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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承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厚爱，《转型中国:难点与路径》行将出版。
为了选编好《转型中国:难点与路径》，我苦苦思索了近两个星期，最终确定了这样几个选编原则：第
一，我的学术观点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中逐渐形成的，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探索，构成了我的学术文章的
主体。
《转型中国:难点与路径》以我国的改革开放为主线，选编了我对我国改革开放的相关问题进行探索的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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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杰，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战略与政策系主任，教授，博士
生导师。
西安市人，1977年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
1979年大学未毕业提前考入西北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1982年9月研究生毕业后留西北大学任教。
1984-1987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7年博士毕业后留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研究所副
所长，经济系主任等职。
1991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996年6月起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所长，中国国有资产学会副会长等职。
1999年至今，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及公司治理等问题，出版20余本专著，发表论文300余篇，论文多次被《新华
文摘》等刊物转载和引用。
先后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国家图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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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与进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及不同阶段的任务和历史
使命　　一、新体制大规模建立时期的任务和历史使命　　二、新体制磨合期的任务和特点　产权制
度改革与混合经济体制的形成　　一、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历程与理论创新　　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
与混合经济体制的形成　　三、非公有经济发展与财产制度改革的新　　四、非公有经济发展与社会
和谐　构建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一、国有资产的目标　　二、国有资产的形态转化　　三、探
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新体制　人力资本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问题　　一、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　　二、人
力资本的约束机制　高成本时代与中国经济转型：兼论节约型经济　　一、引言　　二、丧失低成本
比较优势的分析　　三、高成本时代的策略选择　　四、结语　经营城市的思考　　一、以工业化和
市场化为基础　　二、以效益提升为目标　　三、以人文关怀为原则　　四、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　
　五、以各种经济成分为动力　　六、以全方位开放为基点第二篇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利益　摩擦与
社会体制改革　改革与收入差别　　一、如何在改革中理性地对待收入差距　　二、收入差距对需求
约束的影响　　三、收入差距的调节与个人所得税体制　结构变迁、财政转型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
改革路径　　一、引言　　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基本方向：国际经验及其借鉴　　三、中国社会
保障体系改革的路径选择：基于理论模型的分析　　四、研究总结　行政制约、二元化困境与中国的
教育体制改革　　一、引言　　二、教育体制的结构特征：内外部机制及真具体模式　　三、中国教
育发展的问题解析：市场化的误解及“二元化”困境　　四、教育体制的改革对策：总体思路与具体
机制调整　基尼系数与中国现实的碰撞　　一、引言　　二、现有理论的综述和评价　　三、对中国
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实证分析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法治社会的科学解释　　一、法治社会首先表
现为契约社会　　二、法治社会的基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三、法治社会的关键是司法公正　建
立科学的经济利益和谐观　　一、差异性和谐与平均主义和谐　　二、奋发性和谐与福利主义和谐　
　三、自比性和谐与互比性和谐　　四、相对和谐与绝对和谐　　五、动态和谐和静止和谐　民生不
是简单的福利主义　　一、民生问题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意　　二、关注民生首先要扩大公共产品范
围和实现公共产品享受均等化　　三、关注民生的重点是优化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　　四、关注民生
是包括政府在内的整个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五、关注民生需要全社会形成共生与和谐意识　　六、
关注民生是关注各个社会阶层民生的社会民生行为　不能将危及公平的帽子戴在效率的头上　　一、
效率与公平根本不可能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　　二、市场化收入分配过程充分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的
相结合　　三、权钱交易和行政性垄断危及了公平　协调多元化利益群体格局的基本原则　　一、共
识共赢原则　　二、公平公正原则　　三、国家超越原则　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基本措施　　一、坚
持改革的基本方向　　二、完善收入分配体制　　三、加速法治建设　　四、完善社会组织　　五、
增加捐赠渠道　　六、加强舆论引导第三篇 中国转型中的企业改革　中国企业改革的若干要点
：1978-2008　　一、企业制度问题　立身哲学　企业影响政府的轨迹选择　企业自主创新的几个关键
问题　民营企业接班问题的思考　民营企业如何实现交接班　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的根本问题　房地产
与金融风险的几个问题　出口导向型经济与“胀死”　中国保经济增长的几个争议问题　中国经济保
增长的若干问题思考后记(上)：在改革中成长后记(下)：为改革鼓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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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就开始触及市场经济问题，但那个时候人
们往往并不直接提市场经济，而是强调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将市场经济当作资
本主义范畴来批判，不允许公开讲我们要搞市场经济。
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至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前，人们似乎从实践中已经感知到
我们必须要搞市场经济，但又因为受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束缚，不能在全党意识上突破市场经济
这个理论禁区，因而曾经在党的决议上有过三个不承认市场经济，但又试图发挥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
的作用的提法，一个是1978年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一个是1984年提出“计划经
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一个是1987年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其中后一个提法当时
因为有主张市场经济之嫌，所以在1989年“六四”风波后批评市场化改革方向的时候，这个提法就又
被放弃了，又回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提法上。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这个理论禁区在当时是不允许染指的。
　　因此，在这段时间，当时主张中国要搞市场经济的同志的理论表现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公开主
张搞市场经济，不过，他们的观点一般很难在主流媒体上发表；另一种是变相地主张中国要搞市场经
济，他们将市场调节和市场机制当作与市场经济相同一的范畴来使用，将计划经济当作与宏观调控相
同一的范畴来使用，强调市场调节和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把计划经济的作用限定于宏观调控
的范畴之中。
我曾详细地拜读过这些同志的论著及文章，他们所讲的市场调节和市场机制，和我们现在搞的市场经
济在内容上并无任何区别，只不过是叫法不同而已；他们所讲的计划经济和现在人们所讲的宏观调控
在内容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只不过是表达方式上有些差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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