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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是如何创造的》

内容概要

财富是如何创造的呢？宏观形势如何影响到每个企业？经济落后地区如何赶上来？当中国传统伦理与
市场经济发生冲突时，该怎么办？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又是怎样的？⋯⋯本书为“中国著名经济
学家讲演丛书”中的一本，选录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关于财富、市场经济、法治、农民进城等
问题的讲演文稿，分析严谨，论述精辟，见解独到，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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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是如何创造的》

作者简介

茅于轼：1929年生，江苏南京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著有《我所认识的经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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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是如何创造的》

书籍目录

第1讲 财富是如何创造的
第2讲 财富是如何衡量的
第3讲 我所认识的经济学
第4讲 市场经济下的道德问题
第5讲 道德、信用与市场经济
第6讲 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第7讲 中国传统伦理与市场经济之冲突
第8讲 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和信用
第9讲 货币、进入和WTO
第10讲 WTO与制度变迁
第11讲 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
第12讲 宏观形势如何影响到 每个企业
第13讲 跨世纪中国环境问题的思索
第14讲 最要紧的是让农民进城
第15讲 经济落后地区如何赶上来
第16讲 法治与市场经济
第17讲 制度转轨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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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是如何创造的》

章节摘录

　　有钱是为了幸福。可是我们有的人用损害良心的方法赚钱，损害健康的方法花钱。钱把这个人给
毁了。良心也毁了，健康也毁了，做了钱的奴隶。举一个例子。我观察了一下大家吃自助餐，往往都
吃得过撑。最后盘里还剩下好多，吃不了了，很不好意思，因为也知道不该剩。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你吃得发撑对自己没好处嘛，对人家也没好处嘛。那为什么要吃得发撑呢？人常说要不我就对不起我
这几个钱。做了钱的奴隶了。这个现象挺普遍。大家似乎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干事从钱出发，为了
钱而办事。把钱当成生活的目的，忘了快乐才是目的。这造成我们社会好多的矛盾。　　现在中国社
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定团结，融洽发展。我们回想一下，改革这个二十五年，我们的生活起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个变化怎么取得的呢？各人有各人的解释。我的解释就是
我们更平等更自由了。在改革以前，我们没有什么自由的。农民是不能进城的。首先他就没粮票，怎
么进得了城？你的工作是不能选择的。给你分配到哪儿你就在哪儿干。你想调动也不是说绝对不可能
，可是非常困难。人就是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钉在哪儿就定在哪儿，没有选择的自由。公务员，那
时候不叫公务员，叫国家干部，所有的人都是国家干部，买菜的也是，送煤饼的也是，都是国家干部
。把你分配到哪儿了你就干哪儿的活。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要双向选择。双向选择的结果就是，用人
的也好，找工作的也好，双方都能够找到一个比较恰当的安排。就是说的双赢，利人利己。特别是创
业的自由，过去不容许你创业，连个小摊都不让你摆。现在你不但可以摆小摊，你还可以开公司，你
还可以到外国去开公司。这个自由度就扩大了好多好多。从前结婚都要领导批准，现在不需要了。你
看我们的自由扩大了多少啊？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创业的自由。你可以办企业，企业的目的就是创造
财富，赚钱。现在有工商管理保护你的各种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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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是如何创造的》

