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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你翻开两岸媒体时，会发现这个名字无比的熟悉。
他的名字在中国经济学界如雷贯耳，而他的经历也充满了传奇色彩。
2009年11月18日，美国《商业周刊》杂志推出了“2009中国最具影响力40人”榜单，林毅夫赫然在列
。
同时入选这份榜单的还有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广东省委书记
汪洋、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商务部部长陈德铭、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马云、联想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柳传志、万科公司董事会主席王石等。
一位经济学家能与国家领导人、政治明星、商界人士同时入围国际权威杂志的榜单，不能不令人折服
。
林毅夫曾认为，21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这位中国经济学家、中国政府重要的学术智囊一直是媒体的宠儿，“中国高级智囊”、“世界银行副
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拥有如此多响亮的
头衔和荣誉，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国际社会，他都是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但谁也不曾想过，在面积只有3.6 万平方公里的台湾，他却与另外一些词联系在一起——“叛徒”、“
逃兵”，甚至在台湾岛内“蓝天重现”，两岸关系已经进入历史最好时期的今天，他返回台湾祭祖的
愿望仍然无法实现。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通缉犯”，两个不搭界的称谓，林毅夫都拥有。
一位辗转两岸间，被分别定义为智囊、“叛徒”、精英等矛盾面目的学者，以他独特的人生衡量着政
治的复杂与变迁。
在众多媒体眼中，他的经历或许是两岸关系中最传奇的旅程，而本书也将一个真实的林毅夫全面呈现
于您面前。
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林毅夫做出的选择总是令人匪夷所思。
无论是从台湾大学投笔从戎，还是放弃“明星军官”身份“叛逃”大陆，抑或是选择北京大学读书，
或者是留学美国归来后选择当学者而不是从政⋯⋯事实每一次证明其选择之明智。
林毅夫之所以能有今天之成就，除了极其刻苦外，也与他对时局的敏锐的洞察力有关。
虽然没有从政，但林毅夫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除了多次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智囊外，
他更是多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还曾经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全国工商
联副主席，后两者可以算是体制内的头衔。
在本书中，除了介绍林毅夫的传奇经历外，也将介绍林毅夫的学术思想。
众所周知，林毅夫最出名的经济理论便是“企业自生能力”与“比较优势”，其论调也与官方保持“
高度同步”。
若观察其主张，作为“芝加哥经济学派”嫡传弟子的林毅夫，又显得很“另类”。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成员坚定地支持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经济分析，在其政策建议中频现以“
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
身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嫡传弟子，林毅夫本该对中国经济改革持偏重于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方
案。
但我们会看到，无论是其在与张维迎、胡景北还是与杨小凯的数次学术争论中，林毅夫的所有理论却
一直建构在“国有企业和土地公有制仍将长期存在的基础之上”，成为渐进式改革的拥护者。
在林毅夫看来，西方经济理论界所坚持的“先明确私有产权，而后才能有完备的市场竞争和企业效率
”的主张，在中国并不一定完全适用。
他在论述经济理论往往不能解释中国独特的经济现象时说：“经济学本该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实用科
学⋯⋯”大部分观点认为，林毅夫是中央的“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推动者。
林毅夫认为中国三农问题并不指向土地产权问题，国家可以通过财政杠杆在广大农村大有可为，例如
可以通过公共产品及服务的提供来拉动农村的内需。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他认为中国国企的主要症结在于“企业的自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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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导致的“一股独大”问题。
这个观点与其他经济学家，如张维迎等人的“私有产权条件下的市场有效论”相比，为政府的腾挪转
移留出了更多的空间，也符合政府一再强调“渐进式改革”的宗旨。
再比如说，当年在评论中国的汇改政策时，林毅夫指出“没有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他认为渐进式
的汇率改革办法才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
这些都是典型的“林毅夫论调”，与官方保持高度的一致，很好地扮演着官方智囊的角色。
