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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所选文章时间跨度近20年，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
所选文章大多发表在国内经济学类杂志上，其中发表于《经济研究》11篇，《中国社会科学》、《世
界经济》和《管理世界》各2篇，另外还有发表于《学术月刊》、《复旦大学学报》、《世界经济文
汇》等刊物论文10余篇，一共收取文章35篇。
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非均衡经济理论研究及其在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中的应用；中国经济转轨与国有企
业问题；在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我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宏观经济的增长与波动
；居民消费、储蓄和房地产市场波动；就业、失业问题与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创新、教育与知识经济
对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性等。
这些问题具有很强的时代性，许多是中国经济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热点问题。
因此这些文章的写作动机几乎都是问题导向的。
强烈的使命感迫使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在经济学理论修养还不够丰满，经济学方法尤其是实证研究方
法掌握还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就仓促上阵，上下求索，与时代共命运，同呼吸，胸怀经邦济世的志向，
为中国经济的转轨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
　　从接受教育的角度看，我们这一代人既是不幸的，又是非常幸运的。
我们在"文革"中度过了青少年时期，也在这个时期完成了中小学的学业。
中学毕业以后去了工厂和农村，知道了中国社会的落后和农民的艰辛。
经济学需要有使命感和现实感，工厂和农村的劳动锻炼，尽管十分艰苦，但对于我们日后研究经济学
是有好处的。
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大学应该首先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在哈佛大学等世界顶尖大学，通识教育就是通过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其他社
会科学知识的传授，告诉学生人类是从哪里来的，将来人类走向何处，在关怀人类命运的大前提下学
好自己的专业。
简而言之，"天下意识"是任何一个学科任何一个学者必须具备的，更何况是经济学家。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通识教育是从农村和工厂所经历的苦难中获得的，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
和民族命运的关心是发自内心的，远胜过对自己个人问题的关心，这也是我们对于经济现实问题进行
研究的持续动力。
同样地，作为经济学人，我们也是不幸的，因为我们是在中国经济学发展非常封闭和落后的时代开始
接受经济学知识的，经济学的基础训练相当不足。
但是，同时我们又是非常幸运的，我们跟随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一同前进，亲自参与了中国经济学
的现代化过程。
1977年恢复高考，我有幸跨进经历10年动乱后的大学校门，并且进入今天看来已日益成为显学的经济
学。
一部《资本论》让我们感受到经济理论的逻辑之美，硕士研究生阶段我的专业是西方经济学，我开始
接触现代经济学，而且对非均衡经济理论有着强烈的兴趣，翻译了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
西先生的著作，并因此在1988年成为他的学生，跟随其学习经济学近五年，之后回到复旦大学经济学
院任教。
作为一位处于中国经济学转轨和经济转轨时期的经济学学者，我们有很多自己的不足，经济学在中国
的进步是巨大的。
这本书所选的文章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可能是不够分量的。
但是，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又是其他人所无法同比的，因为我们经历了中国经济的转轨和中国经济学
的进步。
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设置实验，因此，经济学不可能做实验。
但是，中国经济转轨相当于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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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选文章时间跨度近20年，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
所选文章大多发表在国内经济学类杂志上，其中发表于《经济研究》11篇，《中国社会科学》、《世
界经济》和《管理世界》各2篇，另外还有发表于《学术月刊》、《复旦大学学报》、《世界经济文
汇》等刊物论文10余篇，一共收取文章35篇。
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非均衡经济理论研究及其在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中的应用；中国经济转轨与国有企
业问题；在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我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宏观经济的增长与波动
；居民消费、储蓄和房地产市场波动；就业、失业问题与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创新、教育与知识经济
对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性等。
这些问题具有很强的时代性，许多是中国经济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热点问题。
因此这些文章的写作动机几乎都是问题导向的。
强烈的使命感迫使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在经济学理论修养还不够丰满，经济学方法尤其是实证研究方
法掌握还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就仓促上阵，上下求索，与时代共命运，同呼吸，胸怀经邦济世的志向，
为中国经济的转轨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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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志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
兼任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并被英国杜伦
大学聘为访问教授。
同时，还担任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上海市决策咨询专家，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
享有“全国名师”荣誉称号。
出生于上海，1993年毕业于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4年留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工作至今。
多年来一直从事宏观经济学和非均衡经济学的研究，对非均衡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近年来将研究重点转移到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险问题上面，论文被广泛引用，在该研究领域产生一
