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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访谈的形式采访了20世纪80年代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经济学专业的十五名毕业生。
他们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陆续考取研究生院的，如今都是经济方面的领军人物，或为学者、或为官员
，或为企业家。
他们亲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历程，其中有些人还深入到决策层内部，为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出谋献策
，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书既有很多侠为人知逸闻趣事，也展现了各位受访者多姿多彩的人生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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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江南：历史成就未来张少杰：我们太想改变这个世界了华生：我参与了三件对中国改革有影响的事
左大培：经济学系的“老左”樊纲：从“京城四少”到公共知识分子张宇燕：求解三百年前西方世界
兴起与东方世界停滞之谜郑秉文：“走窄路”的经济学家蔡防：“穷人的经济学家”张德霖：三十年
国企改革的实践逻辑柴强：土地制度改革的过去与未来冯仑：看未来这件事情很酷汤世生：我们这一
代人每天都想创新熊晓鸽：前进推手，见证风投肖微：不做焰火，愿为溪流张平：好玩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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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要多读书，不然在思想上走不远问：据我们了解，您是在1982年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经济系攻读硕士
学位，师从朱绍文老师，左大培老师、杨春学老师和您是同门。
听说研究生院早期的条件很艰苦，教室和宿舍都是租来的。
您能谈谈当时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吗？
答：我先谈谈朱老师。
朱老师的学问功底很深，尤其是在古典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他强调读原著，他懂英、德、日三国文字，这在我国经济学界并不多见。
他是研究李斯特经济理论的专家。
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本质上是讲发展经济学的问题，强调发展阶段的差异，讲一个国
家如何从低水平发展阶段走向高水平发展阶段，为当时的德国赶超英国提供思路和建议。
显然，这对研究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在指导学生方面，首先，朱老师坚持让我们读书，不要我们过多参与社会活动，以免分散了学习的注
意力，其次，他很少进行很具体的指导，而是提供大的思路，让我们有足够的空间思考，我们的论文
选题和写作都是自己设计的，比较自由，最后，在大的思路方面他强调经济发展阶段，在研究问题时
先看经济处在哪个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有什么特点，然后再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受益匪浅，我正是在朱老师的影响和指导下形成了非常好的历史观，在研究中时
刻不忘历史，注意发展阶段的差异。
左大培和我都是朱先生的学生，他研究弗莱堡学派，读书很刻苦，也很深。
他在(《资本论》上下了很多功夫，研究得很深入，这其实也是朱老师对我们的要求。
和其他许多学者不同，他一直坚持做学问，很少分心去做其他事情。
虽然我们都是朱老师的学生，但是我们有时在观点上也有分歧，不过这也很正常。
他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能够激起大家的讨论和思考，从而把问题引向更深层次，这都
是好事情。
在研究生院的时候，一个屋子六个人，现在想想，有趣的故事好像也不多，大家都是各读各的书。
不过吃饭的时候比较有意思，大家围坐在一起，年轻人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豪气就出来了。
大家专业不同，有法律的、历史的、宗教的、哲学的，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地争论、闲聊。
这种多学科交融的环境其实非常难得，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有受益，补充各自知识的不足，也启发了
思考，这对各人后来的发展有比较大的影响。
另外，我觉得研究生院我这一级和下一级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那就是我们秉承了大学本科77级的风
格，喜欢读书，比较刻苦，他们下一级感觉参加社会活动就多一些，读书似乎不像我们那么刻苦。
问：您在博士学习期间就能有机会到哈佛大学访问和学习，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您也一直和国外保持
着密切的联系，拥有良好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
能谈谈您在英语学习和国际学术交流方面的感受吗？
答：读博士期间就能出国进修，应该说是非常幸运的。
当时的经济所所长董辅初先生把这个宝贵的名额给了我，对此我非常感激，我想董老师也是为了中国
经济学的发展才这样决定的。
我这次出国学习历时二十个月，在哈佛系统学习了博士生的高级课程，为自己后来的研究工作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同时，也为后来用英文进行学术交流打下一个基础。
对现代的学者来讲，学好一门语言，尤其是英语，非常重要。
因为这样才能进入国际学术体系，和人家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交流工具。
钱颖一写过一篇《语言的经济力量》，就是讲全球化背景下英语成为通用的商业语言，我国企业应该
关注在这方面的“投资”。
在经济学的研究和学习中也是这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还是没有进入这个思路，英语没有完全过关，在思维方法上有隔了一层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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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毕竟已经全球化了，经济学是全人类的语言，年轻学者要高度重视自己的语言水平和进行国际交
流的能力。
我个人一直都对语言非常重视，上大学的时候就下了很多功夫。
到研究生院后，当时学校也已经开始重视英语教育，我的英语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但是，要能熟练运用英语进行交流需要很长时间，需要下很多工夫。
坦率地讲，出国进修回来后我的英语都还没有完全过关。
一直到90年代中期，我才觉得能够真正比较熟练地跟人交流。
有人说我有语言天赋，我自己不这样认为。
因为我在语言上下了很大工夫，这个过程有十七八年的时间。
问：20世纪80年代，研究生院的经济片非常突出，堪称经济学界的重镇。
很多毕业生和在校生都有机会深入参与到改革的过程当中去，并且对改革产生了很大影响。
据说当时有好些人持续关注研究生院，想了解院里的硕士和博士们又有什么新思想和新对策。
对现在的同学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您能不能具体谈谈研究生院的“黄金时期”，您对此有什么评价？
左大培老师回忆说，您当时对参加社会活动采取的是不以为然的态度。
答：我当时的态度大致是这样的，可以说是不以为然吧。
因为当时已经形成了自觉读书的习惯，认为这是最后一个认真读书、系统读书的机会。
工作以后这样的机会就很少了，因为工作中的读书大多都是根据工作需要，自主的程度小，而且没有
教学配合，环境和心境也完全不一样。
我现在也经常教导我的学生，要把书读足，今后有的是时间和机会去参加社会活动，去做其他事情。
如果现在书读不足，积累不够，以后要走得更远就很难了。
但是，我也并不是完全反对参与实践活动，我在研究生院时也参加过一些社会调研活动。
比如调查广东农副产品开放市场，当时我还任小组长。
我认为适当参加一些实践活动也是有好处的，可以作为读书的一个补充。
关于你所说的“黄金时期”，我认为那几年不一定是研究生院的“黄金时期”，怎么定义一个学校的
“黄金时期”，这还是个问题。
不过，单从社会影响来看，研究生院的学生当时的确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成为新潮流的代表，从这
个意义上说确实是一个“黄金时期”。
这个时期在20世纪80年代，持续了大概六七年时间。
当时的社会知识结构比较僵化、单一，社会各界的经济学知识都不足。
研究生院的学生接触和掌握了最近的和最新的知识，在知识上确实具有领先地位，讨论的问题和观点
具有超前性和其他一些鲜明特点。
因此，研究生院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就很正常，虽然不能说是领军人，但至少可以说是当时的“领
潮人”，引领了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潮流。
另外，这一批研究生岁数相对都比较大，经历了“文革”，大多都有工作经验、有社会阅历，对当时
的社会经济状况认识深刻，了解全面。
因此，出现这样一个“黄金时期”是因为有这样两大历史因素，而不是说这批人本身素质要高于后来
的学生。
现在的同学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这两个历史条件不再具备。
现在的社会知识结构丰富多元，而且演变很快，研究生在知识上很难说有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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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十年三十人之指点江山:经济改革卷》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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