不管是企业自生能力还是新农村建设的相关论述，林毅夫都为政府留下了极大的操作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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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本书中，除了介绍林毅夫的传奇经历外，也将介绍林毅夫的学术思想。
众所周知，林毅夫最出名的经济理论便是“企业自生能力”与“比较优势”，其论调也与官方保持“
高度同步”。
    若观察其主张，作为“芝加哥经济学派”嫡传弟子的林毅夫，又显得很“另类”。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成员坚定地支持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经济分析，在其政策建议中频现以“
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
    身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嫡传弟子，林毅夫本该对中国经济改革持偏重于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
方案。
但我们会看到，无论是其在与张维迎、胡景北还是与杨小凯的数次学术争论中，林毅夫的所有理论却
一直建构在“国有企业和土地公有制仍将长期存在的基础之上”，成为渐进式改革的拥护者。
    在林毅夫看来，西方经济理论界所坚持的“先明确私有产权，而后才能有完备的市场竞争和企业效
率”的主张，在中国并不一定完全适用。
他在论述经济理论往往不能解释中国独特的经济现象时说：“经济学本该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实用科
学⋯⋯”    大部分观点认为，林毅夫是中央的“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推动者。
林毅夫认为中国三农问题并不指向土地产权问题，国家可以通过财政杠杆在广大农村大有可为，例如
可以通过公共产品及服务的提供来拉动农村的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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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东阳，媒体从业者，先后在香港《大公报》、凤凰卫视《凤凰周刊》担任台海新闻记者，多家媒体
的台湾问题特约撰稿人与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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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他从台湾来  一 宜兰人林毅夫  二 台大学生领袖  三 投笔从戎  四 金门马山连连长  五 游到对岸  
六 袒露“叛逃”心迹第二章 北大学子与教授  一 “来历不明”的学生  二 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的关门
弟子  三 芝加哥大学的台湾同学  四 与妻儿相聚异国  五 学成归国  六 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七 朗润园：中国学术界的“少林寺”  八 一场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辩论第三章 中国的经济智囊  一 “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异数”  二 出入红墙的“三农智囊”  三 量身定做的“理论”  四 “夫妻参政议
政”  五 依然关注台湾第四章 著名的论战  一 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距离最近的华人  二 论战的起源  三 对
后来者的诅咒？
  四 林毅夫的回应：“后发优势”  五 在杨小凯追悼会上的悼词  六 论战的评价和延续第五章 世界银行
之路  一 最后一课  二 光环降临之前  三 为何会选择林毅夫？
  四 世界银行这两年  五 诺贝尔经济学奖——世行后的下一步？
第六章 全球经济危机中的“林氏解读”  一 “新马歇尔计划”  二 经济复苏取决于“G2”  三 世界经济
危机已发生质变——超越凯恩斯主义  四 中国经济形势预测  五 全球经济可能将陷人二次衰退第七章 
迢迢返台路  一 乡愁是矮矮的坟墓  二 迟到20年的通缉令  三 校友马英九的难题  四 岛内再现争议  五 换
种思路是否可以解决？
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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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一天恰好是成功岭大专寒训班结训的日子，在结训典礼开始前，赖名汤接见了这位“报国心
切”的同学，接受了他的请缨申请书，并听他倾诉投笔从戎的心声。
还处于戒严时期的《联合报》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林毅夫的：这位青年现年20岁，是宜兰县人，家住宜
兰市圣后街四十五号，家里开了一个美乐理发店。
家有五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四。
去年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大专联考，成为台湾大学的学生，是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农业机械组一年级
学生，他请求赖总长协助他转到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战斗技能，将来在“反攻圣战”中，好在疆场上
效命。
此外，该报还介绍林正义在学校是个非常活跃的学生，他担任一年级学生代表会的主席，并且是全校
学生会的政策委员之一。
他长得瘦高，皮肤很黑，他受训时的长官和同学，都认为他是个诚朴、热情而笃实的好青年。
当时林正义向赖名汤表示，他的这项决定，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他正义凛然地向在场的人表示，他坚信他的抉择是正确的。