精彩短评

1、这本茅于轼先生的讲义演讲集子，谈财富是如何创造的，通俗易懂。
2、书很好，送朋友了，朋友也喜欢。
3、茅于轼先生这本书为财富是如何创造的提供了一种可信的理性的分析。
4、这本书中谈道德，信用与市场的关系的文很多
5、要多看这样的书，对自己很有帮助。
6、想了解财富创造的过程和秘密，可读此书。
7、这本书还不错，包装还是比较精美的，内容当然毋庸置疑，活动时的价钱也很划算，总之是买的
性价比比较高的书，希望当当能多多的提供此类性价比很高的书，这样，我们这些工薪阶层就可以有
更多的机会欣赏到好的作品！
8、是一本知识普及性的书，蛮好的。
9、财富是如何创造的 。版本很好，内容简洁明了，特价的，物有所值，，，，
10、经济学的东西属于大而化之的东西，特别是这本类似于制度经济学的东西，算是经济学启蒙吧。
不像股票证券那样微观。
11、选择性的看了一些，感觉还可以。书也便宜
12、条理清晰，还不错
13、很不错的！推荐哦！
14、茅老的书值得一读
15、看后在评价，对得起这个价格。看后再平价吧
16、内容单调
17、财富是如何创造的呢？宏观形势如何影响到每个企业？经济落后地区如何赶上来？当中国传统伦
理与市场经济发生冲突时，该怎么办？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又是怎样的？⋯⋯本书为“中国著名
经济学家讲演丛书”中的一本，选录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关于财富、市场经济、法治、农民进
城等问题的讲演文稿，分析严谨，论述精辟，见解独到，值得一读。
18、财富是如何制造出来的，这是个很根本的问题，是靠智慧？自然？人的体力？靠协作？靠制度？
靠思想？？？
19、茅于轼的演讲集
20、市场经济传道士 (2010年2月)
21、不错，很基础。茅于轼教授讲得很好，适合我这种非专业人士又想了解的
22、一本经济学小册子，内容有意思
23、内容还是比较充实的，观点也还可以，自由化太重。
24、有点散
25、这书休闲时候看一看很不错!
26、财富的历史看看，可能有所帮助。
27、讲得还行
28、一起买了几本书 。浮躁的时代，总有些能静下心的人在看书，希望我能真正看明白这些书并有所
收获。
29、觉得比较适合我，一些浅显的
30、世界的财富怎么来的 为什么有人那么富有  有人那么贫穷，为什么交易就会双赢，双赢怎么产生
的，财富为什么可以累积，这些问题一定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
31、都是作者的一些演讲，经济学专业人士就不要看了。太浅
32、书总体来说不错
33、基本能够理解，不是学经济的人也能看懂。
34、复读机啊，演讲内容基本重复，连例子也是一样的。可以看出此人已过了创造研究期进入宣传期
了。还有就是过于夸大市场经济的作用。#kindle#
35、看了以后了解了不少经济学的知识，也了解了不少当前中国的社会形势，
36、还没看呢，收藏中，最近买的书比较多
37、增广贤文，好书得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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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是如何创造的》

