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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

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以主流西方经济学理论全面阐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奇迹的著作。为了配合
高校经济学课程适应新时代的教学改革，本书采用了国际流行的现代经济学教科书的体例。本书由目
前中国经济学界最活跃的经济学家创作，突破了传统教科书理论与实际脱节的难题。资料翔实，列有
大量的专题，对国内外不同的观点及中国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客观的评述。本书配有丰富的学习资料和
教学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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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

作者简介

林毅夫，男，1952年生于台湾省宜兰县。1986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著有《中国
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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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

书籍目录

前言绪论 中国经济的历史眼光第一章 地理条件、自然资源与人口第二章 劳动力资源及其配置第三章 
银行体制与金融市场第四章 经济增长、结构变化和地区差距第五章 农业经济的改革与发展第六章 工
业发展与企业改革第七章 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第八章 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第九章 融入世界经济第
十章 政府职能与财政政策第十一章 全书总结注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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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

精彩短评

1、写得太简单了，果然是给外国人写的
2、仔细看完前两章，后面的章节速度翻完，蔡与林的论述是很精彩的。2月开始读，后面断断续续，
还是对这个专题缺少兴趣，当时是为了完成刘彦随老师的作业，才想到扎根本土，提
炼contextualization的精髓。5月去北大听林毅夫的课，前半段引入问题的角度很吸引我，后半段论述新
农村建设的问题时昏昏欲睡。心里想，这是多少年前的ppt和内容了呢。
3、老师是台湾人，但是是中国三农专家
4、HAIHAO
5、如果当年中学上课时用这本书来给大家作国情经济教育读本该多好阿
6、2hs to learn 
7、书的体系还算合理,但是没有什么新颖的观点,很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翻版另外,书上描述的内
容都是2003年前中国的经济状况,这几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之路有很大的改进,的确有很多与众不同之
处,书中较少有阐述,也是一大缺憾!建议作者能够重新编写此书,以适应时代的变化!
8、林毅夫学过经济学吗
9、是时候重写第二版了
10、条理清晰
11、毕竟已经过去八年了，有一点点过时了
12、系统介绍中国经济的book真的不多这本很好，就是几年前编写的内容需要更新毕竟这5年来中国
经济发生的太多的变化不知道现在的世界银行行长是不是还如5年前一样有空或者还保持着攀登高峰
的这股激情
13、一边去听作者的课一边读
14、终于刷完了。。。
15、09S，so so... 
16、比较平实，但分析的比较到位。了解中国经济还是可以读一读的
17、因为觉得林毅夫的履历很神奇跑去借这本书（台湾出生，文革后跑到北京读大学，进入体制内）
，陪我借书的某人听完介绍：“看过《潜伏》吗？听说过余则成吧？他绝对是他们的后代。”这本书
给我最深印象就是用词精准。搞好中国经济不容易呀
18、那姓蔡的名字到底读啥来着...当年貌似还是在三角地的破书店里买的
19、碍于政策环境和作者的位置，很多地方有些语焉不详，殊为可惜！在国内来说，当时是已出版的
最好的对中国经济实证研究的读本了
20、大学双学位的教材
21、内容很多，数据比较多。读起来比较费力。
22、老子找不到英文版！
23、看过一部分
24、一本系统的中国经济的专业教科书。本书以坚实的理论基础做支撑，对中国经济，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的经济奇迹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分析与解释。但印篇幅内容有限，又兼顾全面性，对问题的探
讨难免浅尝辄止。本书结构合理，是很好的教科书。每章后面还设有&quot;专栏&quot;、&quot;思考
题&quot;、&quot;进一步的阅读&quot;等栏目，增强与读者的互动性。强烈推荐阅读。（更多的读书心
得请在互联网搜寻“林时安”一词，可以找到链接。）本书同时出版英文版。作者蔡昉、林毅夫是当
今活跃经济学家，2008年1月林毅夫被世界银行总裁决定任命为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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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

精彩书评

1、吴老在序中说,海外的观察都是囫囵吞枣,而蔡林的组合却是真金白银.运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命题
框架,在拆分一个问题的时候选取最有逻辑性的角度,例如,看待经济发展的时候从经济增长,产业格局,区
域经济三个方面入手,一下子就在宏观上建立起了框架,进而,又在小命题的细分上,层层升入,引导学生对
诸多经济增长和环境,社会,民生,文化问题的思考,以及在宏观调控和微观经济的左右平衡,中央和地方的
博弈,一些根本上将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瓶颈问题和矛盾上,运用经济学原理的分析方法,给予利弊
权衡.建立在经验和分析上的判断不一定正确,但如此思考的修正主义路径却一定不会偏离正确的结局.
谁都无法看到结局,就像人都无法看到眼下的金融危机,无法看到2050年世界的格局,无法看到下一个三
十年,中国经济的状态,但是研究者通过统计,规律,预测,对话,对现状的把握和改革,启迪着一个更平衡的
未来.这种态度,是每个现代人应该具备的,所谓,不经过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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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

章节试读

1、《中国经济》的笔记-第163页

        78年以来经济改革以改革国企为主要内容。
70年代末，利润留成，增加工资，发放奖金。下方财政和物资分配等权利。
80年代初，利润包干：工业经济责任制。
80年代中期，简政放权，改革税制和厂长（经理）负责制。乡镇企业出现，竞争。国企被迫进行改革
：1.政府减少对国企的指令性计划的比重 2.颁布一系列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行政法规。
80年代后期以来，重建企业经营机制。各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大中型企业的承包制，小企业的租赁
制和股份制的试点。
90年代中期,“抓大放小”：抓大——大型企业一方面给与资金和政策的扶持；一方面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公司制改造和组建企业集团） 放小——国有小型企业（股份合作制，租赁，出售，联合，兼并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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