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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经济学家的独特视角》

前言

　　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有了空前的提高。中国几千年来百姓挨饿的
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即使是低收人人群，他们的日子也比过去有了改善。至于高收入的人，已经买房
买车，这样的境况是二十多年前任何人不可想象的。那时候，全中国都是穷人，没有谁有小汽车，而
今有了几千万富人，还有更多的人正在致富，他们很快也要买房买车了。　　这样一个跳跃式的生活
提高，是不是同时带来了满足感的大幅度增进呢？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相反，多数人会说，当今这
个社会矛盾很多，怨恨累累，表现为犯罪率的上升，诉讼案件的上升，百姓上访上百倍地增加。满足
感非但没有增进，恐怕还降低了。这确实给我们提出了重大问题，到底改革出了什么问题？　　我认
为，问题出在改革的目标上。经济改革的目标就是更多地创造财富，或者干脆就是更多地赚钱。每个
人都奔着挣钱的目标，社会的财富急剧地增加。以挣钱为目标的改革确实是成功的，但是人活在世界
上的目的不仅仅是挣钱，而是追求幸福。钱多固然有助于幸福，但有钱和幸福终究是两回事。有时候
钱多了反而闹出许多矛盾和烦恼。有些人挣钱不遵守市场规则，不是“双赢”，而是损人利己。总体
来看，以赚钱作为改革的目标有许多毛病。换句话说，光讲经济，忽视人生的真正目标是有问题的。
过去我们常说，以经济建设为核心，实际上就是只讲财富的创造。这样的核心是不够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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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政府决定批准联合国有关人权的几个公约，特别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从此结束了过去几十年将人权视为洪水猛兽的时代。但是，开启真正新
的人权时代还非常之困难。虽然2006年修改宪法时，将尊重人权写进了宪法，但是似乎大多数官员还
是将人权解释为优质生活的“发展权”，而将人民最迫切需要的人人平等、保障自由、消除特权等最
重要的人权内容排除在外。因此，近年来我国的人权事业进展非常有限。倒是我国在批评美国政府侵
犯美国人民人权的时候，对人权的理解比较接近公约的原意。比如对某些人群的歧视，警察殴打百姓
，监狱里对犯人的侮辱，对舆论的干涉，等等。可见这些官员并非真正不懂人权，而是面对国内的人
权问题有所顾虑。这种做法给人以口头讲一套，实际做的是另一套，口是心非的印象。这对于一个在
国际舞台上活动的大国是非常不体面的。
现在，我国政府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口号，这应该是一个极好的契机。我们应当通过对人权的宣传
和应用，达到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这本书收入了作者近十年来写的文章和演讲稿73篇。这些文章和
演讲，都是作者对身边遇到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和直率的建议。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根据文
章不同内容，分为五编，即：第一编：经纶之本；第二编：济世箴言；第三编：教育漫谈；第四编：
午夜沉思；第五编，心宇寄语。可能有的文章包含了不同栏目的内容，分得不怎么科学。姑且这么分
吧，只是给读者一个参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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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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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和谐社会和人权（代序）第一编　经纶之本　我的学问之道　中国经济要不要融入世界经济？　对“
假冒伪劣”的反思　堵车的损失　人类进化之谜：制度经济学能够提供什么线索？　中国民营企业的
生存问题　主流还是反主流？第二编　济世箴言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伦理观的演进与经济发展　
