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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节气已到寒冬，天气依然是深秋。
又是一年的快结束时，翻阅这一年来的文章，该出一册集子了。
　　书稿整理好了，该起个什么名字呢？
出了近二十本集子，书名越来越难起了。
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了“活学活用”几个字。
我们这一代人在极“左”路线下成长，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四个字是极熟的。
不过在那段历史过去后，这个词多少有点贬义了。
无论再好的词，被作为极“左”时期的口号，运用到极致，今天都不被人看好。
其实这个词的含义并不错，在实践中学习，学以致用，这就是今天经济学家爱说的“干中学”。
那些在象牙之塔中研究高深理论的经济学家是不能“活学活用”的，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要在
生活中学习经济学，并把学到的经济学运用于生活中的。
因此，我就把“活学活用经济学”作为这本集子的书名。
　　就我的年龄和教育背景而言，已经无法进行高深的经济理论研究了。
但人活着总要找点事做，于是就选择了介绍与普及经济学知识。
普及经济学不能把简单的道理复杂化，而要把复杂的道理简单化。
一个经济学理论可以用通俗的文字来表述，也可以用数学模型来表述。
前者当然远远不如后者准确、深刻，但容易理解。
要让你讲的道理大众愿意读，而且读得懂，就必须用生活中的事例来说明，这就是“活学”。
知道了这些道理就要用来分析所见到的各种现象，并有助于个人做出较为正确的决策，这就是“活用
”。
通过对各种现象的分析来了解和运用经济学就是“活学活用经济学”。
这是非专业读者学习经济学的有效途径，对专业读者也有所帮助。
　　现实生活中的每一种现象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解释，经济学是其中的一个角度。
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不能给出完整的解释，但这个角度却是不可缺的。
套用一句流行的话：经济学不是万能的，离了经济学是万万不能的。
当代社会是一个经济社会，各种现象的背后都有经济根源。
每个人都要学一点经济学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学习经济学的途径不止一种，但读这类普及性经济学文章无疑是最有效的一种。
　　收入本书的文章都是在2006年间写的，内容涉及相当广。
整理之后，我把这些文章归为三类：“活学经济学”重在学，即介绍一些经济学的知识；“活用经济
学”是用这些道理分析各种经济问题；“走出经济学”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其他问题。
这些文章主要发表在《周末画报》上，还有一些发表在《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刊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给我出了一个“梁小民经济散文系列”，每年出一本，这是第五本。
我对他们深表谢意。
我每次在外地讲学总遇到不少读我这些书的朋友。
他们对我的鼓励、支持，是我把这个“系列”写下去的动力。
有这么多关心我的朋友，这世界真美好。
　　梁小民　　2006．11．12怀柔陋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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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梁小民的经济散文一直深得大众的喜爱，原因可能与他简朴的叙事风格和深入简出的内容阐释分不开
。
每年一本的图书已经成为喜欢作者文字和思想的读者期盼。
作者所希望实现的效果是：读经济学不累，用经济学颇爽，从经济学看其他，是豁然一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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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小民，1943年出生于山西。
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学硕士，1994年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进行研究工作。
现任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兼职教授。
1996年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从事当代西文经济学教学与研究，有专著、译著、教科书等40种。
近斯出版的有《哈耶克经济思想述评》（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经济学的开放》（三联书店）《经
济学原理》（译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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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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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率与公平　学校的规模收益递减　⋯⋯走出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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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济学家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策呢？
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有经济学家参与经济政策制定。
但当他们以顾问的身份进入决策时，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这些从经济理论上看的确正确的见解其实无法实施。
例如，萨缪尔森把比较优势理论作为简单而又绝对正确的经济学原理之一，这种理论是自由贸易的基
础。
有93％的经济学家支持自由贸易，但即使美国这样最自由的国家也经常限制自由贸易。
这时作为政府顾问如果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就会顾而不问，或辞职不顾不问了。
另一种选择是把经济学作为敲门砖，进入政府后就放弃自己的观点，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经济学早
被扔到爪哇国里去了。
真正在政府决策中起作用的经济学家其实都转化为官员的身份，经济学家只是历史了。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完全根据经济学原理决定政策。
经济政策是协调各个利益集团关系的结果，权术比理论重要。
　　中国的经济学家认为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经济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所以，公众就认为，他们也
应该对改革中的失误承担责任。
这两种对应的观点都源自扩大了经济学的作用。
中国经济走市场经济之路的设想是小平同志在1979年时就提出的（尽管当时并未公开），这时经济学
家还无人认识到或敢于谈论市场经济。
中国改革的进程是“摸着石头过河”，领路的绝不是经济学家。
现在的许多问题，如收入差距扩大、内需不足、社会保障不完善，等等，有些是计划经济的遗产，有
些是经济转型中难以避免的，也有些是政策失误。
当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错误的观点，但这些观点到底有多少成为政策却要仔细分析。
决策权在政府，即使有失误也在决策者，而不在提建议的人。
经济学家不是决策者。
根据言者无罪的原则，他们也不应承担什么责任，成为替罪羊。
　　还有不少人把经济学作为“致富之术”，这是更大的误解。
市场经济之始，许多人成功了，成为第一代富人。
但这与经济学无关。
王永庆先生连小学也没学好，但他极为成功。
像这样的人何止成千上万。
相反，学了经济学而下海者，成功的案例并不多。
即使有些经济学家成功致富也与他们学的经济学无关。
李嘉图是历史上最富有的经济学家之一，但他是在学经济学之前赚到了大钱，先富而后学。
凯恩斯也致富了，但这与他的宏观经济理论无关。
经济学可以使有经营天才的人如虎添翼，但不是“虎”这个“翼”没什么用，是“虎”没这个“翼”
也一样勇猛。
现实中少数经济学家也致富了，但大部分人还是靠了勤奋。
少数人为利益集团代言致富也是有的，但为利益集团代言而致富的其他人更多，官员就不用说了，文
人为成功者写传记，不也一样吗？
　　经济学说到底还是一门学问。
我历来不太同意“学以致用”的说法，也不认为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学了就可以立竿见影。
经济学与历史、哲学、伦理学、数学、物理等理论科学一样，不是学了就能用，用了就见效的实用性
学科，如工程、医学，以及其他实用技术一样。
经济学所发现的许多真理可以指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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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指导意义更主要是思维方法、分析工具这种思想层次上的，而不是如何去做这种操作层次上的
。
经济学原理及其运用并取得成果之间还有相当长的过程，需要许多条件。
　　用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希克斯的话来说，“经济学是经济学家的智力游戏”而已。
玩智力游戏可以是一种享受，也有益于开发智力，提高智力水平。
与任何一种智力游戏一样，经济学可以提高人的整体文化素质，提高人认识与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
当然也提高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经济学的整体作用仅此而已，哪里能包打天下，又经邦治国，又实现个人致富？
　　把经济学拉下神坛，从“显学”回归它正常的地位，这才能有经济学的正常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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