“从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访问大陆，到台湾被赶出联合国，正显示国际间正义荡然，一股对邪恶姑息
的暗流，几乎笼罩了整个世界。
在这股暗流的激荡之下，台湾的命运面临了重大的考验。
”在这种局面下，这位知识青年已经“不能再沉默，应该义无反顾地担负起对台湾对民族的责任”。
正是基于这项认识，林正义经过理智的考虑后，做了投笔从戎的决定。
不仅如此，林正义还希望他的这项行动，在广大的知识青年中，激起共鸣，汇成青年们“爱国报国”
的洪流。
他还强调说，报“国”并非只此投笔从戎一途，但他认为，对他自己来说，这是最能满足他报“国”
心的途径。
除了向往军队外，也有台湾媒体认为他因为大一上学期成绩不好才选择了“投笔从戎”。
不过此后，林毅夫无论在军校还是台湾政治大学，或者北京大学，成绩都很优异。
“为了减轻家中负担，他考上台湾大学一年后，才转读不用交学费并有津贴的陆军军官学校。
”林毅夫的哥哥林旺松这样说。
他惊动了蒋经国林毅夫的这个选择并不是一次简单的个人选择，在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引起了巨大
的轰动——当时台大学生追求赴美留学者众多，而林毅夫决定留在军中，对当时被社会视为天之骄子
的台大学生来说，真是一个震撼弹，也是大专学生成功岭集训十几年来的头一遭、一大卖点。
此后，台湾《联合报》等媒体又刊出多篇文章赞扬林毅夫的举动。
1972年3月1日，《联合报》刊出专访林正义的报道，《蒋副院长(作者注：蒋经国)壮语期勉；热血青
年投笔请缨，执干戈卫社稷报国最佳途径；林正义惜别台大参加革命行列》。
当时联合报记者刘复兴专访了林毅夫，刘描述了当时台湾大学的情形：台大的各学生社团负责人，在
台大校园里举行惜别会。
总是在几声爽朗的笑声后，听到人家对他说：“我佩服你的行动！
”而林毅夫在台大的老师、上文提到的训导长张德溥曾赴成功岭探望受训的台大学生。
当他又看到林正义时，没想到林正义会跟他说，“寒训班的干部训练大学生的方式，不如真正部队那
么严，这样无法达到训练的目的。
”林正义说他舍不得校园里的杜鹃花，更珍惜台大的自由研究风气，但是为了走上他自认为理想的道
路，他决定从军了。
在专访中，林正义透露，为了决定这件事。
曾经“思考”了一个月。
参加成功岭寒训之初，他在连队里一直表现得很好，但是当这件事困扰他时，他患得患失，常常表现
出一些“迷糊”行为，使连队里的长官和同学深感诧异。
这位没有下定决心是否要参军的大学生说，他把衣服送洗时，会忘记拿出衣服口袋里的钞票；上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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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常忘了应带的装备。
而促成他最后下定决心的，是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蒋经国在2月9日参观成功岭时，对大专学生所
讲的一席话。
当时，有着浓重浙江口音的蒋经国勉励这群台湾大学的孩子们，“决不做被人轻视的民族的最后一代
”，而应“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完美时代的开端！
”显然，蒋经国的演讲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当时台湾媒体形容，“不少学子的内心，被这句话深深地震撼着，林正义也拨开重重云雾，看到了青
天。
”林正义还向台湾媒体解释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如果他学农工，对台湾的贡献也许比他从军的贡
献大；但是如果他从军能激起蛰伏在每个青年心中的“爱国”心，和对“国家”与民族的责任感，则
收到的效果，就无法衡量了。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林毅夫跌宕人生路>>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大学时就认识他，他原名林正义，长得壮壮的，蛮有理想情操，大学没毕业就去念军校，是个很传
奇的人物。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首席经济学家在指导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之所以选择
林毅夫，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目前全球发展最成功的国家是中国，对于很多还不发达的国家来说
，需要向中国学习。
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
　　——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
有自己的梦想和对未来的憧憬，但是，许多人仅仅停留在梦想阶段，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梦想，然而
，林毅夫却是一个有了梦想之后努力去实现梦想的人。
　　——北京大学前校长丁石孙我们中心有很多老师，有着不同的背景，林毅夫教授颇有一点当年蔡
元培的气魄，把不同观点的人、不同年龄的人、不同脾气的人都能够笼络在我们这么一个大家庭里边
。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在镜头前侃侃而谈的这个翻信的经济学家，和那个流下眼泪，在镜头前
一分钟说不出话来的满怀伤痛的人，仿佛两个完全不同的林毅夫。
或许，这正是源自手他在两岸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吧。
　　——《杨澜访谈录》导演蔡晓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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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林毅夫跌宕人生路》：他的经历或许是两岸关系中最传奇的旅程。
从台湾游向大陆，从北京大学走到世界银行。
这位辗转两岸之间，被称为中国高层智囊的学者，以他独特的人生衡量着政治的复杂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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