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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2008年8月修订）　　一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大学和研究生院读书，和同期
的其他年轻人一样，非常关心国家的发展。
就学习而言，希望学到真正有用的知识，日后能为国家效力。
　　当时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体制问题，即什么样的体制最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
按照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有效的市场体系可以最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从而使得社会的产出
最大化。
　　在本书中，我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也给出了一个一般化的模式，证明上述结论是错误的。
　　二　　您现在所看到的不是一部著作，而是一份邀请书。
鉴于这个问题不仅仅关乎微观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结论，而且也关乎国家的基本经济发展战略，我现
在诚挚地邀请您来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您能证明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您能够第一个
将有效的证明以跟帖的形式发布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学术动态栏目我　　的主帖下面，我将
向您支付100万元人民币的酬金（奖金屡次向上调整，本次调整之前为2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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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忠实地记录了俞忠华先生和诸位网友认真讨论“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的有效性”的问题，作者希
望中国的经济改革少走弯路的爱国之情时时跃然纸上。
学术争论是推动学术进步的有效方式。
一位网友说，知识本来就像一颗切面万千而面面闪烁着智慧光芒的钻石，任何定于一尊的想法都是偏
颇的，任何从一而终的行为也都是幼稚的。
另一位网友说，思想的意义不在于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反驳他人，而在于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受益于
脑力激荡，使我们能更深入全面地思考问题，去接近事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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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100万元人民币悬赏经济学高手　　1.错误的微观经济学　　中国经济应作全面的市场化
改革已经是主导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主流主张，其基本原因有两个：一是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经济实
践的失败；二是市场经济可以最优化社会的资源配置的理论依据。
本、文要挑战的就是这一所谓的理论依据。
　　微观经济学自被一批二流数学家公理化之后已经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石，并被中国经济学界
理所当然地接受。
其核心思想是自由市场体制将通过为社会资源作出最佳定价以最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
但是，这一理论的背后隐藏着一些基本的假设，而这些一个世纪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假设在今天已
经不堪一击。
　　考察以下一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某产品的生产函数为：Q—P，即价格P上涨，供应Q会增力
口；　　需求函数为：Q＝15-P+（E-E0），即价格上涨，需求会减少。
同时，需求也随经济总量的变化而变化，E0为现在的经济总量，（E一E0）为相应的变化量；　　同
时，经济总量也会因这样的商品供应而变化，即有经济总量函数：（E-E0）＝Q-（P-3）2，即供应增
加，经济总量相应增加，但价格上涨，经济总量会以平方效应下降。
　　这组方程的结果是：P＝6，Q＝6，（E—E0）＝-3，即市场达到均衡时，总的经济水平会下降，
即市场并不能使社会资源的配置最优化。
相反，在满足供应函数的情况下，当Q＝3.5，P＝3.5时，（E-E0）=3.25，经济总量达到最大化，而此
时市场并不处于均衡状态。
　　在现实生活中，什么样的商品有上述例子中所列的商品特性?其实，任何具有社会发展瓶颈型特征
的社会商品都与经济总量之间有和上述所举的例子相类似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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