方便怎么成了麻烦？　政府对发展私人汽车的政策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所欲，施于人”
　远虑和近忧　从中国的经验看：经济制度改革的一般规律　自由主义、等价关系和人权　慎用死刑
　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和信用　在北京大学谈道德问题　在某大学演讲会上答大学生问　对可持续发展
悲观论的质疑　乡村建设之路　国家的功能　自由的逻辑基础　发展中国家防止气候变暖的政策　新
世纪的慈善事业第三编　教育漫谈　经济学教育亟待改进　启动内需的一个办法　纪念张伯苓，改革
我国的教育　教育好下一代——为李柏光写的书作序　素质教育为什么难？　关心农民工子女的教育
状况　教育行业的资源配置　教育行业的特殊问题第四编　午夜沉思　他山之石　为什么穷国和富国
的人同工而不同酬？　纳什获奖有感：从斯密到纳什　美丽的非洲大陆之行　损人不利己　从“保险
费”怎样变成“乱收费”谈开去　何必较这个真　外国不收机场建设费　随感四则　快乐的学问　回
顾铁路春运票价听证会　民营企业：中国经济之光——祝贺刘永行成为《福布斯》杂志封面人物　感
受香港的国际竞争力　百姓需要正义　读《自由与繁荣的国度》有感　用改革开放的眼光看世界——
评《不敢恭维》  我看中国汽车市场的前景  美国如何保护消费者的安全？　谁该享受政府的公共服务
？　太空旅行的遐想　什么是援助者和受援者的正当关系？第五编　心字寄语　要帮助穷人！为什么
？怎样帮？　道德建设中“言教”不如“身教”　法官的难题　摊派　一封国际信函引起的思考　为
农民在城里就业创造机会　不要保护弱势行业，但要保护人　引导彩票走上正轨　没有理由不纳税　
培养税务管理中的诚信精神　将机场建设费改为机场税　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城市？　如何避免贫民窟
现象？　金钱如何毁人，又如何造福于人？　建设和谐社会的体会　怎样规划自己的未来——和已经
上岗的富平学员讨论人生　改抗战胜利纪念日为“二战”结束纪念日　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回顾附录
——知遇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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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经纶之本　　我的学问之道　　我的体会是：只有能将理论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时，才
真正掌握了它。　　我在大学时学的是机械，毕业二十多年以后改行研究经济学，至今又过去了另一
个二十五年，成了一个经济学家。我所学的机械究竟与我后来所从事的经济学有什么关系？我试图来
回答这个问题。　　现在回想起来，大学里对我最有用的几门课是：数学、物理、化学、热工和机械
设计。英语和汉语只在大学一年级学了一年，比起中学学的内容没有多大的长进。但是我们所有的教
科书都是用英文写的，做习题和考试也都用英文，个别的老师还用英语上课，所以在大学里有充分使
用英语的机会。这一点使我终生受益。工作以后，我一直在研究部门工作，接触英语的机会较多。改
革开放以后，和国外交流的机会多了，我能很快地适应这种变化。　　大学里学的微积分有非常大的
用场，微分方程则基本上没用过（这要看是什么专业），那时我们还选修了高等微积分。毕业以后又
花了大约三年时间学数学，其中有复变函数论、数理方程、数值计算、概率论、数理统计、变化分法
、线性代数、矩阵、矢量和张量分析等。在后来的工作中，有的数学知识完全没有用，有的又学得很
不够。那时没有高级研究员的指导，全靠自己摸索，浪费了许多时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训。　
　数学是一切学科的基础，但是数学的分支很多，各门专业用的数学差别很大，一定要针对需要来学
。我相信，不但自然科学，连社会科学也都需要数学知识，它最基本的功能是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当
然，有些学科本身就需要通过数学才能理解。现在的经济学要用大量数学，连历史学都要用计量经济
学。我猜想懂数学的人，头脑中的世界和一般的人不同，因为数学能帮助人理解世界。　　针对需要
而学习，但有时也有例外。有些重大的科学发现往往是跨学科理论的应用。所以从科研角度来看，兴
趣广泛是有益的。　　在大学里学物理和化学，最主要的用场是把中学里学的内容彻底搞清楚了。我
记得在中学的时候，许多内容都没有真正弄懂，或者只会做习题，不会应用，其实就是没有弄懂。举
例说，电学里的欧姆定理，说的是电流、电压和电阻之问的关系。一个人触电会不会死，取决于通过
