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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个国家会好吗？
这个疑问困扰了中国人一个多世纪，至今亦如此。
    1840年，大英帝国的火炮击穿了天朝的国门，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再次面临岌岌可危的局面
。
然而这在她沧桑的历史中并非罕见——五胡乱华、蒙古南下、清军入关，但每次“异族”入侵的阵痛
后，她总会回归所谓的正统——“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无论谁试图统治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都
必须改变自己。
可是，这次的情况真的有些不一样。
西方同样有着沉淀千年的文明，面对坚船利炮，我们似乎要面临曾经“夷狄”的命运。
    于是，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年中，无数的中国人竭尽全力与这样的命运抗争着。
他们一面试图改良自己的制度，一面努力学习西方的知识。
从洋务派到维新派，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师夷长技以自强”到“戊戌变法”，从“三民主义”到
“共产主义”。
无数尝试改变现状的中国人背后，是无数的思想在激烈地碰撞。
这其中，既有纵横捭阖的政治家，也有兢兢业业的企业家；既有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军人，也有课堂里
传道授业的学者。
正是这些“中国的脊梁”使我们的文明存续至今。
即使遭遇了连年的战乱，即使经历了狂热的信仰，如今，中国人仍然是中国人。
    说到这里，有的人可能并不认同：现在的中国人没有信仰，一切向钱看，社会道德沦丧，政府官员
腐败，住房、医疗、教育、养老⋯⋯若干座大山压在民众身上，你还谈什么中华文明、中国崛起？
我们并不否认现实的中国存在众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还很严重，但我们应该从大历史的纵深来看待
这一切。
每个人都注定是时代的牺牲品，同时也获益于自己的时代。
我们在研究自己到底做错了哪些事情的同时，也有必要了解自己到底做对了什么。
当我们放弃单纯的情绪宣泄，客观冷静地分析现实的时候，我们才能负责任地回答这个世纪之问：这
个国家会好吗？
    2008年之前热得发烫的证券市场和2008年之后寒气袭人的经济危机有一个同样的作用——让经济学
家们站在了风口浪尖。
这是他们的幸运，却也是他们的悲剧。
幸运的是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传播自己的观点和理论，而悲剧在于，他们在大众的掌声中迷失了，他们
高估了经济学的作用，注定会走进死胡同。
经济学不是万能的，那些试图用经济学原理解释万事万物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任何学科都不应该被原教旨化，我们必须认识到，是理论服务于生活，而不是生活服从理论。
晓鹏正是这样一个清醒的思考者，他可以熟练运用各种经济学理论，但决不追随狂热信仰。
他立足于现实，像他笔下那些“实干派”的中国人一样，力图改变这个国家，希望人们过上更好的生
活。
相信我们还有很多同路者，我们并不孤单。
    也许微乎其微，但我们正在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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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个国家会好吗？
这个疑问困扰了中国人一个多世纪，至今亦如此。
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但我们终于还是挺了过来，再次崛起于东方。
这个文明有着坚韧的毅力，即使遭遇了连年的战乱，即使经历了狂热的信仰，如今，中国人仍然是中
国人。
说到这里，有的人可能并不认同：现在的中国人没有信仰，一切向钱看，社会道德沦丧，政府官员腐
败，住房、医疗、教育、养老⋯⋯若干座大山压在民众身上，你还谈什么中华文明、中国崛起？
我们并不否认现实的中国存在众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还很严重，但我们应该从大历史的纵深来看待
这一切。
每个人都注定是时代的牺牲品，同时也获益于自己的时代。
我们在研究自己到底做错了哪些事情的同时，也有必要了解自己到底做对了什么。
当我们放弃单纯的情绪宣泄，客观冷静地分析现实的时候，我们才能负责任地回答这个世纪之问：这
个国家会好吗？
《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从经济视角入手，力图解释中国崛起的原因。
书中涉猎内容甚广：贫富分化如何产生、破坏性要素如何参与分配、市场有哪些缺陷、中华文明为什
么与众不同、企业家精神怎样发挥作用、地方政府如何定位⋯⋯作者李晓鹏博士在剖析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崛起的原因时，也为您解答了前面的世纪之问。
《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献给所有怀揣梦想、脚踏实地、力图改变这个国家的同
路人。
也许微乎其微，但我们正在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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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江津人，经济学博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研究员（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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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分配不公，是因为有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这个说法最先出现在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一书里面。
他讲得很详细，但主要是借古讽今，说的是古代的事儿。
我举身边的例子来说明。
 你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拿到2000元工资。
这是你的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结果。
你付出了劳动，创造了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
 用生产函数来说，就是y=f（L，K，G）。
这里的y是产品，L是劳动力，K是资本，G是土地。
f代表L和K和G的组合方式。
它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劳动力跟公司的资本结合起来，占用了一块土地，生产出来了一些产品。
这些产品被你的公司卖出去了，赚到了钱，所以要按照你的贡献分一点给你。
你拿的是L的部分，公司拿的是K的部分，房东或地主拿的是G的部分。
这叫“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
