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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问，未来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将会是什么呢？
不是经济增长。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除了极特殊的阶段，没有出现过大的滑坡，增速名列世界前茅，因此经济总量
，超越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已经仅次于美国。
今后的增速，可能不及前30年那么快，因为增长的基数大了，自然难些，速度会变慢。
但是，在一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政府的工作核心又是经济增长，人均收入也比较低，十几亿人都想
着如何赚钱，这些因素加起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肯定不会差。
起码6%~7%是完全可能的。
这个速度足以保证2020年的GDP比2010年再翻一番。
不是环境恶化。
伴随着经济增长，中国的环境遭到破坏，在某些地区还比较严重。
谁都愿意有一个好环境，都希望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也能保持原样。
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着交替关系，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初期
，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环境的恶化，但会达到一个拐点。
其后，经济的继续增长，反而能带来环境的改善。
也就是经历一个先恶化后改进的“倒U”型过程。
中国还没有达到这个拐点，这个时候，公众需要耐心，过于强调保护环境，其实不利于十几亿人整体
福利的改进。
所以，中国环境的恶化，是经济增长的伴生品，不必过于担心，船到桥头自然直。
这不是什么幻想，而是世界经济和环境关系过去发生过的事实。
不是通货膨胀。
就过去30年来说，中国发生严重的通胀，只有两次。
一次是1988年，原因是放开价格管制，推进经济的货币化，带来某种混乱的不可避免；一次是1993年
和1994年，经济大跃进，总需求井喷，货币当局和管理层都缺乏认识和准备，严重通胀不期而至。
除了这两次，其他时期出现的通货膨胀，大体在正常幅度之内。
而且，1997年到2003年，中国还出现过长期的通货紧缩。
未来10年，中国出现严重通胀的可能性较低，因为中国的生产能力超强，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没有基础
。
加之，宏观经济必定注重内外经济同时均衡，减少贸易顺差，以及由此带来的被动货币发行，控制通
胀更有把握。
也许，通货紧缩的威胁，比通货膨胀更大。
不是失业。
因为长期实行计划生育，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处于末期，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过去。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渐次放缓，但失业率却始终稳定，没有上升。
就说明，中国的失业问题，已经反转成劳动力相对匮乏。
那么，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和挑战是什么呢？
公平！
虽然中国经济增速很快，尽管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裕起来，但是，大部分人还比较贫穷，没有同步享受
“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
更严重的是，尽管挨饿已经远离，人们的工作压力和精神压力，不但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有所减轻，
相反变得更大了，不能应付一点意外甚至风吹草动，比如生病。
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民生的同步改善，在民生各个领域，人们面临不平等的待遇，这种不平等，是焦
虑和压力的终极来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过分高估过去30年的进步。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市场经济，相应的，经济长期繁荣，一定是基于人们平等自由地交易和获取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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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过去30年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逐步放松对人们权利束缚的结果。
但是，这种放松，在总体上却是非常有限的，在不同人群之间，又是很不均衡的。
更严重的是，这种放松，似乎已经停顿了数年。
人们痛恨腐败，但是腐败蔓延不绝，根本原因，是权力深深嵌入经济生活，剥夺人们平等的赚钱权利
。
“高铁”大跃进中，权钱交易的触目惊心即是例证。
所以，公平是我们面临的最严重挑战，本书论述了其中所涉及的最重要的14个问题：农村、义务教育
、高考、大学、养老、医疗、住房、食品安全、慈善、税、公共预算、央企、外汇储备、计划生育。
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以公平为准绳，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革，这样才能走向一个和谐的社会。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平中国>>

内容概要

《公平中国:开启未来十年新奇迹的钥匙》内容简介：未来十年，或者更长的时期内，中国面临的最大
挑战是什么？
不是经济衰退，不是环境恶化，不是通货膨胀，而是社会公平！
《公平中国:开启未来十年新奇迹的钥匙》论述了公平所涉及的最重要的14个问题：农村、义务教育、
高考、大学、养老、医疗、住房、食品安全、慈善、税、公共预算、央企、外汇储备、计划生育。
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以公平为准绳，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革，否则，我们将离和谐社会越来越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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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承包制的短暂欢乐时光之后，农村重又归于沉寂，但不是田园牧歌式的，而是死气沉沉
的，被人遗忘的角落。
