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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的政经周期，中国改革向何处去？
在《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中，华生从产权、民权、政权三者关系的历史纵深出发，以改革亲历
者的身份，回顾、反思了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
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改革下一步，应重拾求真务实的改革开放精神，继续坚持双轨战略，以社会改
革带动全面改革，并就党的建设、土地制度、城乡统筹等关乎改革成败的核心问题，给出了具体的思
路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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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华生，著名经济学家，师从被誉为“一代经济学大师”的董辅礽先生，是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
的三项重要变革，即价格双轨制、资产经营责任制、股权分置改革的提出者和推动者，现任东南大学
等多所高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
华生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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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ldquo;79、89年搞政治改革的时机并不成熟，那种认为邓小平在他个人威望足够高的时候没有搞政治
体制改革是犯了一个历史性错误的观点是不对的。
第一：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
我们要先认识1979年时中国的社会基础。
在那样一种普遍贫困，大部分人口是农民，利益极度单一化的情况下，贸然搞政治体制改革，其前途
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第二点不对是这种说法对邓小平当年的个人力量存在着误判。
事实上，他们高估了邓在当时的力量。
邓一个人改变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
不要说政治改革，即使是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也颇费周折。
&rdquo;&ldquo;有人说， 华生本质上还是精英政治，当下的杨度。
其实， 古今中外人类社会恐怕从来都是精英政治。
不同的只是精英集团相互的关系， 以及权力精英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回应民众以及他们被制约的方式。
&rdquo;&ldquo;仅仅理解产权而不理解民权、政权（包括王权和官权），不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和相对地位及其历史演变，就既不能理解中国的政治，也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经济。
&rdquo;&ldquo;中国改革的基本战略实际是一个方向正确、妥协前进的战略，一个渐进的战略，是我
们习惯上说的双轨战略。
它保护、承认和转化既得利益，发展和巩固新生的市场利益，保护存量转化存量来发展增量。
&rdquo;&ldquo;中国改革的三个阶段：以经济改革带动整体改革，以社会改革带动全面改革，以政治
改革带动整体改革。
改革下一步，以社会改革带动全面改革。
&rdquo;&ldquo;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降低城市化成本；农民工市民制：城乡统筹的龙头和后30年
经济发展的引擎。
&rdquo;&ldquo;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框架下，土地改革的基本思路应当是淡化所有权，强化使用权，
确立规划权，均分收益权。
&rdquo;&ldquo;许小年教授我认识多年，他很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不过，我还不知道他有这个名言（指&lsquo;中国需要邓小平，不需要凯恩斯&rsquo;）。
但如果单从这句话，他恐怕还不懂邓小平。
你知道邓小平是谁？
如果邓小平还在，他会告诉你，他比凯恩斯还要凯恩斯，比凯恩斯厉害一百倍。
比如邓小平讲证券市场，说可以试，不行关了就是了。
强势政府是邓小平改革的立足点。
这去读一读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年谱就全明白了。
邓小平既讲改革开放，还讲四项基本原则呢，你别忘了。
邓小平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邓小平在政府起的作用方面可是不含糊的。
再反过来说，从这个意义上，那我觉得你也没正确的理解凯恩斯。
如果凯恩斯在中国，他也要强调发展市场。
为什么呢？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凯恩斯的那一套宏观调节的工具，都是在市场里面才能起作用。
没有市场经济，凯恩斯就没有用武之地。
所以千万不能简单化和绝对化。
所以美国一个大经济学家萨缪尔逊说现代经济是混合经济，是政府和市场的混合经济。
这是一个现实，人类摆脱不了这个东西。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那么迷信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但他们也没搬到哪个岛上去生活在市场乌托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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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要在有政府的世界里生存。
而且批评政府的功能是他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一种生存方式。
中国人过去吃够了乌托邦的苦头，所以还是不要走极端。
&rdquo;&ldquo;精明的经济学家不失时机地教诲：现在的混乱是由于过去的失误，紧缩几年再闯价格
关，光明就在前头。
激进者呐喊政治问题是中国改革的症结，民主只能在街头争得。
高贵的精英们居高临下：&lsquo;让芸芸众生等待，听技术官僚安排&rsquo;。
睿智者思索着中华民族千年的轮回：盛衰交替，文化使然。
最后，清高的人还在等待；世俗者仍然在哄抢。
也许没有结局就是一个结局，也许链条有一天会在哪里崩断，然后是乱世豪杰，八方称
雄&hellip;&hellip;。
但是，这难道是中国人艰苦探索所期望的吗？
&rdquo;&ldquo;改革开放精神就是直面问题，说真话，实事求是，而不是拿一大堆空话来搪塞，都是
为人民服务的高调，就是不着实际，不针对不回答不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尖锐矛盾和问题。
&rdquo;&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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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作者华生，是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重要变革，即价格双轨制
、资产经营责任制、股权分置改革的提出者和推动者，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首批&ldquo;国家级有突
出贡献的专家&rdquo;等学界最高荣誉。
本书是华生&ldquo;中国改革系列&rdquo;的开篇之作，主要包括华生对中国改革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
、对现状的理性判断以及改革下一步，如何以社会改革带动全面改革的路径设计。
华生的文章，处处彰显他的睿智、雄辩、务实与理性，正如媒体对其评价：&ldquo;不是坐而论道的经
济学家&rdquo;。
28年前，华生因力主价格双轨制改革而一举成名，中国历史轨迹由此而变。
今天，这本凝聚华生心血的《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所讲的不仅是经济改革，而是包括社会改革
和政治改革在内的改革全局；不仅直陈改革所面临的深层次困境，而且明确指出改革的动力与路径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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