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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篇自序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总序，简要地回顾我的人生历程和学术生涯。
是各卷中相同的内容。
第二部分是分卷，介绍各卷的内容。
是各卷中不同的内容。
　　二OO九年农历九月初八是我七十岁诞辰，也是我从事经济学学习和研究五十周年。
《张曙光文选》的编选和出版，一方面是对自己学术生涯的一个小结，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能忘却的
纪念。
　　我的家乡是陕西省长安县秦岭山脚下的偏远农村，距西安市50多里。
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两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寡母勤劳刚毅，耕织皆是一把好手，在传统社会
，能够顶门立户，将我养大成人，教我读书成才，其所受的身体之痛和心灵之苦，是外人难以理解和
体知的。
先母1983年病故，生前母子分处西安和北京两地，我也很少尽人子之孝。
对于母亲的养育之恩，我始终怀着深厚的崇敬和感激。
　　1959年，我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统计学专业，开始了经济学的学习和训练。
在校期间，对我影响大的老师有何练成、冯大麟、吕其鲁三位教授。
我的第一节政治经济学课是何老师讲授的，后来还听过他的多次报告，他传达孙冶方先生价值论的报
告我至今还历历在目。
我一进校，就从“反右倾”运动的小字报中知道冯大麟和陈维满合作出版了《中国工农业协调发展问
题》的著作，冯老师又给我们讲授《国民经济计划》课，因为培养了我这个“白专”典型，并支持和
指导我报考研究生，文革中曾经受到冲击和批判；文革后曾任陕西财经学院院长，每次来京总要来家
看我，并一起交谈。
吕老师给我们教《国民经济统计》，当时因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而受到师生的拥戴，也成为我
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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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术批评是一件对事（书）不对人的事情，中心是阐明书中的真理成分，肯定作品对人类知识生产和
学术进步的贡献，揭示作品的不足和失败之处，探寻改进和发展的方向和途径。
这里讨论的问题包括，书中所论问题是否得当，提出的假设是否合理，框架设计是否清晰，逻辑推理
是否严谨，所用资料是否翔实，分析方法是否适当，论证是否充分，有无发展和创新之处等，所以，
从根本上来说，书评与人际关系无碍。
但是，在目前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生态中，这样说易，这样做就难。
因为我们都生活在社会中，都有这样和那样的关系，特别是大家都是学界同仁，能够批评和敢于批评
以及敢于面对批评的，水平尚在其次，是需要一点勇气和雅量的。
对此，笔者在《书评集》初版和修订版自序中曾经有过论述，针对一些新的情况，有必要作出进一步
的讨论。
    《学术书评卷》共收入了36篇评论文章。
其中10篇是原《书评集》中收入的，除“再生产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成果”外，其余24篇都是21世纪以
来撰写的。
分为五个部分编排，宏观经济理论书评5篇，企业理论书评6篇，制度分析理论书评10篇，一般经济理
论书评7篇，哲学和其他著作书评7篇。
新收入的25篇书评大部分都已经公开发表，“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只发表了一部分，没有发表的
有“企业组织和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及其演进”，“计划经济在中国是如何建立和运作的”，
“思想家的沉浮与言论自由”，“从‘儒法互用，礼法交融’谈起”，“对‘C模式：自律式发展’
的评论意见”，“校勘与解读，生财与修德——读《情感、秩序、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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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曙光，经济学教授。
1939年9月8日生，陕西长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和中山大学
博士生导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法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民营
经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1959-1963年，在西北大学经济系学习：1963～1966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1979年
被评定为助理研究员，1983～1984年借调至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工作，1985年晋升副研究员，1988年破
格晋升研究员，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聘为博士生导师。
曾四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和著作奖，一次获国家科技进步软科学一等奖，三次获中国社会科学
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获第二届“十大中华经济英才”特别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
贴。

    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
曾参与“六五”经验总结、“七五”国力预测、“八五”改革大思路、2000年的中国、中国以及深圳
和海南发展战略、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等重大课题的研究；亲自主持了体制变革中的宏观经济稳定、中
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学科、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中国服务业增加值的核算、中国土地问题等
重大课题。
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著作20多部，英俄文译著5部（篇）。

    主要著作有：《经济结构和经济效果》（1982），《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副主笔，1990）
，Measuring the Costs of Protection in China，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1 Economics & Uniru1e Institute of
Economics，Washington，DC 20036—1207（《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合著，1998），《中国经
