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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一个奖，叫“中国经济学奖”，于公元2005年3月24日颁发。　　中国的经济学家非自改革开放
始，中国的优秀经济学家也非自今日始，　　但奖项却只能自今日始。事实上，早在1923年，云集哈
佛、耶鲁、牛津、伊　　利诺等经济学。海归”博士、以专门培养高级经济学人才、类似于今日北大
　　_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就已经正式开张。其以民间编制　　的“南开物价指
数”享誉全球，其创办的英文刊物《中国经济评论》是当时　　外国人了解中国经济的最佳窗口，但
是正如这个研究所的领头人何廉的传记　　著作封面上飘零的一叶所象征的——这一切注定不过是乱
世飘零的一叶而已　　，不会留下多少痕迹。　 原因再简单不过，“时势造英雄”。而当时的时　　
势，国家以救亡为主。经济以贫困为主，社会以动乱为主，经济学和经济学　　家不可能在当时成为
显学。也不可能奢望有一项奖在前方等待着勤苦探索的　　经济学家们。　　建国后，中国也曾有过
优秀的经济学家。我这里略提两个人。一是马寅　　初。如果当初他的建议能够被人听取并且他能活
到今天。那么新中国建国后　　“政策贡献”最大者非其莫属。今天的奖也应该毫无争议地归他。二
是张培　　刚教授，他算得上是当时世界级的年轻经济学家。兴冲冲从美国哈佛大学回　　来。意欲
效力于国家，如果让他续写其哈佛《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博士论　　文新篇章。发展经济学的诺贝
尔奖一定被他取入囊中。可惜，张老师几十年　　只能坐守汉江一隅，再难建树。　　好在经济学家
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没有人斗得过市场。市场的规律、发　　展的规律会让时势变化，就像经济学家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所预想的那样：政　　治家们如果要造福于民，则终究会走到经济学的殿堂中来，
并且谦虚地遵从　　于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的世俗智慧并以此造福民生。　　可是，从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这一条路在中国是那样的艰难，付　　出了惨重代价。1950年代一1970年代，当南
开经济研究所的蒋硕杰等人在台　　湾建言立功，成功地大力推动台湾进入了经济起飞，台湾渐成为
“经济四小　　龙”之首时，他们的同学和同事，曾师从哈耶克、米德和希克思（这三人后　　来均
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样像张培刚教授一样兴冲冲“海归”报国的伦　　敦经济学院博士钱荣望教
授（南开大学金融系退休教授一度是中国最优秀的　　金融学家）却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被“作
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屡　　屡受到或轻或重的冲击，根本不敢奢望能有正常研究的一天，更不
能想象“　　经世济民”⋯⋯　　惟可欣喜的是，这个国家的优秀经济学家即使在最曲折的年代。也
绝没　　有放弃自己思考与探索的责任。中国市场经济的最早思想——商品经济的思　　想，就在这
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头脑中最早地萌发。我这里举出三个最杰出的　　名字：卓炯——中国最早提出市
场经济思想的人，他早在1961年11月18日就　　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
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　　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
⋯　　⋯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　　场（也就是自
由市场）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顾准——最早提出市场经济　　思想者之一以及最早反思中国经
济与政治制度的最卓越的学者，早在1956年　　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
了研究，并在1957年撰　　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甚至撰写了《希腊
城　　邦制度》这样闪烁着政治、经济和哲学等多学科光辉思想的文章；孙冶方—　　—中国最早反
思计划经济的人之一以及最优秀的学术带头人。他在1950年代　　发表了著名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
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反思“价值规律”　　理论，并在学习和工作中培养了吴敬琏、刘国光、周叔
莲、张卓元、陈吉元　　等一批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　　但是，这些前辈不可能在今天的领奖
台上获奖，因为他们已经与世长辞　　了；身后只留下中国经济转型的最早财富。　　薛暮桥大概可
以算得上是他们中的惟一幸存者。今年，薛老已经101岁　　高龄，许多年轻的记者和经济学学生甚至
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曾是新　　中国计委、物价委、统计局的最早领导人之一，是“我国改革
开放进程中经　　济决策咨询工作的一位卓越的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他曾经坚定地倡导和　　积
极推动市场取向改革、提倡和坚持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　　在颁奖现场，我问薛老的女儿薛小和
“令尊大人身体如何”，小和淡淡　　一笑：“父亲安安静静什么也不知道，像个神仙一样。”那一
刻。我心里涌　　上许多感想，悲喜参半。我想到：感谢上帝，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幸运的，他　　们
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赶上了中国经济大发展的时候，经济学在经济　　的盛世成了显学，经济
学家身逢盛世。而我最大的感受是，薛老的获奖，应　　该看做是中国经济学界对那一辈探索中国社