身体的电流的大小，此外再没有别的因素。也就是说，取决于电压和人体的电阻。有人说，除此以外
还取决于人的心情。这是不对的。如果心情能起作用，是因为心情会改变人体的电阻。认为除了电压
和人体电阻之外还有心情也起作用，正是没有真正弄懂欧姆定理的含义。其他如将力学应用到骑自行
车，将气体温度、压力和体积的定理应用到打气筒，等等，都是考验是否弄懂了教科书里所说的东西
。我的体会是：只有能将理论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时，才算真正掌握了它。　　此外，还要对书本上
说的道理有一个量的概念。比如说，地球自转轴对公转平面法线的夹角和自己所在地的纬度，如何决
定了冬季太阳的入射角；地球自转给人的离心力与地心引力相差大约多少倍；科博摆（一个质量很大
、栓在房顶上的摆）在当地应该多少小时一个周期；一个从10米高处落地的物体的速度，和百米赛跑
冠军的速度哪个更快；一个压力为5公斤／平方厘米的水泵能把水抽到几米高的水塔；根据我国煤的
平均含硫量计算每年要向大气排放多少吨二氧化硫；等等。严格地讲，回答这些问题只要用高中的知
识就够了，但是，我是到了大学才弄懂的。　　理论联系实际是一句最普通的格言，但是许多人并没
有认真想一想理论如何去联系实际，以致弄出许多笑话。经常碰到的问题就是百分比有效位的确定。
例如：有一本书上说，据调查，某地人口中，主观上自认为很快乐的人占总人口的20.1％。这一陈述
就属于理论脱离了实际。因为“主观上自认为很快乐”不是一个能够精确界定的对象，怎么能用三个
有效位来表示呢？连20％都显得勉强，应该说大约1／5就行了。如果我们对报纸杂志中的每一个百分
比琢磨一下，恐怕有一半的有效位用得不恰当。这无非说明许多人应用数据时，并没有经过自己的头
脑想一想，应用的数据和自己想说明的事物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　　在大学学力学培养了我的机械
唯物世界观。我相信世界会按照牛顿力学所规定的轨迹发展下去。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唯
一的问题是事物的初始条件不清楚。后来我自己又看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才知道牛顿力学的局限性
。相对论确实给我极大的震动，我从来没想到时间也是相对的。相对论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根据相对
论的发现过程，我们有理由怀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相信独立思考，要用完全不同的
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事物，要发现熟视无睹的事物中有什么值得研究的问题。按照这个精神，我经常在
观察周围的事物时，想一想有什么问题还没有弄清楚。我把思考的结果写在笔记本上，起名为“一百
个为什么”。我问道，为什么植物的种子埋在土里，发芽时会朝上长？为什么一棵树的枝叶能均匀地
围绕树干生长？等等。　　后来我又学了一点量子力学，懂得了测不准原理。它说明一个事物被观察
时，它的行为因被观察而受干扰，所以我们不可能了解一个事物的真正行为是如何的。例如，用温度
计测量一杯水的温度_当把温度计放入水中时，水的温度将会发生变化，因为温度计的温度不同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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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温度。用电流表串接入电路来测量电流时也会发生类似的现象。就经济学而言，我们不可能利用经
济学的知识来预测未来，因为如果预测有效，人们将改变自己的行为，这使得预测失效。　　贝尔曼
（Richard Bellman）的《实用动态规划》（Apphed Dynamic Programming）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这本
书至今没有中译本）。因为它用极其浅显的常识解释了非常复杂的数学方程。如果一个动态过程包含
若干个步骤，则最优过程中所包含的每一个步骤都必须是最优的。或者说，全过程的最优化是由每一
个到终点的最优过程所组成的。他用这个原理推导出了变分法中的欧拉方程。我虽然懂得如何推导欧
拉方程，但是并不懂得欧拉方程到底是什么意思，它能不能用普通的常识来解释。贝尔曼的成功给我
的启示是：如果你真正懂得一个数学方程，你应该能够将它用通俗的语言作出解释。不但数学方程如
此，任何一个理论都应如此。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真理是简单的。相对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受