38、凑单商品，故此条评论不能作为参考啊，至于当当给不给积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39、有思想，通俗
40、财富是如何创造的 ok
41、本书是茅于轼的演讲录，大有普及了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常识。尽管是基本常识，但至今还需要
不断地加以普及。本书讨论道德的一些演讲录，更值得一读，解释了在市场经济中道德追求与非市场
经济中道德追求的差异。
42、深入浅出，不愧为当代中国少有的几个大家之一。
43、长早的呢
44、喜欢——这本书挺好看的，挺满
45、还未看不方便评论
46、服了
47、基本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或许是演讲录的缘故，内容重复率太高，不过对自由和平等与经济
的关系还是令人有所启发。
48、一个非经济专业的人关于经济的解读。
49、茅于轼的演讲集，对于市场经济的推崇，以及对于市场经济下道德问题的关注。
50、基础经济学理论，入门读物，总体不是太难。不过也不是茶余饭后翻着看的那种
51、值得一看的书，对自己有帮助~
52、茅于轼这个人，很有意思。大家可以批判地学习。
53、这套书都是随便翻翻的口水之作
54、没有的书请不要发布
55、还不错的一本书，有空可以看看
56、推荐给大家，他的所有书我基本都拜读过
57、经济学-生活，理论与生活的巧妙联系
58、茅于轼先生的思想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他也是坚定的市场经济的拥护者，虽然一些话在很多人
看来接受不了，但对于经济本身而言还是很见功底的。
59、真没看
60、一般～
61、他说的粮食可以进口，耕地用来建房。太危险了，没有了粮食保障，美国人想怎么搞中国酒可以
怎么搞。
62、是演讲稿的合集。其中部分类容有冲突，读了一半，后面的可看可不看。
印象深刻的一点，他说新发明创新需要能够在现有市场中盈利才有意义，不能赚到钱的新技术并没有
什么意义。
他说企业家就是应该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是没有为社会创造价值。
63、　　这是一本经过整理的演讲集，由茅于轼老先生各个场合的演讲组成。称不上是其研究思考的
系统性阐述，很多演讲内容在不同的篇章中多有重复，似乎茅先生想在公众面前呼吁，也是在当今的
经济环境中不被重视的----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
　　
　　经济活动的终极目标，不是为了创造财富，而是追求幸福，财富不过是追求幸福的手段。实现社
会幸福感的增加，就是在整体幸福感保持稳定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个人的幸福感。是所谓之“帕累托
最优”。在个人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不影响他人追求幸福。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自由，前提是不损
害别人的自由。
　　
　　财富是如何创造的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劳动就创造财富。”茅先生认为，劳动并不一
定创造财富，如果经过劳动创造的产品未能实现交换，反而是在浪费社会财富。人与人交往有四种模
式：1.损人不利己；2.损人利己；3.损己利人；4。利人利己。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只有在利人利己中
才能实现。一种产品实现交换，同时对于购买者和销售者而言都是有利的，都获得的大于其交换成本
的价值，也就是说，财富便在这种互利的交换中实现了。当然，这样的财富增值，必须是建立在交换
双方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强买强卖，买卖双方不平等，必然导致一方利益受损。市场经济，通过交换
来创造无尽的财富；交换的前提，是人与人的自由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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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是如何创造的》

