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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收入与成本》是上一版《经济解释》卷二《供应的行为》的前半部﹐因为要把这半部
独立成书﹐《收入与成本》变为这一版《经济解释》的卷二。
《供应》的下半部﹐取名《受价与觅价》﹐会是《经济解释》的卷三。
整套《经济解释》会有四卷或五卷﹐杀到埋身再作打算。
　　九年多前写《供应的行为》写得太急﹐按期刊登时受到刊物版面的约束﹐不能自由发挥。
这次大修﹐再没有这样的约束了。
七十五岁了﹐还不尽量把自己多年所学写下来﹐不会再有机会吧。
所谓大修﹐其实大部分是重写﹐写得用心﹐写得称意﹐但也写得累了。
决定把《供应》一分为二﹐有三个原因。
其一是加进去的内容多﹐写得太长﹐而我的经济分析离不开真实世界﹐似浅实深﹐同学们不易消化﹐
不能像小说那样读。
太厚的书不好翻。
其二是写完《制度的费用》那章后﹐我突然发觉那是个很理想的可以稍事憩息的地方﹐好让读者能松
弛一阵才攻下一卷。
其三是如果不分割﹐写到《供应》下半部我会不断地担心整卷太长﹐有所顾忌﹐感到缚手缚脚。
　　从本卷起﹐文内提到的卷号﹑章号﹑节号﹐皆以神州增订版为准。
希望有一天能把整套《经济解释》以一本精装巨册出版。
但那只宜于收藏﹐放在书架上好看。
说到阅读﹐轻便的远为优胜。
　　张五常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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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解释（卷2）：收入与成本-供应的行为（上篇）（神州增订版）》是《经济解释》卷二，
即《供应的行为》上篇，书中根据香港出版的繁体版本进行了修订和补充。
《经济解释（卷2）：收入与成本-供应的行为（上篇）（神州增订版）》用张教授通俗的语言风格和
最新生动的案例阐释了重要的经济理论和概念，如收入、投资、财富、利润、租值、交易费用、利息
理论、成本、盈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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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五常，香港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
他于1967年获博士学位后，先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他进一步发展产权理论及交易费用概念，主张只要产权得到完善界定，即可令资源最有效运用。
他以《佃农理论》和《蜜蜂的神话》两篇文章享誉学界。
自20世纪80年代回到香港大学经济系任教，开始在香港报界以产权理论分析时局，在内地和香港两地
引发强烈的学术反响。
曾出版作品：《佃农理论》、《五常学经济》、《经济解释》、《中国的前景》、《中国的经济制度
》、《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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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第四节：结语第二章：利息理论第一节：五花八门的利息率第二节：利息的概念第三节：收入与
财富第四节：收藏、消费、职业的选择第五节：收成的时间第六节：分离定律第七节：结论第三章：
宏观分析的失误第一节：储蓄与投资不是两回事第二节：曲线交叉自欺欺人第三节：漠视局限推断灵
魂第四节：失业要从公司看第五节：国民收入的谬误第六节：财赤有害吗？
附录： 经济学术的拼图游戏第四章：财富累积的仓库理论第一节：累积要有仓库第二节：虚无悖论第
三节：有产出的资产第四节：结语第五章：成本、租值与盈利第一节：何谓成本？
第二节：比较成本第三节：租值的理念演变第四节：盈利是无主孤魂附录一：从上河定律说成本概念
附录二：从蚕食理论说租值概念第六章：生产的成本第一节：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第二节：传统的成本
曲线第三节：阿尔钦的贡献第四节：上头成本与租值摊分第七章：从出版与专业看成本第一节：出版
行业的实例第二节：出版行业的成本曲线：碗形的阐释第三节：专业生产成本大跌第八章：制度的费
