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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均衡的中国经济》

内容概要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所著，《非
均衡的中国经济(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提出，从政府、企业、市场三者关系来分
析，在经济非均衡条件下，市场调节的局限性十分突出。主张加速企业运行机制的改造，发挥政府在
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使中国经济逐步从非均衡状态转向均
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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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厉以宁（1930～ ），江苏省仪征市人。
著名经济学家。历任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八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北京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九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本书提出：从政府、企业、市场三者关系来
分析，在经济非均衡条件下，市场调节的局限性
十分突出。主张加速企业运行机制的改造，发挥
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
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使中国经济逐步从非均衡
状态转向均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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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很罗嗦，三句话的事，非得写上三页纸，而且作者和喜欢编造名词术语，明明有现成的，可
偏偏不用，实在不解。
2、总体来讲还可以
3、通过阅读我们知道：继续推进改革就是治本之策。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中国经济至今属于非均
衡的经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地区收入差距问题、内需扩大不易问题、经济结构调整困难问题，以
及社会保障制度推行缓慢问题等，无一不同体制方面的阻力或障碍有关。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改
革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要加快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以消除制度和体制上的障碍；另一方面，
在面临某些困难的同时，有必要审时度势，采取妥善的做法，既要保增长，防止经济增长率的下滑，
又要保就业，避免增加社会的就业压力。改革的推进与改革的审慎是不矛盾的。
4、感觉还不错，值得研究下
5、类似学术论文啊，实在是看的费劲，催眠好书。咬牙也得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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