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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距那次采访已经有十一个年头了。
　　有新闻教科书解读分析这次采访——它已经被当成一次新闻实践的成功案例。
但我还是觉得，外人是很难理解这次采访的。
　　在十多年前、管理比现在还森严许多的行业，一家无钱无势的报纸是如何做这件事的？
说它无钱，是说当时它的财力对未来几周能否出版都没有把握；说它无势，是说它除了有些作者、书
生，以及订户外，别无依靠，至今仍蒙当局“法外开恩”存活。
事实上，全国没有一家如此安身立命十余年的报纸。
　　更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次学术性色彩浓厚、影响很大的采访（采访内容被国务院研究室以“送
阅件”形式报送给了中央和国家主要领导，并被国家总理指定列入199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当
时的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指示中国计划出版社将这次采访结集出版），它的策划、组织和实施者却是
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这次采访就来源于他偶然的胡思乱想。
我得坦率承认，当时美国12位诺奖得主讲了许多，讲得唾沫横飞，但我既听不懂，也不感兴趣。
在美国的15天，我像一个监工，满意于事情正常展开就行了——没有人昏倒和乘错了飞机。
那时候，许多人读这本书，我却看不懂，真是黑色幽默。
尽管，我现在更像这本书的真正读者了，而不像采访者和主编。
我现在理解了他们说的一些东西，甚至不同意其中一些人的看法。
比如西蒙。
他批评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主张著名的“有限理性”。
但我觉得西蒙是没事找事。
因为经济学假设的理性本身就是局限下的理性，是各种约束条件下的理性。
如果讲的是没有局限的理性，那现在全世界大学学习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整个就是一套自我反驳。
经济学假设的理性人若不是局限下的理性，那么人就是上帝，全知全能的，计划经济就是可行的——
它失败的原因就得重新寻找。
当然，看似无聊的“有限理性”说不定正是它刺激了有关信息的价格研究和信息经济学的兴起。
　　如今，我对经济学是有了一些个人的“偏见”，但十一年前采访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时我对
经济学确实一窍不通；那样做只是为了好玩，并不是打算自己要“站在巨人的肩上”去。
　　无钱、无势、无知识，进行了一次要钱、要批准、要知识的跨国采访，我都不知道如何成就的，
那些分析解读此事的人一定是神仙。
　　为这本书再版作序，主要是为了了却一件让我一直负疚的事。
我要感谢成全了这次采访的一个人和一个组织。
如果没有1994年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海闻的费心组织和协调，没有留美经济学会毕克茜、丁专
鑫、许小年、李玲、黄河等博士在美国各城市的接送和采访翻译，是不会有我这次快乐的历险的。
留美经济学会感念这次采访辛苦，海闻当时还代表学会要赠钱给我，我很快乐就辞谢了，可能是不好
意思接受。
　　顺便要提及的是，1994年的这次采访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让我问心有愧，我感觉名不副实，于是
在多年以后又委托汪丁丁博士进行一次专业内行的采访，以回报社会。
事情并不尽人意，但聊胜于无。
所以，这本书新收录了汪丁丁博士尚存的三篇采访。
　　十一年后的今天，也是五月，多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来华举办“诺奖论坛”。
中央电视台为直播这次盛会，邀我来京策划这次报道，我很想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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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您说中国的银行只是政府的出纳机构，也就是说要建立商业银行?米勒：是的，那是第二道程序
。
你们需要有地方让农村的广大农民可以进行储蓄，并且让他们觉得把钱存在那里的银行安全。
比如当他们结婚时去取钱，仍然是安全的，不会因通货膨胀或其他什么原因而受到损失。
我知道，不止在中国，还有越南，当农民有了一个好年景，有点钱之后就去买黄金。
他们宁愿去买黄金，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有通货膨胀，黄金的价格也会上涨。
所以，你们必须让占你们国家人口85％的农民有信心；我们遇到好年景，可以把钱存人银行，收取高
额利息，比方10％～15％左右，可以赚钱，不会被政府或通货膨胀窃走。
这样，人们就愿意去储蓄，你们就有了大量的存款。
因为人们愿意为了孩子或自己的晚年而储蓄。
而在一些国家，人们担心自己的储蓄会被偷窃而不愿意储蓄。
    需要一些银行管理方面的法规制度。