用第一节：局限转变与行为解释第二节：从交易费用到制度费用第三节：租值消散是制度费用第四节
：从帕累托至善到帕累托至悲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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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节﹕国民收入的谬误　　“国民收入账目”是宏观经济的第一课。
公认是最沉闷的经济学题材。
当年同学之间没有一个有兴趣﹐可幸大家知道老师不会在这方面出试题。
国民收入账目是教政府怎样统计几种不同的国民总收入﹐国际贸易怎样入账﹐税收及政府财政怎样算
﹐等等。
闷得怕人﹐当年我无法集中五分钟。
这里要说的是比较有趣的有关话题。
国民收入账目用政府的统计方法﹐没有多少经济内容﹐如果我们以经济学的概念来衡量这些统计数字
﹐会发觉不少地方跟经济理论是合不来的。
不幸是“宏观”以这些数字来论经济。
　　日本的例子　　国民收入的统计是为了大概地衡量生活水平。
一国之内﹐这些统计数字的变动误导成分不高﹐但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是另一回事了。
　　二零一零年八月报道说﹐中国的总国民收入开始超越日本的﹐意思是说刚刚超过。
这是以美元算。
以实质总国民收入算﹐我认为早就超过﹐而且超过很多。
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土地三十多倍﹐好用的土地约二十倍。
以美元算﹐中国的总国民收入要超越日本十倍恐怕是很久的将来的事﹐但以实质算超越十倍不应该困
难。
日本的物价比中国高出很多﹐而日元在国际上奇强﹐这样与中国相比日本人的实质收入是高估了。
中国与日本的实质收入差别要怎样调校才对不是浅学问﹐是我要说的题外话了。
　　要说的是比较有趣的三点。
其一﹐我认为日元在国际上强劲是政治压力使然﹐早期有外来的压力﹐后期日本人出外投资者众﹐保
持日元的强势有助。
国际上有些专家认为日元持久地有强势是因为技术上政府难以减弱。
这不对。
日本的经济不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
二零零一年在旧金山跟弗里德曼谈到日本﹐他关心﹐说那里的货币供应量推不上去﹐日元过于强劲﹐
是以为难。
我认为一只弱币要增强可能不容易﹐　　但强币要转弱则易如反掌。
大手增加货币的供应量﹐导致可以接受的百分之五左右的通胀率﹐日元的国际汇率会因此增而下跌﹐
何难之有哉﹖弗老当时指出日本的国会不通过可以大手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法。
二零一零年九月日本某政要说要用直接干预的手法来压制日元的强势﹐是一种政治言论。
一个国家的国际币值弱﹐要加强可能要推行外汇管制﹐或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购回自己的货币。
但货币在国际上有强势是另一回事﹐要调校转弱是容易的。
一只货币的弱势与强势的调校困难是不对称的。
　　购买力平价说是蠢理论第二点。
国际上的言论﹐老是喜欢把国与国之间的国民收入相比。
不是以实质收入算。
通常以美元算。
这种比较源自经济学上的Purchasing PowerParity Theory（中译“购买力平价说”）。
此说也﹐指同样的币值﹐在不同国家其购买力会相同。
这里牵涉到的一方面是深学问﹐说来话长﹐这里不说﹔另一方面是浅学问﹐只几句就说完了。
说浅的吧。
浅的有两个看法﹐读者选哪一个都“对”﹗第一个看法﹐是阿尔钦提出的﹕“购买力平价说”是套套
逻辑﹐永远对﹐因为不可能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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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无论国与国之间有没有汇率管制﹐或关税各各不同﹐或有多种贸易约束——在这些及其他局
限下﹐物价不同只不过是反映?限不同﹐非不“平”也。
扣除这些局限物价会相同﹔加进局限﹐物价因而不同﹐不能说parity 不保﹐所以购买力平价说是套套
逻辑﹐非理论也。
阿师之见当然对。
好比你走进内地的机场喝一杯咖啡﹐其价比机场外高五倍﹐局限不同﹐价因而有别﹐你可以不喝﹐何
不平之有哉﹖另一个看法是以一只货币算物价﹐漠视局限﹐国际相比﹐同价但实质的享用不同﹐或享
用相同但物价不同﹐所以不平也。
这看法当然也对。