到贝尔曼的这一启示，我同样用普通常识解释了微积分中解条件极值的拉氏乘数法，这就是择优分配
原理。这可以视为将有限的资源分配给效益最好的项目，结果使每个项目的边际收益都相等。把这一
原理应用到资金分配时，可以得出资金的边际收益均等，这是资金最优分配的结果。马克思所说的资
金平均利润率均等实际上应该是边际利润率均等，因为当时边际概念还没有普及。马克思并不懂得边
际分析。择优分配原理的发现是我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成就，它是我在大学打下的基础。　　思维的逻
辑和条理化，对司空见惯的现象的深入再思考，用最平凡的常识来检验熟知的理论，这是我经常用的
研究方法。　　对自由主义的解释，通过逻辑分析，会得出与常识相反的结论。一般认为，自由主义
就是为所欲为。但是，当一部分人为所欲为时，其他人就没有了自由。所以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
张，恰恰是要求每个人不妨碍他人的自由。当每个人都生活在没有人妨碍自由的环境中时，大家都能
得到最大的自由。这才是自由主义的真谛。自由主义因而成为一种个人修养，它和为所欲为恰好是针
锋相对的。　　五十多年前的大学生活逐渐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了。但是在大学时代培养起来的知识和
思想方法却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成为我的—部分。　　中国经济要不要融人世界经济？　　只要经
济全球一体化，资源的互相依靠就是必然的结果。根据经济学理论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这是好
事。　　中国经济要不要融入世界经济？今天来提这个问题似乎是多余的。我们已经相当大规模地融
入了世界经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60％，这还有什么问题呢？可是人们的思想永远落后于现
实，尽管事实上我们越来越依靠世界市场，然而在政策的制定中对这一发展持什么态度，是肯定，还
是否定？在什么条件下肯定或否定？看看最近报纸、杂志上发表的大多数意见，可以感到持怀疑态度
的占大多数。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如此依靠世界经济，刚刚进入这个全新的领域
，难免会有种种疑虑。　　对中国是否应该依靠世界市场的问题，首先是由近年来石油进口越来越多
引起的。在1993年以前，我国原是石油出口国。但是由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源需求越来越高，
而且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的家庭逐渐减少劣质能源（像煤炭或木材）的使用，改用优质能
源（像天然气和燃油），这也使油气的消耗量显著增加。由于自然资源的约束，我国的石油生产赶不
上消费的需求，结果就是进口迅速上升。现在进口石油大约占了总消费的50％，而且看来这个比例还
会继续上升。一种密切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如此依赖进口是否安全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大多数的意见认为这是不安全的，我们国家从来也没有如此地依靠国际资源，万一供应中断，后果
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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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国家或者另外相应的公共组织在现代社会中还是必要的。为什么？因为有许多公共服务是人民所
需要而私人不能提供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正义的服务。通俗地说，就是国家的司法要公正。　
　——《国家的功能》　　中国的主要问题是要加速农民进城，因此，我们的任务不在如何把农民留
在农村，而在如何更快地为农民创造就业机会。只要城里就业机会不缺，农村来的移民能够找到工作
，贫民窟的问题就不大会发生。　　——《如何避免贫民窟现象》　　从外行人看来，慈善事业是最
容易做的，它肯定要比赚钱容易。赚钱之难，可以说谁都知道。慈善无非是把钱给别人，这还有什么
难呢？可是如果亲身做了一段慈善事业之后，你就会慢慢地懂得，要做好慈善事业其实比赚钱更难。
　　——《新世纪的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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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经济学家的独特视角》