有很多模式可供你们模仿，比如台湾、香港、泰国等地的银行法律，不要参照美国的模式。
因为我们的法律系统不一样。
我建议你们借鉴那些成功的周边邻国。
    你们为什么让外国银行进入?外国银行进入的主要好处之一，是因为他们必须培训专业人员，所以他
们带来的不只是资金上的好处。
他们需要人手，所以挑选培训一批专业人员，之后这些人可能离开外国银行，从事自己的银行业。
所以，外国银行不像人们想的那么简单，他们既有融资功能，也有培养人才的功能。
P31记者：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中国在体制转轨的过渡时期存在腐败现象，这跟您刚才讲的组织问
题有关吗?美国这方面是何情形?西蒙：腐败也不是计划经济的“专利品”。
看看日本，他们正面临着腐败的大丑闻；再看看意大利，他们面临同样的困扰已有三年了。
所以，说谁更容易腐败是荒唐的说法。
由于“游戏规则”的变化，人们可以一夜之间被说成是“腐败人物”。
以中国为例，我并不认为腐败是与政府的所有权或市场经济有必然的联系。
在中国，腐败是与⋯⋯(如果我说错，你们可以纠正我，因为你们来自中国，我不过是个外家人)家庭
联系有关系的。
当你的哥哥或叔叔叫你做些什么事情时，你是很难推掉不干的(这些东西在美国也略有存在)。
但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关系，这种家庭的裙带关系更为色彩浓厚。
我说得对吗?也就是说在中国出现的腐败现象很多时候都与家庭的联系相关。
五十年前，当我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政府里供职。
那时，许多的大城市都十分腐败，我说的是在美国，官僚主义盛行。
你要做一件事情，就非得给你的上司磕头，别无他法。
如果要进行防火检查，会发现好些腐败的事情；至于交通警的受贿案，那是小巫见大巫；如果你要市
政当局修理你家门前破损的路面，你要使黑钱才能办到的。
现在情况有了巨大的改善，20～30年都是十分健康地发展。
当然我并不是说一丁点腐败现象都没有了，但确实是比较清廉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巨大的改变呢?我也很难说得清，大概人们现在的日子过得很宽裕了，所以⋯⋯但又
如何解释大萧条时期呢?那时候的腐败现象也不见得有多大的回升。
小偷小摸会发生，但腐败现象并不多见。
我真不知道现时的廉洁是如何取得的。
它是公众态度上的一种非常微妙的转变。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深为腐败现象所困扰。
P97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小勇、汪丁丁专访诺贝尔�>>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小勇、汪丁丁专访诺贝尔�>>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前几年我们的一位记者采访了美国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约有八九位吧，他们都赞扬了
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其中包括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这些持不同经济观点的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人
物⋯⋯　　《经济学消息报》能在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内确立了在中国内理论界和决策界独一无二的
地位，主要应归于该报总编辑过人的眼光和超常的组织能力，他这种品质在本次采访中再次表现得淋
漓尽致。
    在这假冒伪劣泛滥、人人都想称自己是“世界之最”的日子里，《经济学消息报》的“诺贝尔大追
寻”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世界首创：天下恐怕还没有哪一家报纸，集中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对面地采
访过这么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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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汇集了作者对历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因、贝克尔、福格尔、米勒、莫迪利阿尼、萨缪尔
森等的专访，在这些专访中，这些经济学泰斗们都谈了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很多宝贵意见，内容涉及企
业改革、收入差距、人口问题等，这些对于我国经济的评说可谓一针见血，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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