　　
　　互惠互利，是社会平稳发展的选择。因此，保障人的自由和平等，应当成为社会的共识。法律，
制度，政治等上层建筑，都应当保证公民的这些基本权利。
　　
　　茅先生研究经济学，往往跳出经济学范畴，更多的关注到市场经济下的道德，思想，信用，人与
人交往。茅先生有专著谈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大致的意思是这样的：
　　
　　以往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都注重“公”而否定“私”；到了宋代，干脆主张“存天理而灭人欲
”。邪恶皆因“私”而起。然而自市场经济兴起以后，“私”被看成是社会财富积累的动力，人的私
欲得到肯定。市场经济下的私利，反而成就了增加社会财富的公益。这样还有什么理由再否定私利呢
？然而现实是往往还有很多人在批评他人的逐利本性。事实上，这恰恰是是由于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
的时，损害了别人追求利益的权利。
　　
　　因此，市场经济下的一切制度设计，都要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不受他人的侵犯。“风能进，雨能
进，国王不能进。”即使我穷到家徒四壁，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侵犯我的人身自由，财产安全
。市场经济下，人是自由平等的。选择市场经济，就必然要接受自由平等。除非老百姓甘愿回到忍饥
挨冻的年代，像现在的朝鲜一样，领袖重于爹娘。
64、一个人的观点可以借鉴
65、国内权威的经济学者茅于轼先生的著作，值得拜读!无论什么行业，我觉都应该读点经济，懂一点
经济，因为，经济，是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没有经济，我们将无法生存！
66、难得有这么全的演讲录
67、　　    
　　    我们需要不同的声音
　　
　　　　　　读茅于轼＜财富是如何创造的＞
　　
　　　　　　07.8.23　小满
　　
　　　　前段时间看到茅于轼有关目前房价的访问，大意是说可以从放松保护可耕地政策那里解决土
地的供应量，我觉得这是个有趣的观点，想找来他的书读一读，就找到了这本他的讲演集＜财富是如
何创造的＞。
　　
　　　　茅于轼在中国应该算是有名的经济学家了，但我想还不能算主流，原因一是他的研究方向主
要是市场经济下的道德问题，这个方向有用但太不实用了；原因二恐怕是因为他是个真正的私有制鼓
吹者，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这明显与社会主义相违背。也就是在今天，要是早三十年，就算他提出
只有现在一半激烈的观点，也早就被抓起来了。
　　
　　　　经济学家在社会上其实是个很尴尬的角色，一方面他们有先进的思想，另一方面这思想却又
可能严重的水土不服。道理也简单，学者自然是研究学问的，这学问与现实必然有差距，可问题是经
济学家们也爱出来说，结果就是屡屡的不中，肯定成了大家的笑料。当然长期看有些还是准的，可那
时大家早就把说话的人忘了。所以经济学家的功能一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引用，二是充当笑话的主角。
虽然茅于轼没有研究股市而无法为更多人熟悉，可研究股市的一样预测不准，被老百姓一次次笑话，
从这方面讲，还不如不研究的好。
　　
　　　　茅于轼主张充分保护私有财产，在私心的驱动下，所有者自然努力创造财富，促进社会发展
。而与此同时，用严厉的手段逐步建立社会的信用制度，经过努力基本可以实现一个接近于理想的高
级社会－－经济发达道德进步。他的很多经济学观点在这本书中都有阐述，由于是演讲集，因此行文
也很生动，利于阅读。正是由于作者的以“不主流”－－毕竟私有的话题还不能算可以到处讲的－－
所以会有一些与寻常理论不同的观点，这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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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是如何创造的》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入市过了五年，但我们对经济的理解还是不那么直接，自由经济有时在
生活中还总是显得很生硬，如何理解今天的社会和经济现象，成为很多人的困惑。因此更多的学者从
不同角度地阐述是我们所需要的，听惯了二胡民乐的中国人有时也需要爵士摇滚刺激一下，这有利于
拓展我们的思维和创新精神。总之一句话：我们需要不同的声音。茅于轼的观点是我们需要的，但还
远远不够。从这一点上看，恐怕单靠CCTV是没办法满足了。
　　
　　　　
　　　
68、书的封面有点脏了，毕竟是白色的，其他方面还没看，应该不错
69、所以买下它，准备研究下。
70、送货很快，值得信赖！
71、您喜欢这本如果你喜欢毛老而且爱看视屏，那就在网上搜着看吧别买书了。
72、这本书有点过时了，书中的很多预言式的现在已经实现 也说明了作者很有远见
73、想不到下单第二天晚上就送到，那时已经九点多了，对物流很满意，送货的师傅辛苦了。书很好
，经济学深入浅出的阐述，值得一看。
74、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75、淡如白开水
76、市场经济是王道，自由是基础。
77、这本书详细的讲解了，财富的生成过程
78、价廉物美，很喜欢
79、不错 虽然有些观点不敢苟同&⋯⋯
80、可能是我提错订单了可能是我提错订单了可能是我提错订单了
81、专家好书
82、财富是如何创造的  看看 对自己很有帮助
83、一个国家的财富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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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是如何创造的》

