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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书的序言，是一本专栏文章的结集。
不是百鸟归巢那种，而是刻意地在专栏写一系列有连贯性的文章，然后结集成书。
二十多年前我有两本这样以一个大题材写一系列文章而结集的书：《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
—文章是先在《信报》发表的。
都很成功：自己满意，畅销，认真读的人多，有些北京朋友甚至认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起了点作用。
其后一九九三年，要带佛利民到北京会见江总书记，那里的朋友要求我写一系列评论中国经改的文章
，带到北京去。
我于是写了《中国的经济革命》那系列，文章不多。
这本小书价格相宜，销量高，但因为迫着动笔，时间不够，文章的重量就比不上此前的两本了。

《中国的未来》是今年三月底起在《南窗集》发表的关于中国的一个大题材的系列文章的结集。
动笔前就有这样打算，但不敢肯定，因为文章不易写，没有信心可以写出一个可读的整体。
毕竟写完了，而考虑到题材的困难，自己满意。
原来共十八篇，但隔了一期发表《扶农大纲说》，认为有关而重要，于是编为十八，原来的十八改为
十九。
此外，这结集加了一个附录，是二○○四年一月初写好、二月十六日在《信报》发表的《还不是修宪
的时候》。
这篇长文重要，因为有先见之明，首先提到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独步天下。

我为解释这地区竞争制度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而终于得到完整的解释，要靠两个因素。
其一是地方政府的朋友有问必答，绝不隐瞒，有关的文件有求必供。
其二是自己在经济学上作过研究的学问，刚好与今天的中国地区制度有关。
没有作过类同的研究，我不可能成功地解释这制度。

在「中国未来」这系列中，有五篇是解释上述的地区制度的。
不厌其详，用不同的角度反复申述。
侯运辉与萧满章等懂经济学的朋友投诉有不明之处，高斯也要求我再解释。
高斯不懂中文，他的助手译了一篇给他看，他认为重要，要求我详述。
其后他两次要求我用英文写出来。
七十岁还能解通中国的达文西密码，宝刀未老，上述朋友的投入有助焉。

说过多次，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妙绝天下。
读到北京提出的改革地区的一些建议，感受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搞出来的制度是那么优越。
以五篇文章解释，最后一篇写得萧满章说完全明白，于是心安理得。
解释得清楚，北京当局应该知道哪方面可以改进，哪方面不要动，算是作出贡献了。
至于北京的朋友读不读我的文章，或听不听我的解释，则不能顾及。
不应该顾及：北京要怎样做是他们的决定，书生之见只是书生之见而已。

不是书生之见那么简单。
是科学之见。
经济是一门科学，可以解释现象。
解释现象的发生——即是解释为什么会发生——与推断或推测现象的发生是同一回事。
说过了，预测与推测不同。
前者要靠水晶球，或看风水，后者则要指明在怎样的情况下某些现象会出现。
简言之，这里说的「情况」就是经济学说的局限条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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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逻辑称「验证条件」，经济逻辑称「局限条件」。

我坚守的从史密斯传统发展下来的经济学，指定局限条件的转变是推断现象发生必需的。
很困难，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局限条件的变化多而复杂，不容易简化，更不容易拿得准。
其二是局限条件的转变要与真实世界发生着的大致吻合，不可以子虚乌有地作出来。
不容易，但如果掌握到真实世界的局限转变的重点，基础理论——主要是需求定律——运用得宜，经
济解释或现象推测可以很准确。
原则上可以万无一失——实证科学应该这样——但面对世界的复杂，拿不准局限转变的要点，理论掌
握不足，失误频频似等闲也。
我自己是幸运的。
过于高举自己是人之常情，在经济现象的推断上，我对自己的准绳有点自豪。
不是没有失误，而是命中率高。
对需求定律的掌握自成一家，前无古人，而对真实世界的局限变化的观察，不遗余力近五十年了。

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走市场经济的路，反对的行内朋友屈指难算。
最亲近的巴赛尔也反对，但认为我的理论天衣无缝，半点错漏也没有（见拙作《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
的道路吗？
》的第三章）。
问题是当时我对中国的局限转变是否看得准。
一天晚上，无意间，我把中国改革制度的交易费用一分为二：知道市场运作的讯息费用与说服既得利
益接受改革的费用。
一九八一年，看得清楚，这二者正在下降，没有理由不继续下降。

重读当年对中国改革的推断，给自己打一百分。
可惜当时不同意的师友那么多，自己不敢推断细节。
话虽如此，当时我写下，中国改革最困难之处，是有垄断权的国营企业。

今天看中国未来，远比二十五年前复杂了。
形势好，发展动力九十分。
然而，明显地，一两步大错会败下阵来。
地区制度可以小修，但不要大改。
这方面我有信心。
货币制度大致上要坚守朱镕基划定下来的，千万不要改走欧美的制度。
这是说，人民币要坚守一个固定的锚（虽然我认为以一篮子外币为锚不是最佳的选择），不能让人民
币大幅升值。
这方面，虽然支持升值的言论多（包括北京的智囊），我也有信心。
写了数十篇文章解释，北京不可能不知道，人民币大幅升值，农民的生活不容易搞起来。
改善农民生活是今天北京政策的重点。
说过了，这方向不可能错。
不能大搞福利经济：小搞可以，大搞完蛋。
这方面也不会是大问题：在目前的制度下，大搞福利，地区不会接受。

国际政治不论，战争或恐怖活动我是门外汉。
我不同意佛利民不久前说的：中国不搞政改，早晚会有大动乱。
佛老没有跟进这些年中国地区的政制改革。
改了很多，有好有坏，好多于坏，我不是专家，不敢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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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的是外人看中国的政治制度，永远只看北京，是大错。
权力下放了那么多，很多方面北京要管也管不着。
说过了，中国的制度自成一家，我们不应该戴着有色的「民主」眼镜看。

今天最头痛的问题，是宏观调控。
这个通胀低（约年率百分之二）的经济「过热」的头痛，除了中国，历史没有出现过，其它国家求之
不得也。
我不知何谓经济过热，但北京的处理手法多而常变。
老实说，他们的经济专家（好些是朋友，一些跟过我这位大师）的分析与言论难以恭维。
有点搞笑，有点发神经。
会另文跟他们搞笑一下，与这结集无关。
有关的是北京的宏观调控会不会把中国的发展杀下马来。
机会不高，因为北京不会那样蠢，见势头不对还要调控下去。
问题是一不小心，「调控」过度，把经济搞垮，翻身不易。
另一方面，动不动就宏观调控，调来调去，对投资者的意图与信心肯定有不良影响。
这是影响了投资者的前景预期，对经济可以有很大的杀伤力。
困难是预期的形成，经济学到今天还没有掌握到解释。
如果北京的宏观调控重复又重复，甚或变本加厉，促成了无可救药的不良预期，经济一蹶不振，翻不
得身，会是见笑天下的大悲剧。
经济逻辑说可以发生，虽然历史没有出现过。

为恐读者不买《中国的未来》这本书，书内的重要推断，这里不谈为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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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序
如何再看中国二十年？

先说来龙再论去脉
从大包干到输清光
从贪污到通货膨胀
铁总理的故事
第二阶段的工业发展
人民币的历程
回顾感慨，前看忧心
让我先覆高斯
工业第三阶段：月是故乡明
马歇尔的注脚与中国的运情
公非公、私非私的困扰
中国制度再阐释：覆侯运辉
中国的土地使用
学问发展的困境
中国制度再阐释：覆萧满章
中国今后二十年
扶农大纲说
关心挥洒处之泰然
附录
还不是修宪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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