编辑推荐

　　《一个经济学家的独特视角：推进社会进步》讲了睿智通达：心藏良知的经济学者，振聋发聩：
视角独特而备受争议。“经济学界的鲁迅”——茅于轼关于社会、民生、经济的思考。独特的视角，
睿智的头脑，他在吹响推动民族复兴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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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次偶然的机会，通过别人介绍了解了茅于轼先生。非常让人尊敬的一位学者。
2、对初读茅的人来说，比较好。但我不是初。
3、看了些觉得还行，有一些内容能启发人。
4、独特视角
5、开发我多角度多方式想社会上的那些事，你懂得，我懂的，但是大家都不愿意站出来说的很多事
。茅老！崇拜你了
6、观点倒是可称独特、新颖，只是我总是不知道在中国这些东东有没有用？有谁愿意认真听听？还
是做个宠物经济学家轻松⋯⋯
7、很不错的书，经济学专业的同学有必要看一看。。。
8、关注百姓生活，研究现行社会，比较实际点！
9、没有想象中的好，有几篇不错
10、书的内容没说的，但是书皮的粘贴仍旧存在小问题，还好，无大碍！
11、不错，茅老的书不错。
12、站在大师的角度思考
13、这本书很好，关注经济的朋友多看。
14、读一半
15、茅先生只凭书中几篇关于国家、社会和教育的文章，就足以配得上睿智通达这四个字。
16、是本好书，建议大家都来读一读
17、常识，但说得很清晰、简洁。
18、经济学家的良心，大家都看看吧
19、虽然有些out 还是值得一读
20、读茅老的书，受益匪浅（自由与平等）
21、这本书到现在我还在怀疑是不是茅于轼所写，还是挂名拿钱？书非常一般，差评。
22、中国应该多些这类的人才才能发展
23、爸爸搞经济的，对这本书很感兴趣。书里的观点很有意思。
24、矛老不愧是中国经济学界的鲁迅！！！
25、老师着重推荐的，很好很励志
26、相左 看不下去
27、说出了中国当前制度上的一些问题，但每每到关键处笔锋一转变为说教式，很有可能左右两边都
不讨好
28、以为老人家有什么高深的理论，最后发现大多数时候在胡说八道。不过多少在美国待过，那种人
人平等的观念倒是很可贵。
29、敬佩茅老
30、没看完
31、还好，反复来讲帕累托最优
32、自由主义经济学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的市民生活
33、经济学的书比较枯涩，看了一会，不是很懂，留着慢慢看，慢慢学习！
34、这书买了很久，近段时间才在看。茅于轼的语言总是有一种魔力，让你很容易的接受，不会用教
化的语言强迫你接受他的观点，但他却娓娓道来，让你慢慢喜欢上他的文字。
35、茅于轼先生眼光比较独特，也遭受很多非议，但是他的书给我很大的启发
36、这本书适合那种平时有兴趣关注经济知识的人读，书中的有些观点很不一样
37、用不同眼光看经济 恩 好
38、茅于轼的作品一如既往的读起来浅显易懂，不管各位看官对他如何评价，他仍是我敬重的一位经
济大家，不哗众取宠，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不屈服于权势，保留着一个学者的尊严和天真，看书就知
道哦。
39、本年度最有读头的国产书。
40、虽说对经济学一窍不通，对经济学理论不妄加评论；但通篇看下来，只觉得是一个睿智的老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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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腑之言，平实的文风，没有华丽的文字修饰，娓娓道来。心藏良知，直言不悔，是一个值得尊重的
知识老人。
41、我不赞成茅老的有些观点，但我捍卫他的言论自由的权利。
42、平凡的语言和理论中体现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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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一个经济学家的独特视角》：茅于轼和这个时代当我在google上搜索“茅于轼”的时候，页底附
有这么一句话，“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茅于轼的公众影响力，可见一
斑。作为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我对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未有过系统的学院化埋首深造，所以对
