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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秋，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落木萧萧，全球一片恐慌。
局势将怎样演变，中国当如何应对，时逢百年一遇之经济变局，作为经济学人，我当然不敢有丝毫怠
惰。
故以《以前事为师》开锣，一路跟踪，一路写来，不知不觉便有了这数十万字的篇幅，今天得以与读
者见面。
　　本书是继《中国的难题》《中国的选择》之后我个人“经济观察”系列的第三部，所录文章也都
发表在《21世纪经济报道》。
要说的是，这次辑录出版冠名《中国的前景》，并非我要给读者描绘一个什么图景，而是因为很多文
章讨论的皆是中长期问题，关乎国家的前途。
当然，本人有自知之明，一介书生，从不相信自己能改变什么。
然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国家大事发表一些意见还是应该的口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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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继《中国的难题》《中国的选择》之后作者个人“经济观察”系列的第三部，所录文章也都发
表在《21世纪经济报道》。
主要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作了探讨和研究，具体内容包括《谁来救中小企业》《促就业岂可头痛医头》
《农民收入可能下滑吗》《补贴农业不如放开价格》《再说春运火车票价格》等。
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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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东京，湖南常德人，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
长期从事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在《经济日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青年报》、《21世纪经济
报道》、《南风窗》等写专栏文章数百篇。
在《经济研究》、《财贸经济》、《改革》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著有个人专著《国际投资论
》、《中国政策选择》、《大潮剖面》、《聚焦时政》、《经济学笔谭》、《中国的难题》等十多部
。
近年来撰写出版的《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学》、《与官员谈中国经济》、《与官员谈经济政策》、《与
官员谈经济学名著》、《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史》、《与官员谈现代金融》、《与官员谈财政税收》、
《与官员谈中国改革》等，在国内广大党政官员中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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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实，经济学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历来就无足轻重。
不是吗？
当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力主国家干预经济，于是人们往往把凯恩斯与罗斯福新
政联系在一起。
殊不知，罗斯福推行新政始于1933年，而凯恩斯的《通论》1936年才出版。
相隔三年，是凯恩斯影响了罗斯福吗？
当然不是。
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陷入滞胀，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说西方政府治理滞胀借鉴了新自由主义经
济学，没有错。
但要指出的是，新自由主义几大巨头从未进入政府决策层，而弗里德曼本人连政府顾问都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经济学家不过是药师，没有处方权，只告诉你什么药能医什么病。
至于该吃什么药，最后开药方的还是政府。
这样看，说经济学家误导了政府，不是看高了经济学家的影响力，就是低估了政府决策层的智商。
　　举几个例子吧。
众所周知，弗里德曼历来反对“通胀”，为稳定物价与减少经济波动，他主张政府执行“简单规则”
的货币政策。
这是说，政府只需守住货币供应增长与经济增长（含劳动力增长）之间的平衡，大可不必动用“利息
、贴现率与存款准备金率”等去频繁干预经济。
可事实呢？
这三大政策工具被政府用起来却如家常便饭。
再有，弗里德曼关于扶贫曾提出“负所得税方案”，关于对付通胀曾提出收入指数化构想，关于资助
教育曾主张推行学券制。
对这些重要的构想与建议，政府又何曾采纳过呢？
　　回顾学说史，经济学的任何一派学说，其实都与它所处的时代分不开。
假若说凯恩斯主义是大萧条的产儿，那么新自由主义则是“滞胀”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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