定影响。
同时，还着力于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研究，如中国居民消费、金融改革和房地产等宏观经济问题的
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经济学权威、核心杂志和重要报刊上发表论文130余篇，撰写并主编各类经济学类著作及教材20余部
，论文、著作20余篇（本）获省部级奖项，并在科研、教学等方面获得多项国家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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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非均衡经济研究　非均衡理论研究及其实践意义　　一、非均衡理论的由来　　二、非均衡理
论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三、宏观非瓦尔拉斯均衡模型　　四、非均衡理论在计划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五、非均衡理论在中国经济分析中的意义　双轨经济均衡论：对一个计划配额制约下的非瓦　尔
拉斯均衡经济的效率考察　　一、方法论　　二、模型　　三、模型的分析与结论　转轨过程中的宏
观经济非均衡模型　　一、模型的背景和假定　　二、计划总供给和计划配置　　三、非计划生产部
门不同的供给水平　　四、转轨时期总需求的形成　　五、计划和市场混合经济中的均衡和非均衡第
二篇 中国国有企业与转轨经济研究　关于中国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若干思考　　一、传统计划经济体
制下的国有资产的流失情况　　二、转轨时期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途径　　三、建立和完善包括资本
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是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的前提条件　中国国有企业隐性失业与国有企业绩效　　一
、国有工业企业隐性失业的性质分析及其测算　　二、国有企业绩效及隐性失业的互相影响　　三、
总结及政策建议　附录 对国有工业企业职工住房补贴的估计　过渡经济中的三个理论问题　　一、制
度替代还是制度革新　　二、私有化的误区　　三、关于内部人控制问题　　四、几点结论　技术创
新、收入分配和中国二元经济转型　　一、技术创新对二元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收入分配对
二元经济转型的重要影响　　三、对当前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启示　　四、政策建议　重新审视中国
国有企业的历史地位、功能及其出路　　一、引言　　二、新时期国有企业垄断程度上升，影响市场
体系的发育　　三、国有企业垄断是造成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和内外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　　四、中
国经济的未来困境催生国有企业新一轮改革的“倒逼”机制　　五、国有企业的未来改革方向第三篇 
宏观经济研究专题一：城市化、全球化与经济增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　　一、
考察经济动态效率的基本理论模型　　二、q-国经济动态效率的实证考察　　三、中国经济动态无效
的原因探析　　四、对中国经济摆脱动态无效的一些思考　1987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及其地区差
异分析　　一、引言　　二、各地区产业间就业分布的总体变化　　三、各地区产业间就业分布的变
化情况　　四、进一步的证据：制造业产值构成的地区特征　　五、结论　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态
的经济学分析　　一、传统体制下的宏观经济运行及其经济增长的方式　　二、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情
况　　三、经济转轨基本到位情况下的宏观经济运行　　四、简单的结论和建议　中国经济波动与宏
观经济政策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　　二、理解本轮经济波动　　三、中国宏观经济的困境与
巨大发展潜力　　四、结论　全球化进程中的基本矛盾与协调机制　　一、全球化的“得”与“失”
　　二、资本原则与劳动原则的矛盾　　三、单一的经济效率原则与多元政治和文化诉求的矛盾　　
四、全球化需要公共产品的提供和政治、文化与经济利益的协调机制　融资合同、信号机制与中国金
融结构改革　　一、融资结构改革的理论研究　　二、融资合同的效率比较　　三、融资结构和效率
：亚洲地区的视角　　四、中国的改革路径选择　　五、结论与展望　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经济的非
均衡表现与走势　　一、2008年：新的历史起点　　二、2008年中国经济：问题何在　　三、中国经
济未来之路：融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为一体　　四、金融、政府与公共服务领域：坚持改革与开
放　以新的视角审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　　一、1997年起中国经济已经由资源约束型经济变成需
求约束型经济⋯⋯第四篇 宏观经济研究专题二：消费、储蓄与耐用品第五篇 就业理论研究第六篇 社
会保障理论研究第七篇 创新、教育与知识经济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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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宏观非瓦尔拉斯均衡模型宏观非均衡模型就是建立在上述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基本概念和
方法论基础上的，模型以一个高度综合的货币经济为研究对象，考察宏观经济的均衡与非均衡运行。
假定该经济由三个有代表性的经济行为人组成：家庭、企业和政府，家庭的目标函数是效用最大，企
业的目标函数是利润最大。
同时考察三种商品：消费品、劳动力和货币，由此引申出两个市场：消费品与货币相交换的商品市场
和劳动与货币相交换的劳动市场。
根据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假定两大市场的商品价格和劳动工资水平在短期内是固定的，根据上述我
们讨论的短边原则，如果市场上出现供求不平衡，一个市场最后的交易量等于供给和需求双方中较小
的一方，即处于市场短边的经济行为人可以实现他们的愿望需求或供给，而处于市场长边的经济行为
人不能完全实现他们的愿望需求或供给。
在这样一个高度抽象的由两大市场组成的宏观经济里，除了一种相当特殊的情况，即价格和工资水平
恰好处于瓦尔拉斯均衡水平上，从而使得两大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相等，还可能出现以下三种非均衡情
况。
　　（1）凯恩斯失业均衡。
商品市场上供给大于需求，企业在商品供给上受到数量约束，而家庭在商品需求上不受约束；劳动市
场上供给大于需求，家庭在劳动供给上受到数量约束，而企业在劳动需求上不受约束。
　　（2）古典失业均衡。
商品市场上需求大于供给，劳动市场上供给大于需求。
企业在两个市场的商品供给和劳动需求上均不受约束，处于市场的短边；而家庭在两个市场的劳动供
给和商品需求上均受到数量约束，处于市场的长边。
因此，商品和劳动的成交量由企业的供给和需求决定。
　　（3）抑制性通货膨胀均衡。
商品市场上的需求大于供给，劳动市场上的需求也大于供给。
这时商品市场上家庭的商品需求受到数量约束，而企业的商品供给不受数量约束，因此交易量等于处
于短边的企业供给一方。
在劳动市场家庭的供给不受数量约束，而企业的劳动需求受到数量约束，最后的成交量等于处于短边
的家庭供给一方。
　　第四种可能出现的组合情况是商品市场上供给大于需求而劳动市场上需求大于供给，除非我们假
定企业为存货（即将来销售）而生产，否则当商品市场出现供大于求时，它不会继续在劳动市场购买
劳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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