集体经济解体之后，农村原有的低水平、广覆盖的公共物品供给体系也跟随瓦解。
过去的农村合作医疗消失了，免费教育没有了，一切都近乎花开花落、自生自灭。
 最近20多年来，让农村最振奋的消息是取消农业税。
媒体连篇累牍地阐述其重大意义，其实，不可过度夸大其价值。
两千多年来，农民都纳皇粮，一朝取消，岂不值得庆祝，大书特书？
且慢。
在封建时代，皇粮，即来自田亩的税收，是国家税收的主体，看历史书，有“摊丁人地”或者“摊丁
入亩”（如清雍正时期）的改革举动，这是说，把对于人征收的力役，改为对田亩课征。
重农抑商的经济结构之下，农业税，是万万不可取消的。
而现在，农业税收人已经微不足道，征收成本还不低，更要紧的是，通过生产粮食来赚钱很难，反而
经常赔钱，农民不具备纳税能力，农业税早就该取消了。
再说，种粮食不纳税，还能享受政府补贴，这是“国际惯例”，不是什么恩赐，而是历史的必然。
何况，买种子、施化肥、灌溉还得缴费且都是含税的，种粮农民仍旧在纳税。
 国家对农村不是没有投人，如农网改造、修筑道路、水利工程建设，但是，欠债太多，投入再大也是
无济于事。
而农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障、义务教育，在经历了反复之后，有所进展，也不过聊胜于无。
自我养老、养儿防老，还是农民的基本养老方式，在连续多年计划生育之下，养儿防老也困难重重。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已然重建，覆盖面也很大，但是，只能瞧瞧小病，稍微严重点的疾病只能听天由命
。
农村中小学生失学率居高不下，除非将来高考上个好大学，否则，“农二代”们连个工作也找不到，
白白欠下学费之债，这种小概率事件，不值得冒险等待，不如早早进城打工挣钱。
 惠农政策最著名的是家电下乡，搞了几年，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除了让个别厂家套取些政府补贴发财
外，对农民来说没有实际价值，因为买指定的家电能省几十、几百块钱，但是，如果不买，能省得更
多！
毕竟农民的收入不多且还有更重要的用途，换不换新家电，不要紧。
再说，很多农村，经常拉闸限电，买了电器也是摆设罢了。
 不能说没有直接为农村服务的政府，乡镇政府就最接近农村和农民，理论上也是为农民和农村服务。
皇权不下县，是几千年来的传统。
乡镇一级政府，在信息不通畅、交通不便捷的过去，作为上情下达的一环，还是必要的。
而现在，信息发达，交通便利，乡镇这个层级的政府是不是还有必要，是可以讨论的，县直接服务村
，有什么技术障碍？
现在，一般的乡镇，要养活200多个干部，除了乡镇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检、武装部这六大部
门外，还有财政、税务、公安、工商、交通、卫生、粮管、农牧、水利、种子、植保、农机、畜牧、
食品、渔业等所谓“七站八所”，一个乡镇要不要保持这么大的规模，部门齐全，完全跟上一级政府
部门对应？
乡镇政府，在农民看来，主要的工作，一是计划生育，二是收取各种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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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30多年来，虽有短期的停顿和反复，但总体上中国进步巨大。
如果总结一下中国进步的原因，可以罗列一大堆理由。
但是，在我看来，无非就是一条：自由。
改革的本质是尊重个人，给个人自由的空间。
    计划经济下，个人的利益和愿望被无情漠视，因为要维护集体利益，于是人们因动力匮乏而怠惰。
市场经济之所以优于计划经济，最根本的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个人，而非集体，个人利益被尊重，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因此人的积极性被激发。
    尊重个人利益不但表现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也表现在允许农民进城、参加高考、出国定居、发
展非公经济、自由职业者大量涌现，等等。
国家和人民的面貌因此大变，中国人从未如此与世界接近。
这种尊重获得了巨大回报，解决了最大人口国家的吃饭问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增强，等
等。
    尊重个人利益是过去30年我们做得最正确的事情。
    但是，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不是推倒重来的激进式的。
渐进符合中国人的中庸性格，也有其优点，还可能是保证某些改革举措成功的必要条件。
但是，也必须承认，渐进式改革也有瑕疵，甚至有很大缺陷。
如果说，过去30年，我们做得不够好或者不对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给个人的空间还不够大，改革还
不彻底，改革的步子太慢。
    最严重的是，在尊重所有人取得进步的同时，整个制度似乎对于某些人、某些利益集团更加尊重，
或者说尊重是有等差的，不是不偏不倚的。
某些人、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似乎得到了更大的尊重，更优厚的对待。
当改革碰到他们的抵抗时，往往会自动停下来。
    比如，虽然允许农民进城，但是，被所有人诟病的户籍制度仍顽固存在，农民工不能获得与有户籍
人口同样的待遇，户籍约束着他们的权利；户籍制度还让高考录取分省进行，统一高考名存实亡；非
公经济是宪法鼓励发展的，但是，不论如何出台鼓励支持政策，民营经济始终不能获得与国企平等的
地位，中间隔着“玻璃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本已经全覆盖，但是，不同人群之间的实际差距
一点也没缩小，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始终还是有特权的一群人；很多权利，外国人都已经取得，而
国人自己却还在积极争取中，如金融对外开放和对内封闭；连慈善都要经过授权才能做；三公花费惊
人、垄断横行、税收高悬、腐败猖獗，解决起来如同搬山。
    可以说，凡是容易进行的改革都已经进行并达到了某种最高限，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行百里者半九十”，今后中国的改革任务更重、更难。
难的倒不在于改革会有风险，很多东西不过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
难就难在，继续改革必然触动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更严重的是，会触动延续多年的传统观念
。
    很显然，在思想上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改革到一定阶段后，就出现了放慢或者停顿的趋势，
一切都在往后拖。
    但是，如果我们认为目标还没有达到，那么我们就应该意识到，没有风雨能躲得过。
早早晚晚，这些剩下的硬骨头还得啃。
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如果踟蹰太久，改起来就更难，改革还可能走上回头路。
