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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
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盾年，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重
要举措。
30年来，我国文化出版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十七大精神的指引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正在掀起。
作为我国文化出版业的“国家队”，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这伟大的历史时刻，策划组织了一系列重点
出版物和重大出版活动，力图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合唱”中展示自身的风采。
在一系列重点出版物之中，《名家30年访谈书系》是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重点推出的一套书系。
这套书系，针对改革开放30年来表现相当活跃、成就非常突出的思想、经济、科学、文学、音乐、美
术等六个领域，分别遴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名家，进行一对一采访，力图通过他们的感性亲历和理性
提炼，呈现“改革开放”这个大主题在宏观和微观、文化与生活的运演轨迹，再现“改革开放”这一
洪流对社会与个人、命运与细节的滋润熨帖。
同时，访谈也是一种美的形式，访者、谈者与读者，沉浸于共有的记忆，亲切而和谐。
本套书系共包括《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万千气象:中国著名文学家访谈录》《风雨兼程:中
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科技兴邦:中国著名科学家访谈录》《画坛春秋:中国著名美术家访谈录》
《乐苑求实:中国著名音乐访谈录》等6种图书，分别由集团公司所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和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各书单独成卷，风格体例统一，共同成为对改革开放30年的高声歌唱、真诚铭记。
《名家30年访谈书系》编辑出版委员会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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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采访了我国十位著名经济学家，他们对推进我国经济改
革的进程以及经济政策的制定都曾起到一定的作用和影响。
在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听他们从各自的专业角度，谈改革30年中他们的思想转变过程，听他
们叙述我们改革的历程，对我们反思和推进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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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国川，《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
河北威县人，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
已出版《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争锋:一个记者眼里的中国问题》、《观察:26位热点
人物解读中国话题》、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共和国部长访谈录》（后两本均由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共和国一代访谈录》（华夏出版社“马国川名家访谈系列之一
”）。
其中《大碰撞》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作品，被评为“2006年十大好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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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土地承包制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来龙去脉3 改革处于胶着状态，必须继续解放思想4 从“吴市
场”到“吴法治”5 股份制是过去30年中最成功的改革之一6 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7 渐进式助推中
国转型成功8 中国的转轨经济学9 双轨制和企业家理论10 连接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改革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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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钱：我认为市场经济的精髓是两个：一个是把激励机制搞对，调动人的积极性；一个是让市场起作用
，这就要依靠价格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实际上两者是互补的。
因为只有价格，没有激励的话，是没有用的；如果只有激励，没有价格，人的激励就扭曲了。
所以市场经济有两个轮子，一个叫“激励”，一个叫“价格”。
这两个轮子最终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且把人的积极性发挥到最大程度。
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这两条就是改革的内容。
第三条就是开放。
开放对中国的作用非常之大，是许多人所忽略的。
开放不能作狭义的理解，开放不仅仅是贸易、外商投资。
中国的开放几乎是全方位的开放，包括人员的流动。
我自己是留学生，到国外学习，1989年发表了文章《企业理论》，到现在我碰到的许多八九十年代的