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者的致敬！　　也许在今后的后生小子看来，这些经济学家的成就似乎没有什么
，更谈不上　　对国际学术的“前沿贡献”，但一定不要忘了：正是这些人，曾不畏艰辛地　　播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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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火种，那是何等的珍贵！　　除薛暮桥外，其他三人马洪年纪更长一些，但我个人的看法，
仍然把他　　和刘国光、吴敬琏看做是一代人。在我眼中，他们是第二代，是承上启下。　　将商品
经济思想的火种演变成市场经济的“熊熊大火”、烧掉计划经济并从　　中生出市场经济火凤凰的一
代人。　　事实上，经济学家们获奖实至名归，因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　　型并到达今天
的地步，经济学家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有许多人抱怨中　　国经济学家不务正业，喜欢研究政
策问题，却忘了“需求决定供给”、，今　　日中国最大的需求是制度创新、政策创新；还有人笑话
经济学家们“嘴巴对　　着领导”，却忘了经济学家从来都是说教者（施蒂格勒语），他们的研究最
终　　是为了影响政策，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进；亦有人不喜经济学家到处演讲，　　却没有看到，
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经济学家们正是借助于这种最古老的方式　　，将市场经济的理念和先进做法传
遍了全国，让理念成为生产力，成为中国　　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这样的年代，中国经济学家最
重要的使命就是创新市场经济思想、启　　蒙市场经济思想、建构市场经济大厦以及建设市场经济大
厦。　　从这样的“社会分工和角色”看，中国经济学家其实恰如其分地发挥了　　他们的作用，并
始终处在为时代建言的前沿，及时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转型　　和发展。　　然而，这样的事业并非
几个获奖者所能完全担当的。事实上。放眼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家们就像一
条绵延不绝的河流一样蔚为　　壮观，迄今为止至少经历了四代人的演变历程。第一代是卓炯、顾准
、孙冶　　方、薛暮桥等人，他们活跃于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最早地反思了　　计划经济
，最早地思想和传播了“商品经济思想”的萌芽，是对于计划经济　　做出杰出“反思”的一代。第
二代是吴敬琏、刘国光、马洪等，除吴敬琏是　　少见的“长青树”外，这一代人主要活跃于1980年
代和1990年代初，他们是　　承上启下，“创新和启蒙”市场经济思想体系的一代。从人的自然生命
和传　　承关系来看，这一代人中的许多人是第一代的学生辈。除三位获奖者外，对　　于这一代中
的杰出者，我们不要忘记了还有于光远、厉以宁以及2004年逝世　　的董辅初等。中国市场经济转型
中经济学家的第三代是“构建和推进”的一　　代。他们从1990年代中期一直活跃至今，并承担着今
天中国经济学以及市场　　创新的大梁。他们的主要贡献便是将第二代人的思想完善化、具体化，并
身　　体力行地进行市场制度的创新和政策构建，推进中国市场建设。这一代人人　　数众多，其中
杰出的财经官员代表有周小川、楼继伟、吴晓灵、李剑阁等，　　学者代表有樊纲、魏杰、刘伟、钟
朋荣，早年体改所的一批经济学家华生、　　何家成，以及至今还活跃的周其仁、宋国青等人，还包
括“海归”的林毅夫　　、张维迎、易纲等人。除少数人外，第三代中的大多数是第二代的学生辈人
　　。上个世纪末，中国经济学家第四代开始活跃，他们将是市场经济“融入和　　建设”的一代，
他们是第三代的学生，或者自海外学成而归，如今分布于高　　校、部门、企业、投资银行，正进入
到中国市场经济大厦一砖一瓦的最后建　　设过程中，他们的影响还有待形成，他们的使命中最重要
的是研究和完成中　　国市场经济的后期“基础设施”建构——中国的宪政转型和伦理转型。　　“
中国经济学奖”被称为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究竟该如何看　　待这个奖以及获奖者呢?张维
迎教授讲得好，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是冲着获奖　　去的。真正的经济学家，尤其是这个民族的优秀经
济学家，只要是深爱着这　　个国家，就当时刻关注着这个国家最为紧要的问题，并竭尽全力地去推
进国　　民福利。而获奖，其实是对所有经济学者们的一种激励，尤其是这次评奖侧　　重于“经济
理论对国家制定政策方面的贡献”就更是这样。　　我个人的看法，“现实的就是合理的”。直至今
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转型仍未完成，中国在一定时期内最“需要”的仍然不是最前沿的经
济　　学，而是对市场经济知识的启蒙以及官员们的起码的尊重。真正对中国经济　　学家构成挑战
的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是否总是能够保证提供中国经济转　　型以及转型后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
有效的知识和政策信息，推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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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经济年报（2006）》是2006年版“年报丛书”中的一本。《中国经济年报（2006）》以中
国经济为主题，所收集的文章是编者从2005年国内公开出版发行的数千种报刊中精选出来的。这些文
章的作者，既有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俊才；既有高层决策者，也有普通老百姓
；既有外国知名人士，也有港澳社会贤达。这些文章视角独特、观点新颖、论证有力并且传递了作者
对这些问题的最新思考，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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