济学和经济学家——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1999），《制度·主体·行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
反思》（1999），《经济自由与思想自由》（2004），《中国转型中的制度结构与变迁》（2005），
《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主编，共6集），《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主笔，共6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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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一、宏观经济理论书评　再生产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成果——评王梦奎著《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研究
》　总量关系及其制度分析——兼评宏观经济研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　国家能力与制度变革和社会转
型——兼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　附录：张曙光挑战国家能力论  胡鞍钢接招答辩诉初衷——北京
天则所开学术批评讨论新风　探寻中国腾飞之路和推进国家兴衰理论——兼评林毅夫等著《中国的奇
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附录：评答成理各抒己见  学术有进共受其惠——北京天则所评说《中
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转型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有益探索——评王曦著《中国转型经济
总需求分析：微观基础与总量运行》二、企业理论书评　企业理论创新及分析方法改造——兼评张维
迎的《企业的企业家一契约理论》　附录：张维迎的回应　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产权问题——读肖耿先
生著《产权与中国的经济改革》　企业治理结构及其改革——兼评谭安杰著《中国企业新体制——督
导机制与企业现代化》　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读郭梓林的《企业游戏——近距离文化观察》　企
业组织和产权制度——兼评费方域的《企业的产权分析》　企业理论的创新和进展——评杨其静著《
企业家的企业理论》三、制度经济学书评　经济学（家）如何讲道德——祝贺茅于轼教授70岁寿诞兼
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经济学（家）如何讲公平——读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　经济
学理论抽象的正确途径——答评周冰先生　市场化的进程及其测度——兼评《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
程研究》　⋯⋯四、一般经济理论书评五、哲学和其他著作书评附：张曙光主要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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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觉得，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该书比当前其他有关论著阐述更明确，或者在理论上有所前进有所创造
。
1.关于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的正名或确切表述问题。
国内外不少学者都感到或者指出了“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这一表述不够确切，但都没有展
开论证，也没有明确提出应该如何确切地加以表述。
该书作者认为，不论是“优势”、“优先”或者“首要地位”的提法，都不能确切地表达这个规律所
包含的内容，反而容易引起关于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何者在先、何者在后，何者重要、何者
次要之类的误解。
作者根据列宁使用的概念，建议把这一规律表述为“生产资料生产比消费资料生产增长更快的规律”
，或者简称为“生产资料生产增长更快的规律”（第71页）。
2.关于这一规律发生作用的时期的上限，即它从何时起发生作用的问题。
这是作者几年前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而在本书中作了发挥的。
作者根据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中的一个重要脚注，即“资本主义技术发展的低级阶段（简单协
作和工场手工业）还没有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只是到了高级阶段（机器大工业）这种生产
才开始出现并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根据对二百多年产业革命发展历史的考察，认为考察生产资料生
产比消费资料生产增长更快的规律，或者说它的作用时期的上限，“只能从机器大工业产生以后开始
，而不能从‘还没有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的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时期开始”　（第109页
）。
3.在对影响两大部类增长速度对比关系的因素进行考察时，该书分析了几个以前不为人们注意的因素
。
首先是环境保护的需要对两大部类增长速度的影响。
作者用大量资料说明，随着防止污染以及保护环境投资的迅速增加和其在投资中所占比重的提高，生
产防止公害、保护环境的设备的工业部门正在成为新兴的并且迅速发展的工业部门，其增长速度远远
高于整个工业的增长速度。
这是当前工业结构变化中值得注意的新现象。
另一方面，防止和消除公害的结果只是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综合利用增加的产品除外），因而，
“考虑到防止公害和保护环境的因素之后，生产资料生产比消费资料生产增长要快的趋势将会更清晰
地显示出来”（第205页）。
其次是军工生产的影响。
作者认为，武器本身既不是生产资料，也不是个人生活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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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常说，文如其人。
从这些文章中，不仅可以了解我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态度，而且可以了解我的脾气禀性，为人处事。
总之。
可以对我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当然，是非功过，任由大家评说。
　　古语云人生七十古来稀。
现在。
读书、思考、写作就成了我生命活动的一部分。
浸沉在这样的氛围中。
整天忙忙碌碌，干自己所想和所好的事情，我的确感受到莫大的幸福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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