研究生还说，都读过这篇文章，受到了启发。
由此可以看出，由开放而带来的人员交流、思想交流的影响远远超过贸易上的交流。
所以开放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和开放之间有密切的互动关系。
比如银行改革，为什么进步非常之大？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2001年在加入WTO时我国做了银行改革的承诺。
为了实现承诺，就制订了一个时间表来推动银行的改革。
我们就设想一下，没有开放，银行改革会有今天的力度吗？
马：在你看来，中国改革30年成绩巨大，但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是共同的，没有特殊之处。
钱：没有，全世界都一样。
印度为什么现在的经济比以前好了？
它也是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对外开放。
至于那些不成功的国家，无非是压抑人的积极性，关闭市场，搞闭关锁国。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就是这样，只是中国走得比较极端。
苏联、东欧国家从来都有奖金，只不过是多少的问题，可能奖励得不够多，但是奖金从来都有。
可是中国认为这是修正主义，把奖金都取消了。
再如，中国实行单位制，不许人员自由流动。
而前苏联人员是可以流动的。
中国的闭关锁国也是很极端的。
前苏联还组织了“经互会”，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进行贸易往来。
而中国既不参加西方国家的经济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也不参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互会”，既
不对西方开放，也不对东方开放。
我们看到的电影只有阿尔巴尼亚的和朝鲜的。
马：在共性之外，中国的特殊性是什么？
或者说中国的特色是什么？
钱：中国的特色是什么呢？
第一，中国的发展阶段不一样。
改革初期的中国非常贫困，绝大多数经济活动是在农村，隐性失业严重，资本短缺。
而东欧已经实现工业化了，它们当时面l临的最大问题是劳动力短缺。
第二，体制不同。
先说经济体制，中国和苏联很大的区别是，在改革之前中国的经济更加分权化，苏联是高度统一，权
力都集中在莫斯科，而中国从来都是省委书记的地位要比部长高。
政治体制上，1989年以后中国仍然是共产党领导，东欧、苏联相继变了。
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的一大特色，由此也引出了一系列特殊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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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并没有违反“华盛顿共识”。
马：中国特色是历史形成的，现在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约束条件。
钱：这种约束条件下，如何搞改革搞发展，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研究。
我不否认中国有特色，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的话，就不可能对中国改革的成就和它的问题有所了解。
问题在于，要正确的界定：到底什么是真的中国特色，什么是假的中国特色？
经济增长快不是特殊的。
我觉得比较特殊的是，在给定的这种约束条件下，中国能够快速发展，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东西。
马：你为什么要强调，什么是真的中国特色，什么是假的中国特色？
钱：如果不能正确的界定“真的中国特色与假的中国特色”，就不可能准确地把握问题，甚至把一些
伪问题作为问题来研究。
例如，一些人强调中国快速发展30年是奇迹，研究所谓的“中国奇迹”，就没有什么意义。
就是上面我谈到的，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共同的，只是实现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马：要真正认识什么是真的中国特色，什么是假的中国特色，不能坐井观天，需要有宏大的视野，在
世界的和历史的比较中才能正确把握中国的特色。
钱：是这样。
比如，在中国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以后，人们都希望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
但是究竟哪些因素决定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呢？
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
一些人认为决定因素是民主。
其实，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民主跟经济增长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
印度是很明显的例子，它是民主国家，但是过去的经济发展并不快。
但是不民主就一定好吗？
也不一定。
因为我们既可以找到专制国家经济发展好的例子，例如六七十年代的韩国、中国台湾，也可以找到专
制国家经济发展一塌糊涂的例子，拉美的、非洲的，包括改革前的中国都是。
在专制下发展差别很大，有表现很好的，也有表现很差的。
我在世界的和历史的比较研究中认为，法治水平决定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
做事有一定的规则力、事，对于保护产权，调动人的积极性来讲，它有更为直接的效果。
从历史的演变来讲，在西方也是先有法治，后有民主。
法治就是建立一个比较透明的法制体系和确定的法律规则，这样就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发展
。
马：你的意思是，法治对经济的影响更直接。
钱：对。
我当然不否认民主的价值，但是我认为，法治对经济的影响更直接，我们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法治还不健全，这是大家公认的。
目前中国法治的指标在全世界是靠后的，大概排在70多位。
但如果用人均GDP做回归的话，中国则恰好在回归线上。
中国现在的法制程度与中国人均GDP是一致的。
这说明两点，第一点，中国不特殊。
中国的腐败指标也正好是在回归线上。
从所有数据来看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中国现在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以下的发展水平，大致的法制
