
你想，我们老说工人、农民还有知识分子创造财富，那改革以前，这些人都有哇，可情况怎么样？
改革以后，只加了一个企业家，他能把生产要素用最有效的方法组合起来了，生产出老百姓最需要的
产品,财富就红红火火地创造出来了。
这种方式创造财富只有企业家才能做，政府做不了，知识分子做不了，工人、农民也做不了，只有企
业家才能做。
我们懂才讲这个道理，但一般人不懂，认为你赚钱就是剥削。
现在好多小年轻没有过去的经验，不知道现在这个时代的好，很危险。
所以我要强调讲太平盛世，有人说我是拍马屁。
我不管拍谁的马屁，就是太平盛世。
从1840年到现在，160年，就这30年是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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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130年，有什么好时候啊？
日本人打我们，俄国人打我们，英国人打，八国联军，几次鸦片战争，自然灾害，内乱，一直到1976
年，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这个时代不是说一点问题都没有,有些小问题，但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基本上是个太平盛世，至少最
穷的人也能吃饱饭了。
现在大家说看不上病、上不了学、买不起房,没有谁说吃不上饭了嘛。
记：基本的温饱问题是解决了。
茅：可过去几千年没有解决过。
我就是挨饿出来的，可怜得很,差点饿死。
记：什么时候？
茅：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
小时候也经常挨饿，我十几岁，日本人打进来了。
我的家庭，爸爸是美国留学生，在社会上很上层的人物，照样挨饿。
中国几千年一直是挨饿，我就想一个道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那是起作用的。
几千年人口没有增加，为什么？
很简单，没有东西吃嘛。
所以你看，人口增长得非常缓慢，一直到19世纪才突然上升，原因就是有了平等自由后，产生了市场
，有了企业家，他们创造了财富，才能承载更多的人口。
记：由于有捐款因素的影响，您担心别人会指责您是在帮富人说话吗？
茅：我不怕别人说我帮富人说话，只要对经济、对公平有好处,就是对的。
这几年，我写了很多篇帮富人说话的文章。
我为富人说话，同时为穷人做事。
这是一种最好的配合。
记：我发现这是您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之前您发出的更多的是帮穷人说话的声音。
茅：是有一些变化，因为我现在很担心。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这个社会，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思想体系一直存在，它从来没有受到过批判，而且
现在课本里还在教，而这可能是导致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
所以我要为富人说话，让大家知道富人是创造财富的（当然除了那些贪污腐化，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
富人），他们有钱是他们创造出来的。
大家要学他们创造财富，都来致富。
泡沫破灭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记：现在有个现象很奇怪，在房子价格节节高升甚至有虚高之嫌的时候
，老百姓却都争着买房，真的是投资中说的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在起作用吗？
茅：买方积极购房的表面原因，确实是估计房地产价格会继续上升，所以买卖房子投机，放在那儿等
涨价。
但是房地产价格上升的根本原因，是百姓储蓄的钱缺乏别的投资渠道，只能把闲置的钱拿去购房。
我国的储蓄率特别高，这几年达到了GDP的40%多。
全国人民一年里创造的财富中，消费加净出口只占其中的不到60%，其他都成了储蓄。
这么多的储蓄要寻找出路，股票市场充满欺骗和造假，债权市场的收益率又很低，存银行的利息率比
通货膨胀率还低，所以就转向了房地产。
造成买房踊跃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9%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平均分配给每一个百姓的，其中高收入的人有更快的收入增长，而低收入的人照
样没钱。
财富的集中使有钱人更有钱，他们的钱没有正常的投资渠道，结果使得买房更为火爆。
记：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房价很难下调？
茅：高储蓄、投资渠道狭窄、收入分配差距大，这三大原因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改变的。
最近出台的提高房贷的利息率政策和征收房产交易税的政策，并不能改变以上三种情况。
表面上看，提高了买房的成本，交易应该减少，但是因为并没有真正解决人们手里资金去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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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最后仍然回到了房地产业。