精彩书评

1、这是一本经过整理的演讲集，由茅于轼老先生各个场合的演讲组成。称不上是其研究思考的系统
性阐述，很多演讲内容在不同的篇章中多有重复，似乎茅先生想在公众面前呼吁，也是在当今的经济
环境中不被重视的----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经济活动的终极目标，不是为了创造财富，而是追求幸
福，财富不过是追求幸福的手段。实现社会幸福感的增加，就是在整体幸福感保持稳定的基础上，逐
步增加个人的幸福感。是所谓之“帕累托最优”。在个人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不影响他人追求幸福。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自由，前提是不损害别人的自由。财富是如何创造的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
：：“劳动就创造财富。”茅先生认为，劳动并不一定创造财富，如果经过劳动创造的产品未能实现
交换，反而是在浪费社会财富。人与人交往有四种模式：1.损人不利己；2.损人利己；3.损己利人；4
。利人利己。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只有在利人利己中才能实现。一种产品实现交换，同时对于购买者
和销售者而言都是有利的，都获得的大于其交换成本的价值，也就是说，财富便在这种互利的交换中
实现了。当然，这样的财富增值，必须是建立在交换双方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强买强卖，买卖双方不
平等，必然导致一方利益受损。市场经济，通过交换来创造无尽的财富；交换的前提，是人与人的自
由和平等。互惠互利，是社会平稳发展的选择。因此，保障人的自由和平等，应当成为社会的共识。
法律，制度，政治等上层建筑，都应当保证公民的这些基本权利。茅先生研究经济学，往往跳出经济
学范畴，更多的关注到市场经济下的道德，思想，信用，人与人交往。茅先生有专著谈市场经济下的
道德，大致的意思是这样的：以往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都注重“公”而否定“私”；到了宋代，干
脆主张“存天理而灭人欲”。邪恶皆因“私”而起。然而自市场经济兴起以后，“私”被看成是社会
财富积累的动力，人的私欲得到肯定。市场经济下的私利，反而成就了增加社会财富的公益。这样还
有什么理由再否定私利呢？然而现实是往往还有很多人在批评他人的逐利本性。事实上，这恰恰是是
由于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损害了别人追求利益的权利。因此，市场经济下的一切制度设计，都
要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不受他人的侵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即使我穷到家徒四壁，
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侵犯我的人身自由，财产安全。市场经济下，人是自由平等的。选择市场
经济，就必然要接受自由平等。除非老百姓甘愿回到忍饥挨冻的年代，像现在的朝鲜一样，领袖重于
爹娘。
2、我们需要不同的声音　　　　读茅于轼＜财富是如何创造的＞　　　　07.8.23　小满　　前段时间
看到茅于轼有关目前房价的访问，大意是说可以从放松保护可耕地政策那里解决土地的供应量，我觉
得这是个有趣的观点，想找来他的书读一读，就找到了这本他的讲演集＜财富是如何创造的＞。　　
茅于轼在中国应该算是有名的经济学家了，但我想还不能算主流，原因一是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市场
经济下的道德问题，这个方向有用但太不实用了；原因二恐怕是因为他是个真正的私有制鼓吹者，他
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这明显与社会主义相违背。也就是在今天，要是早三十年，就算他提出只有现在
一半激烈的观点，也早就被抓起来了。　　经济学家在社会上其实是个很尴尬的角色，一方面他们有
先进的思想，另一方面这思想却又可能严重的水土不服。道理也简单，学者自然是研究学问的，这学
问与现实必然有差距，可问题是经济学家们也爱出来说，结果就是屡屡的不中，肯定成了大家的笑料
。当然长期看有些还是准的，可那时大家早就把说话的人忘了。所以经济学家的功能一是被别有用心
的人引用，二是充当笑话的主角。虽然茅于轼没有研究股市而无法为更多人熟悉，可研究股市的一样
预测不准，被老百姓一次次笑话，从这方面讲，还不如不研究的好。　　茅于轼主张充分保护私有财
产，在私心的驱动下，所有者自然努力创造财富，促进社会发展。而与此同时，用严厉的手段逐步建
立社会的信用制度，经过努力基本可以实现一个接近于理想的高级社会－－经济发达道德进步。他的
很多经济学观点在这本书中都有阐述，由于是演讲集，因此行文也很生动，利于阅读。正是由于作者
的以“不主流”－－毕竟私有的话题还不能算可以到处讲的－－所以会有一些与寻常理论不同的观点
，这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入市过了五年，但我们对经济的理解还是不那么
直接，自由经济有时在生活中还总是显得很生硬，如何理解今天的社会和经济现象，成为很多人的困
惑。因此更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地阐述是我们所需要的，听惯了二胡民乐的中国人有时也需要爵士摇
滚刺激一下，这有利于拓展我们的思维和创新精神。总之一句话：我们需要不同的声音。茅于轼的观
点是我们需要的，但还远远不够。从这一点上看，恐怕单靠CCTV是没办法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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