水平也在平均水平以下。
第二点，如果这个规律正确，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我们就必须加速发展法治，不然，就将阻碍经济发
展。
马：即使在法治上，也可以看出中国没有特殊性，而是更多地体现了共性。
钱：所以，有一个国际视角很重要，不能只看中国，老觉得中国特殊。
法治问题也要放在世界的视角里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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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数据上看，中国的发展水平和法治水平是比较一致的，中国法治的程度并不是远远落后于中
国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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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走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时，外面正下着入夏以来一场罕见的暴雨。
连日来的溽热被横扫一空。
我擎着伞走进雨中，深吸一日清新的空气，顿感全身轻松，心旷神怡。
这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后的第三天下午，我刚川采访了钱颖一教授。
至此，“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终于结束了。
回首半年多来的采访，在如释重负之余，心中更充满了感慨与感激之情。
记得在2007年底，三联书店邀我做“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
看着眼前那个囊括了中国当今经济学界大家的名单，非常激动：余生也晚，能够采访这些经济学界大
家，难道不是太幸运了？
同时我又深感不安：对一个非经济学科班出身的记者，能顺利完成访问任务吗？
当然，在出版社和朋友们的鼓励下，最终我还是鼓足勇气，接受了这个任务。
第一个接受采访的是厉以宁教授。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办公室里，这位被称为“厉股份”的经济学家娓娓道来，详细讲述了股份
制在过去30年间所遭遇的坎坷历程，以及他个人对学术理想的坚持和对改革事业的坚定信念。
他平易近人的作风让我信心倍增。
随后是张维迎、樊纲、杜润生、林毅夫、于光远、王珏、吴敬琏、周其仁、钱颖一。
他们都愉快地接受了采访，我也在近距离的观察中领略了他们的学识风采和思想魅力。
中国改革走到今天不容易，瞻念前途也不容乐观，在社会矛盾突出、社会思潮混乱的今天，如何在回
顾历史中总结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为推动改革寻找新的动力，继续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中国著
名经济学家访谈”的初衷。
在访谈中，我努力在中国改革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经济学家们的学术思想发展历程，在展开学术思想的
同时凸显中国改革的历史背景，反映他们对30年改革的评价和思考。
这些经济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影响了中国改革，中国改革的历史上已经铭刻了他们的名字。
因此，对10位经济学家的访问(书中的访谈顺序根据被采访人的年龄由大到小)，不但让我了解了这些
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更让我对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有了更真切的理解。
所以，我对他们充满了敬意，也充满了感激。
我学到的东西远比一个采访者多。
例如，吴敬琏先生对稿子认真到了“苛刻”的地步，他一再修改，数易其稿，字斟句酌，一丝不苟。
这种严谨治学的精神，确是前辈的风范，后学的偕模。
在书稿即将付梓之际，我要写下我的感激：感谢三联书店给我提供了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尤其要感谢
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樊希安、李昕和《读书》杂志副主编贾宝兰女士的信任和支持；感谢我所工作的《
经济观察报》为我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尤其要感谢刘坚社长和仲伟志执行总编，他们不但保持了
《经济观察报》的品格，而且为记者们提供了宽松的写作空问。
感谢《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新望老师，他给予了我许多帮助；感谢胡冀燕女士，她作为于光远先
生的秘书，鼎力帮助我完成了于老的访谈文章；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高王凌教授，他认真细致地修改了
我对杜润生先生的访谈文章，使其更加完善；感谢我的爱人方虹女士，她承担了育子的任务，让我能
够安心工作。
每每想起我的儿子马浩宇，我的心中就充满了幸福。
他刚刚成为小学二年级学生，我祝愿他每天都快乐幸福；感谢我的父母，祝他们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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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名家30年访谈书系。
《名家30年访谈书系》是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伟大时刻，重点推出的系列丛书
之一。
这套书，针对改革开放30年来表现相当活跃、成就非常突出的思想、经济、科学、文学、音乐、美术
等六个领域，分别遴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名家，进行一对一采访，力图通过他们的感性亲历和理性提
炼，呈现“改革开放”这个大主题在宏观和微观、文化与生活方面的运演轨迹，再现“改革开放”这
一洪流对社会与个人、命运与细节的滋润熨帖。
同时，访谈也是一种美的形式，访者、谈者与读者，沉浸于共有的记忆，亲切而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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