在目前的情况下，房价不可能直线下降，稍微降一点就会有人争着去买房，房价就被托住了。
此外，由于人民币预期还会进一步升值，所以还会有更多的热钱流入中国，房价也不可能下降。
记：可如果是泡沫，终究会有破灭的那一天，那时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呢？
茅：破灭的后果是不同的。
如果是高储蓄率降低所致，我国的高增长也将大受影响，因为我国的高增长是由高投资支撑的，而高
投资主要是由高储蓄保障；如果是投资渠道扩大，资金从房地产业流向其他产业，或者人民币变成硬
通货，富人的钱投向国外，可能引起农民工的大量下岗，进而引起社会动乱。
因为与房地产相关的建筑业是吸收农民工的主要行业，如果资金投向其他行业，大多数的农民工未必
能够适应别的行业。
剩下只有纠正贫富差距一个选择，这才是最安全的解决房地产泡沫的办法。
只有当中低收入的人中相当一部分人有了买房能力，它就不是投机用房，而是用来自己居住。
这样的房地产市场就是一个正常的市场。
目前开发商造的房以高档房为主，脱离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实际情况，它注定是为富人投机需求准
备的。
采访手记（2007年1月25日北京）：有人将茅于轼称为“经济学界的鲁迅”，应该是指他们讲真话的共
性。
这个听力已经不太好的老人需要和他大声说话，但他自己说话语气却很温和，句句都是讲道理，没有
丝毫咄咄逼人的意思。
所以，他不是斗士，他只是个不肯说假话的经济学家。
而之前，他是个说真话的铁路工程师。
结果，在1958年，茅于轼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山东农村劳动。
在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他饱尝过饥饿的滋味，甚至吃过蚂蚱。
“文化大革命”中，茅于轼再次受到冲击，被抄家、批斗甚至殴打，最后发配至山西农村接受劳动改
造，直到1978年才获平反。
如此坎坷的人生经历，还搭上被荒废掉的20年青春好时光，一般人的正常反应是愤怒或者抱怨，但茅
于轼选择在乡村寂静的夜晚自学他非常喜欢的数学，并从1975年开始从数学进入经济学研究。
自幼便喜欢狄更斯小说的茅于轼是个充满温情的人道主义者，理想中有个大同世界，那么首先得“让
中国摆脱贫困，富强起来”，这是经济的问题。
平反后第二年，他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
1985年，他写出《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
这部被称为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奠定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
但那个时候的茅于轼，并不为大众熟悉，他真正走进普通百姓的视野，是退休之后的事了。
茅于轼退休后没有像其他老人一样安享晚年，或者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他去了山西省临县湍水头镇
龙水头村，利用私人积蓄和朋友的资助，在那里设立了龙水头扶贫基金，看看能不能利用经济学理论
来实实在在地帮助农民脱贫。
因为茅于轼的小额贷款，偏远山村的贫苦农民获得了生产、生活急需的资金，他们时间先后、程度不
一地脱了贫。
茅于轼没有止步，他认为农民进城才能致富，于是，他在汤敏等人的启发和合作下又在北京开办了富
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专门为农村女性提供家政培训，帮助她们走出在城市发展的第一步。
另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这样说：“我排第二？
茅于轼，我的朋友，他排第一，那是没有问题的。
”理由张五常也说了，茅于轼年过70，还在做事，这是很难的，很了不起的。
“金钱方面他没有什么获得，还在做，所以我很佩服。
”其实这就是很多人尊重茅于轼的原由。
他诚恳做事，认真做人,怀有一颗同情之心。
本来，这样的品质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但事实上我们能够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并不多，尤其是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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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这个阶层。
所以，茅于轼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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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读书让精神丰厚，让心灵充盈，让思想纵横捭阖。
不囿于一门学术，穿越壁垒，拓展视野，终成大家。
　　　——茅于轼献给为和谐社会奉献的人们一个思考的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一个愿意为人民代言的人
关于当前社会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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