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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经济改革，刚过而立之年。
好一个波澜壮阔的30年！
这是经济制度的一场变革，更是政治方向的自我纠偏。
若不是有了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党的工作重心就不会那么顺利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若不是决策者
勇于承担政治风险，不合理的制度还会不断制造内耗。
这场看似自上而下的改革，背后也是上上下下各种力量的角逐，是改革的十字路口前领导人一次次的
权衡取舍。
　　能够见证甚至参与中国的这场改革应当是一种幸运。
从这场改革中寻找智慧并服务社会则是学者的责任。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出于学术激情和社会责任感而致力于研究中国这场经济改革的
方方面面。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作为一个以现代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
学术机构，自2008年初开始，我们就着手策划这一系列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30年大型“周年公开讲座
”。
我们邀请的演讲者中，有海内外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的权威学者，有亲历政策制订的学者型官员，有长
期深入基层执着于田野调查的改革见证者。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一系列公开讲座的内容，包括演讲、提问以及回答。
为了体现演讲的现场感，我们保留了演讲内容的口语原貌，希望读者在阅读时能如临其境，与我们的
演讲者进行一次次的思想交流。
　　当然，这是一项未尽的工作。
正如本书的书名《承前启后》所暗含的那样，我们期待中国经济的发展能够取得新的突破，期待这个
时代带给我们的种种磨难终将成为一笔财富。
在刚刚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又将迎来新中国建国60周年之际，这是我们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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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组织的大型公开演讲内容记录而成，由几位国内外知
名的经济学家，在改革30周年和建国60周年这一特定的时点，以通俗的方式讲述中国经济改革以来的
重大问题。
    演讲者以亲历者的身份，从不同角度，对诸如巴山轮会议、莫千山会议等改革中的关键时点，以及
若干重大改革决策出台前后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和思考，并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全书涉及的问题包括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地方分权、收入分配、社会转型、产权界定与价格
改革等。
内容深入浅出，专业与非专业人士均可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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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特聘教授，现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担任CSSCI核心经济学期刊《世界经济文汇》的主编，国际SSCI经济学其刊、《经济学（季刊）》、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经济学报》、《改革》、《中国金融评论》、《社会科学战线》等近二十
种学术期刊的编委会成员或者学术委员。
对中国的工业改革、经济增长和当代中国的经济政策有深厚的研究，担任多个地方政府的咨询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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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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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认为这个体系运作情况可能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么糟糕，因为许多城市近郊的农民还是愿意离
开农村到城市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找到工作，居住在类似拉丁美洲的贫民窟里。
　　当我1961年和1962年居住在香港的时候，香港的小山坡上到处是窝棚。
一场大风暴会摧毁一千多个家庭，一场火灾也会摧毁一千来户。
中国某种意义上以非常高的代价避免了这一情况。
如果让农民工的子女跟随父母在城市享受更好的教育，他们就可以不再做农民，更好地融入城市。
这些孩子应学会如何在城市生活，学习城市的文化。
但他们现在只能一代代地困在农村。
　　现在北京政府意识到这一歧视，户口政策正在变化。
逐渐明朗的是政府和居民是否合作或者是否试图保持这一非正式的歧视。
然而，问题在于，如果所有的农民工孩子都加入城市的公立学校，谁给他们付学费？
他们付不起学费。
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是1000元，最多1500元一个月。
这些钱尽管比在农村挣得多，但也干不了什么事情。
这就是问题。
　　某种意义上说，农民工不把家人带在身边主要原因是没有地方住，他们没办法把老婆、孩子接过
来和其他三四个工人一起住。
他们应该有自己的住房。
他们除了窝棚，没办法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
那么当4亿农民和他们的家人一起进城的时候，中国将有布满窝棚的城市。
那如果政府提供住房呢？
这样的成本是多少？
　　这样的住房要在农民工的支付范围之内，所以会是最低价格，同时我认为这样的一套住房供一家
四口居住较为适宜。
假设一家四口有一百平方米的住房。
这是不错的住宿条件。
我记得自己第一次到这里来，去一位教授家吃晚饭，他家大概也就25—30平方米。
所以这样的住房对农村移民而言，应该是不错的。
但我不打算把住房给他们，因为他们支付不起。
如果一平方米是1729元，那么一套房子大概18万人民币，没有农民支付得起这样的价格。
所以，他们一定要得到补助。
但如果政府为他们支付这笔钱呢？
　　我假设有1.5 亿家庭，那么总的成本是27万亿元，大概4万亿美元。
这是不是超出了中国的能力呢？
这比中国现在的GDP要高些，但我讨论的是20年以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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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点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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