于精密严谨的数据分析，是一头雾水。因此我之于经济学的阅读只能局限在非专业性写作上，尤其在
当下的中国，经济学并不仅仅是经济学的问题，就像教育并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除了与历史的捆绑
外，更与政治因素的缺失有着兔死狐悲之感。我感兴趣的经济学写作者，抑或公共知识分子，按老中
青依次排下来是茅于轼、陈志武、苏小和。陈志武一直强调，人的幸福感在于制度建设的突破。茅于
轼出生于1929年，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之后20余年一直从事铁路车辆研究，他于经济
学，是在七十年代一个华丽的转身，和从军官仕途半路出家从事历史研究的黄仁宇相像，有转行的先
天优势，也有缺陷。总而言之，我认为1957年被打为右派的茅于轼还算幸运者，他赶上了教育自由的
末班车，1950年，院系调整的刀砍斧凿尚未开始，民国的教育底色和风气也尚未丧失殆尽。无论是最
早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还是最新的《一个经济学家的独特视角》，我一直觉得他的批评在该尖
锐的地方不够尖锐，虚晃一枪，拿一些类似官腔的既成说话敷衍而过，比如他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观
察与历史教科书的定论无二；比如他对于政治极 权主义的认识，几近盲点；比如他对美国霸权主义的
千篇一律的谴责，在我看来毫无意义。对一个沐浴过欧美传播而来的自由主义教育底色的前朝遗少，
他对美国和美国政 府的赞赏，在文中处处可见，这是发自骨子里的，他的政治学理念，是洛克、斯密
似的古典自由主义。这一代知识分子，都是真正的脊梁，但是论述中国历史的转变时，到了风雨苍黄
的那一年，总觉得有言不由衷的尴尬意味，实在同他固守的逻辑和理念相悖。茅于轼并非一介书斋型
学者，在一个信息四通八达的时代中，他的身影无疑是较为活跃的，演讲、受采访、在平面媒体发表
评论文章、在农村试验小额贷款，尤其是他在山西省创办的“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明显具有尤努
斯穷人银行的痕迹。一直被喜欢他的人们奉为中国的良心，耄耋之年的茅于轼之于经济学界，就如同
样苍老的张思之之于中国法律界，许良英之于中国科学界，在一个集体失语或者逢迎的年代里，他们
是历史开恩留给中国社会的活遗产，是知识界的一根标杆，昭示鼓励着后辈们该如何不卑不亢面对强
权，该如何一点一滴、得寸进尺地建设公民社会。然而，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曝得大名的茅于
轼比起相对寂寥的张思之和许良英，在近几年内，却是背负着一堆民粹主义的骂声，比如建造只有公
共厕所的廉租房、为房产商对高利润的追求做出肯定、提议车牌高价、坚持公路收费，等等不一而足
。在一个贫富悬殊、且戾气时刻焦躁冲撞的社会里，老实的茅于轼表达了真实看法，恰好撞上了沸腾
民怨的火山口，他对范美忠的批评，何尝不是他人对他自己的批评。如果从茅于轼的逻辑分析看来，
不偏不倚，是有充足道理的，遗憾的是，在这个因权力分配不公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社会里，许多问
题产生了癌变的异化，个人的生命和价值得不到尊重，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纳税人眼睁睁望着钱款
被挥霍一空，这是一个非民主化社会里的弊病，要根治，只有进行政 治体制的改革。威权主义政治下
的胡适，因一直信奉程序正义而被愤怒民意推到了实质正义的对立面，比起胡适来，茅于轼处在一个
更加激烈的风口浪尖。肯定私欲的必要性，坚持个人权益和财产受到依法保护，坚持政府不干涉企业
和市场并尊重市场规律，都是茅于轼的基本立场，他在书中多次认为计划经济在无法消除人类理性缺
陷的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忽视了价格的作用，跟政治乌托邦一个道理。但他同时相信
国家的调解作用不可或缺，人人要为国家建设着想做奉献，不能只顾一己私利。凯恩斯主义之所以能
对美国经济大萧条其效用，前提是有一个怵惕专制出现的宪政大磐石，而茅于轼也并非凯恩斯主义者
，我实在读不懂他的左右互搏，也无法理解他的痛苦。这就是茅于轼，和独属于他的独特视角，在一
个风雨苍黄的时代中，平静、谦和地前行。成稿于09-09-28
2、无意间在图书馆看到这本书，随便翻了下，觉得还是很有可读价值的，于是便借了回来。等到有
时间静下来细细品读的时候，发现很多观点实在不能苟同，尤其是在教育方面的。我个人认为茅于轼
对于教育的看法过于市场化，他认为现在的教育是“花别人的钱，做自己的事情”所以效果不如“花
自己的钱，做自己的事情”，所谓别人的钱就是政府的补助，难道政府对于教育的专项资金就不是老