    这种回头的趋势，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就有苗头。
种种计划经济的老做法借着宏观调控的名义又都杀回来了。
改革中出了问题，不是继续改革，而是否定市场，干预微观经济。
而干预出了事，似乎就为进一步的干预和调控提供了口实和必要，恶性循环。
而改革，似乎被搁置在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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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已经迎来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主要不是替代而是互
相促进的关系。
即便仅仅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消除特权、继续推进社会公平也是必需和值得的。
公平和效率，是同一事情的两个方面。
    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冯·米塞斯(188l一1973)曾断言：要么社会主义，要么市场经济。
因此，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
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的目标，我们最需要的是解放思想，只有解放思想，突破思想意识上的羁绊，才能
为改革提供新的动力和空间，突破人为的限制。
    而以公平权利为突破口来加速或重启改革，则是最自然、最恰当的选择。
这样的改革，一定会得到全体人民的支持，而有了这样的支持，所有的困难便不在话下。
    30多年来，我们在没有给所有人平等权利的条件下，已经走了很久，其取得的成绩已经是奇迹，已
经接近极限。
在人口红利、改革的制度红利都趋于消失的时候，我们不能指望，在这种不正常条件下还能创造奇迹
。
只有平等的制度安排，才能产生新的制度红利，为市场经济开辟新的道路，带来新的、更大的奇迹。
因此，本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为平等而平等，而是毫不迟疑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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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很大程度上是赋予人们某些权利的结果。
而经济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是缘于这种权利的配置不很公平。
在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公平和效率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重合。
为中国经济的长久安澜，中国需要更加注重资源和权利配置的公平性。
    ——叶檀    中国著名财经评论员    每每阅读王福重先生的论文或书稿，总能给人以强烈印象和深刻
启示，过去的《人人都爱经济学》就是这样，现在这本《公平中国：开启未来十年新奇迹的钥匙》也
不例外，甚至更富吸引力和感染力。
这本书论题得当，聚焦当前中国社会难点热点，论断明晰，理论联系实际，加之文风犀利，生动活泼
，深入浅出，定是又一佳作。
    ——晏智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经济学很
艰深，但经济却连着你我他。
用经济学的道理，解剖中国的民生，这是王福重这样的经济学家要做的，我看，他做到了。
    ——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辛亥：摇晃的中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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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平中国:开启未来十年新奇迹的钥匙》编辑推荐：畅销经典《人人都爱经济学》《写给中国人的经
济学》作者、著名经济学家王福重2013年开年大作，在世界末日的转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找寻
那把被制度设计者们轻视太久的公平钥匙。
为什么我们离共同富裕越来越远？
中国到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时代？
什么在稀释着我们的幸福？
一连串问号的背后，都隐藏着同一个关键词：公平。
是的，在作者看来，未来十年，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经济增长，不是环境恶化，不是通货膨胀
，而是公平！
公平机制的缺失，财富分配的倾斜，使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幸福的能力，使社会发展离“共同富裕”
的目标越来越远。
理性、犀利、深刻和耐读，是作者的写作风格，《公平中国:开启未来十年新奇迹的钥匙》亦然。
阅读《公平中国:开启未来十年新奇迹的钥匙》，也许将颠覆你从小到大关于社会经济和人生的那些根
深蒂固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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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很大程度上是赋予人们某些权利的结果。
而经济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是缘于这种权利的配置不很公平。
在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公平和效率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重合。
为中国经济的长久安澜，中国需要更加注重资源和权利配置的公平性。
 ——叶檀 中国著名财经评论员 每每阅读王福重先生的论文或书稿，总能给人以强烈印象和深刻启示
，过去的《人人都爱经济学》就是这样，现在这本《公平中国：开启未来十年新奇迹的钥匙》也不例
外，甚至更富吸引力和感染力。
这本书论题得当，聚焦当前中国社会难点热点，论断明晰，理论联系实际，加之文风犀利，生动活泼
，深入浅出，定是又一佳作。
 ——晏智杰 北京大学饪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评，教育鄙弪济学教学才自导委员会委员 经济学很艰
深，但经济却连着你我他。
用经济学的道理，解剖中国的民生，这是王福重这样的经济学家要做的，我看，他做到了。
 ——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辛亥：摇晃的中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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