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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学家茶座》是一种高品位的经济学Mook，而且是国内第一家经济学Mook。
Mook就是杂志书或杂志型图书，是Magazine（杂志）与Book（图书）的结合，是一种新形式的出版物
。
它既有杂志的贴近生活、时效性强、视觉效果好的特点，又有图书的深入全面、专业性和权威性强的
特点，更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因而广受读者的热烈欢迎，在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地区，Mook成为与
图书、杂志并列的第三大出版物。
《经济学家茶座》是一本典型的Mook，体现了杂志和图书二者优点的结合。
首先，她保持了图书的优点。
《茶座》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关注经济热点，所刊文章思想深邃，一针见血，具有较强的穿透力和
冲击力；作者和编委层次高，都是经济学方面的专家，具有较强的权威性；《茶座》是经济学方面
的Mook,有一定的专业性。
这些说明《茶座》具有图书的思想深度和品位高度。
其次，《茶座》又具备了通俗类杂志的优点。
她比较通俗易懂，不像纯学术性书刊那样严肃晦涩，专家可以读，一般人也可以读。
从形式上说，她的版式活泼，配有寓意深刻的漫画插图，封面设计美观，视觉效果不亚于通俗杂志，
给人以美的享受。
所有这些决定了《茶座》具有通俗杂志的的轻松、休闲和美观。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学家茶座>>

书籍目录

党国英 平等一把学问聊斋  钱颖一 经济学家市场在美国  何帆 如何发表经济学论文  熊秉元 宏观现象的
微观基础  党国英 经济学思考的趣味学界万象  李仁贵 诺贝尔奖拒绝毛遂自荐  仁众   谈谈经济学界中的
“级差地租”现象  王松奇 怎样使经济学家的地位更重要      荆林波 京城经济圈的边缘人  贺学会 经济
学随笔为什么大行其道？
国是我见  杨继绳 凯恩斯依赖症  梁小民 被误解的凯恩斯  姚益龙 从走军旗到走象棋  朱铁臻 城市的魅
力何在  张晓晶 新经济与法国大革命经济科普  张宇燕 键盘上的经济学  王跃生 “准一体化”与“同居
现象”  卢周来 从鲸鱼的命运说到所谓产权  郭梓林 椅子的象征意义与权力的成本经济评论  乔良 王湘
穗 算计成本和收益的战争  董国政 从消费行为看战争  沈越 秩序和商业道德  辛向阳 人文经济  赵晓 区
域竞争与文化DNA的嬗变经济随笔  王振中 冷眼向洋谈竞争  邹蓝 常识与节约悖论  赖德胜 替代与不可
替代  杨瑞龙 千里马，你在哪里？
  章元 “养老鼠”的故事  刘爱华 赚钱的性感财经阅读  林毅夫 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官场“潜规则
”  薛小和 为接朝霞顾夕阳  陈抗 瓷器店里的哄抢编读往来  北京风入松书店销售排行榜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学家茶座>>

章节摘录

　　我体会经济学的问题要比其他人文学科（不说社会心理学、历史学这样的基础学科）的问题更容
易构成智力上的挑战。
这是经过比较得出的看法。
记得一次会议上有位教授的一篇论文讲了一个故事，博得一片喝彩。
故事很简单，说一个干部到农户家里收取税费，农户死活不交，干部亮出最后一招--叫道：“大婶，
你实在不交，侄子我就替你交了。
”于是，农户受了感动，就交了这税费。
然后，教授就开始用文字对那干部的行为加以规范，条分缕析地说明它的社会意义，并对有关的意义
加以命名。
毫无疑问，这也是一种思考，但在智力上没有挑战性，也缺乏趣味。
时下，各出版社竞相出版讲“故事”的书，作者们通过讲故事来阐明自己在社会科学上的发现。
这类作品若作为科学文献来读，感受不到智力上的挑战，作为故事来读，又比不上王小波的书好看，
如果我们没有不读的“自由”，真是痛苦。
当然，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并非都有趣味。
老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证明老的结论也没有趣味。
多年前有人用“系统论”证明国际贸易的好处，我看了后没有感觉到它在智力挑战性上胜过李嘉图的
理论。
在中国，所谓“调查研究”也可能变得极为无聊，因为得到真实数据的成本极为巨大，从乡统计、村
会计那里得到的东西根本无法相信。
但我们就依靠这样的东西要写出报告来，这真不是对智力的考验，而是对神经的考验。
还有，现在大学里给教师的论文数量订了指标，为了晋升或保住那个“职称”而写作，也是学者的第
一大痛苦。
　　为趣味而治学容易招骂。
骂人者有的是不理解，有的则是职业“骂士”。
职业“骂士”的特点是把社会公正这一招牌高高举起，其实他们也是通过满足社会需要来吃饭的一个
群体。
他们抱怨经济学家：你们凭什么靠着画几条曲线就吃香的、喝辣的，而在对付经济难题时一点也不中
用？
挨骂是经济学作为显学招惹的。
如果现在经济学家都过着当年马克思的日子，想必也不至于如此。
就这样，数学家的“无用”可以是美德，经济学家的“无用”就是罪恶了。
我认为一味指责经济学家为趣味治学至少是智力有障碍的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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