 但是，你拿着这2000元钱回家，路上遇到一个拦路抢劫的，把刀放在你脖子上，问你：“要钱还是要
命？
”你肯定还是要命，把钱给他了。
这就叫“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这个强盗掌握的不是L、K、G的生产要素，他也不负责向社会提供有用的产品，而是掌握了破坏力：
身强力壮、持刀、胆子大⋯⋯这些东西加起来，就可以伤害你的生命。
为了避免这种伤害，你得给他钱。
于是他就参与分配了。
 按照你生产出来的有用的产品来分配，贡献多少得多少，就是分配公平；有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破
坏力最强的分得最多，这就是分配不公。
 这几年治安环境还不错，你兜里的2000元钱被抢走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你回到家里，发现小孩生病了，感冒发烧，赶紧送医院。
医生给你一看，开了一副退烧药，10元钱。
这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因为他提供了服务，这个服务可以改善你孩子的健康状况，这个服务是有
正面效用的。
然后他从中获得收益，这是分配公正。
但如果医生一看，给你开了一大堆药，你也不认识，反正告诉你不吃这些药孩子就好不了。
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但他要了你200元钱。
200—10=190。
这190元钱，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强盗抢钱拿的是刀，医生抢钱拿的是什么？
手术刀？
不是，他不会把手术刀架在你脖子上。
强盗凭的是体力，医生凭的是智力，简单来说就是医学知识。
他知道你的孩子到底得了什么病，但你不知道。
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叫医生和患者之间信息不对称。
有了这个信息不对称，医生就可以把简单的病说得很严重，把只需要10元钱就能治好的病，给你开200
元钱的药。
如果你真的得了重病，需要开刀。
这个时候就真跟强盗把刀放在你脖子上一样，医生的手术刀就伸到你身上了。
你是死是活，就掌握在这把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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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凭借高超的技术，手术成功，救了你一命。
你付了2000元钱。
这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
但现实情况是，有个别地方，动手术需要额外给医生塞红包。
比如手术本来该给2000元钱的，你还得再给2000元钱。
这2000元钱，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因为医生动手术的时候，如果手术不成功，你就挂掉了。
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医生可以说：“这是正常现象，这个病确实没办法。
”或者故意在你体内留点内伤，让你这辈子不得安生（注：这是极端情况）。
患者家属不服，你能拿出证据来吗？
很难，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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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由衷地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人表达谢意。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硕士和博士生导师叶裕民教授，感谢她多年以来对我的教导。
2002年，我在一堂选修课上聆听了叶老师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讲课，深受启发，便决心投入叶老师门
下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
这本书是在她的指导下多年学习和研究的成果。
    感谢我的博士生副导师、国家发改委培训中心执行主任王青云教授，他为我提供了诸多接触地方政
府实际工作和了解地方实际情况的机会。
感谢我在剑桥大学的导师Dr.Elisabete，她为我提供了到剑桥学习的宝贵机会。
感谢哈佛大学的财政金融学教授J.Rosengard，他为我提供了到哈佛研究学习的机会，并在土地金融财
政等方面给予了我诸多教导。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宏观经济学教授郑超愚老师和经济史副教授王珏老师，在本书写作过程
中，我多次向他们请教。
他们分别在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史方面给予了我诸多教诲。
    然后要感谢我的家人，感谢他们多年来对我的养育和教育。
    此外，还需要感谢众多在我学习和写作过程中给予我诸多帮助的老师、同学、同事们。
特此致谢。
    从2002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
在这10年里，整个中国社会被房地产搅得躁动不安。
要在这样一个时代静下心来写作，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
为此，必须放弃很多诱惑和机会，耐得住寂寞，忍受得了孤独。
在这沸腾的世界中，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要独自一人坐在一个小房间里安静地读书和思考。
为的是为自己心中多年的困惑寻找一个答案，为的是希望因为自己的努力，可以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
    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正好赶上2012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出炉，央行年内第二次降息。
然而，降息的结果却不是很妙：房地产价格应声上涨，实体经济却依然不见起色。
国际金融危机寒流阵阵来袭。
阿迪达斯、耐克等知名跨国公司纷纷关闭了在中国的工厂而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南亚各
国⋯⋯除此之外，内政外交方面，也都爆出了很多大事件。
显然，中国经济、中国社会又到了一个必须在内忧外患中经历阵痛转型的关口。
我们前方的道路，又一次变得曲折而又扑朔迷离起来。
    在这样的时刻，我想，很多关心我们这个国家命运的人又会忍不住想问：这个国家会好吗？
    我们终究还是要相信，它一定会一天天往好里去的。
    李晓鹏    2012年7月23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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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献给所有怀揣梦想、脚踏实地、力图改变这个国家的同路
人。
也许微乎其微，但我们正在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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