百姓自己的钱了吗？那每月交的税是什么？另外，茅于轼还提到高校要把牌子做好，做成名牌，就会
有优秀的学子争相涌入，这就是市场的作用。但是，大学难道就是名牌而已吗？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名
气很大，但是在日本却算不上真正一流的大学，像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日本东北大学，九州大学等
真正的历史名校，虽然名气不如早稻田，但是却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当然，对于茅于轼的大多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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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认同的，书的开篇就讲到要理论联合实际，任何理论都可以用生活去解释。可惜，现在大学学的
都是纯理论，甚至是脱离了实际，一个个定理都遥不可及的，让人无法参透，又怎么灵活运用呢？就
我个人而言，我偏向于一些轻松幽默的课程，浅显得解释了一些深奥的理论，课后因为引起了我的兴
趣，兴许我还会去自己发掘更深一些的内容，这才是我认为的教育，但是毕竟学识还是不够，不免会
有些狭隘，所以学习才有意义。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想我永远不变。
3、为什么穷国和富国的人同工而不同酬，是书中的一个标题，我看了觉得很有趣，我也想知道为什
么。答案是市场经济中劳动报酬的多少，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而经济效率取决于该社会所制
定的经济制度。一个社会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存在巨大浪费，其中每个成员的劳动报酬都要受损
。我国在交易费用上的巨大浪费，是我国不能迅速致富的极大原因。手续繁琐，互相推诿，重复谈判
，责任不明，使得做成一笔生意十分困难。工作马虎，产品质量差，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显著的特征
。门窗关不严，马路不平，厕所漏水，路灯不亮，书籍缺页，电报延误，打售后服务电话总是无人接
，更不用说各种劣质产品，我们每个人天天都在品尝相互提供的质量苦果。
4、茅于轼其实是学机械出生的，毕业二十多年后才改行研究经济学，最终以经济学家成名，这本《
一个经济学家的独特视角》书中的文章都是近十年散见报刊媒体的文章演讲稿集结而成，保持他一贯
的思想信念说话做事风格。茅于轼曾说：“我从事研究有一个信条，即不论多深奥的理论，如果透彻
地理解了它，必定可以还原为日常生活中的现象”。他的文章都是力求还原日常经济现象，揭示经济
现象的真面目，说理深入浅出，语言平实，直奔主题，不拐弯抹角，这就是他的风格。 推崇自由主义
主张市场经济 茅于轼的很多思想、言论我们都可以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本
书里找到相对应的观点，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茅于轼的思想是传承于亚当·斯密。茅于轼反对计划经济
，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积极倡导者，而且是亲力亲为的实践者。 茅于轼在他的多篇文章里都强调市
场的自发调节功能，坚决反对政策干预，反对计划经济，主张全球经济一体化，鼓吹自由主义，他认
为的自由主义是：每个人在不妨碍他人自由的环境中生活，大家都能得到最大的自由。 替富人说话 
为穷人办事 茅于轼在多篇文章多种公开场合公开宣言自己是“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句话引
起无数指责和非议，我认为这些人是有意或无意误解或者说是没有理解他话中的含义。 事实上目前社
会现状是：为穷人说话的人多，为富人说话的人少；为富人办事的人多，为穷人办事的人少。这才是
真正的现实，为穷人说话可以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穷人总是大多数），博得为穷人说话的美誉，为
富人做事可以获得高额回报，所以要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这样名利双收，又保险又不会犯错。 
所以针对后半句“为穷人办事”上，有人责问茅于轼：你到底为穷人办了什么事？ 我想举出两件事就
能让他们闭嘴了，第一件，茅于轼从１９９３年起筹集资金在山西省临县龙水头村开展小额贷款的项
目帮助农民脱贫致富，至今这项活动的范围正在逐步发展；第二件，２００１年创办了非营利机构的
富平（取扶贫谐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为农村青年进城成为合格的家政服务员提供全面的培训。他
办的第一件事与２００６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被称为“穷人的银行家”的尤努斯向亚洲贫困人口提
供小额贷款，帮助１亿多人口脱贫做的是一样的工作，只是由于资金、人力及其他原因限制无法达到
尤努斯那样的成绩，第二件事为我国中西部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从而实现脱贫，提供了一条安全
有效的途径。 他也并不是不为穷人说话，他《关心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状况》不是为穷人说话吗？他提
出《要帮助穷人！为什么？怎样帮？》、《如何避免贫民窟现象？》不是为穷人说话吗？他建议《为
农民在城里就业创造机会》不是为穷人说话吗？ 所以重点不在为谁说话，而在于说的话对不对；重点
不在说话的立场，而在于说的是不是真理。 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 近期茅于轼大受指责的言论是关于
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的言论，如果这些指责者能看完看懂全文的话，而不是只抓住只言片语，他们就
明白他说的有道理了。 茅于轼“坚决反对经济适用房”“因为这是政府从农民手里强制以低价拿到土
地，然后用所创的价差来补贴城里人以低价买房”，“经济适用房将引发一场全国性大腐败”。这些
言论招来众多同行的反击！ 所以茅于轼建议“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
有钱人才不喜欢。”可能是觉得对必然出现腐败行为而无能为力说的气话，厕所冲凉还是在自己家里
好，穷人也不能没有基本需求，廉租房应该提倡，只要严格租赁制度规范管理也并不一定就变成贫民
窟。再说大量经济适用房的购买者是开宝马奔驰住豪宅的富人，经济适用房只是他们出租转售牟利的
工具，他们才不会住在这里呢。可以想见茅老之良苦用心与内心的无奈。贪污、腐败的问题泛滥，政
府都力不从心，也只能讲和谐社会，提倡道德重建，但要治理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一个无职无权的
书生又能何为？  有良知的经济学家 茅于轼在十几年前就写过本书叫《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应该是
受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影响，亚当·斯密这本书温总理曾向众人５次公开推荐，西方一些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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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认为这本书比他的《国富论》影响更深远。茅于轼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也是从经济学的角度
来讨论道德问题，探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越来越快，社会的金钱至上思潮也迅速泛滥，
见利忘义、不择手段、损人利己的行为使社会的道德水准普遍降低，这时候需要对人进行道德教化，
约束非道德行为。这些观点今天来看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可以说是很更具现实意义。 茅于轼今年已经８
０岁了，仍然思如泉涌，思路清晰，且一如既往地关注国计民生，真是让人敬佩。可贵的是他完全出
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说话行事，不避讳批评政策失误，不讳言社会制度不公，不吝出谋划策，虽然
办法未必能够行得通，不怕发表“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宣言，虽引起很大争议，仍坚持不懈
地身体力行，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实在值得敬重。他一直强调要做一个有良知的经济学
家，观其言察其行，我想他是配得上“有良知的经济学家”这个称号的。这也许就是他被誉为“经济
学界的鲁迅”的原因。 此文于2009年10月11日《深圳晚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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