怎样也不对的是Purchasing Power Parity Theory﹐因为根本不是“理论”﹐也没有说明是哪个看法﹐属
无家可归之类。
蒙代尔的弟子（R. Dornbush）曾经大书特书﹐萨缪尔森大赞特赞。
不知是套套逻辑而试行以之解释世事是令人尴尬的。
　　中国与日本的财富比较　　第三点也有趣。
为写此节﹐我挂个电话给一位对日本楼房市价有认识的朋友﹐得到的二零一零年中期的资料是﹕日本
城市与中国城市的楼房市价﹐以美元算﹐大致相同﹐奇怪地近于完全一样。
不是历来一样﹐而是二零一零年报道的﹑中国的总国民收入与日本的打平之际﹐大家的楼房之价一样
。
是以每平方面积算价的。
我们知道在这时期中国的高楼大厦林立﹐多得惊人﹐而中国的土地面积比日本的大很多。
这样﹐以房地产的总值算财富﹐中国比日本高出很多是没有疑问的﹐虽然高出多少倍我手头上没有数
据——若有数据﹐为这倍数作大约的估计不困难。
房地产的财富中国比日本高出那么多﹐总国民收入怎会是刚好打平的﹖　　房地产的市值是任何国家
的财富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对日本与中国来说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财富是收入以利率折现所得﹐而收入是将来的收入﹐无可避免地牵涉到大家看不到的预期。
无从观察的预期是经济分析的大麻烦﹐我们只能从看得到的局限转变衡量。
二零一零年﹐中国内地的住宅租金的每年回报率只约楼房之价的百分之二﹐非住宅约百分之五强﹐皆
低于百分之六以上的银行借贷利率。
这显示中国的预期收入或通胀或二者的合并会上升。
这预期上升﹐加上经济稳定﹐外资涌进中国不难理解﹐可能是内地楼价政府总是打不死的一个原因。
　　当然﹐楼房之价可以暴升暴跌。
这些大幅的波动可能起自牛群直觉的乱闯﹐也可能起自财富累积的仓库选择有转移。
愿赌服输﹐历史的经验说这二者对经济为害不大﹐主要是市场把财富再分配一下。
然而﹐这暴升暴跌也可能起自政府的政策失误﹐或像二零零八年美国发生的不幸﹐金融市场的合约隐
瞒?个大骗局。
源自这后二者的楼房之价暴跌对经济会是为害不小的。
　　人杰地灵也不幸　　转看美国吧。
二零零三年美国的楼房市价高出中国的不止一倍﹐但二零一零年可能不及中国的一半。
从楼房之价看财富﹐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比对出现了大变动。
然而﹐作这种比较﹐美国与日本的局限在两方面很不相同。
其一是美国的房地产不是他们最主要的财富。
美国的主要财富是知识与科技资产的所值。
论科技知识日本也了不起﹐二零一零年看中国还是远远地落后了。
这里我要指出的﹐是美国的房地产之价大幅下降﹐代表?财富下降是上述的不幸的那一类﹐对他们的国
民收入增长有不容易解决的麻烦。
然而﹐从富裕的比较上﹐因为美国的知识财富了不起﹐他们在国际上的优势还会持续。
　　第二方面﹐美国不仅地大物博﹐人口不及中国的四分之一﹐以地大而言他们的居住环境可能冠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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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
这样﹐无论他们的楼房之价怎样下跌﹐在人均的楼房实质享用上﹐日本与中国是永远不及美国的。
从国际的局面看﹐楼房的享用收入一般是在总收入享用的四分之一以上。
这样衡量﹐以人均的实质收入算﹐中国要超越美国是遥遥无期了。
　　“宏观”的国际经济比较难以衡量。
就是假设美国的地价下降到零﹐含意?房之价再下跌﹐但那重要的人均楼房享用依旧﹐实质上远超日本
及中国的。
问题是国民的财富下降了﹐那里的市民采用防守策略﹐对经济的增长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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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解释（卷2）：收入与成本-供应的行为（上篇）（神州增订版）》编辑推荐：系列品牌。
《经济解释》作为张五常的经典作品的系列图书，是张五常教授学术巅峰代表作。
《经济解释》卷三《受价与觅价》，敬请期待。
信息量丰富。
本书在原版的基础上进行了细致地修订和更新，深入分析了如利息收入、生产成本等经济学领域重要
的理论和概念。
可读性强。
《经济解释（卷2）：收入与成本-供应的行为（上篇）（神州增订版）》延续了张教授以经济学现象
解释艰深理论的写作风格，以大量生动的案例和最新的实时数据作为理论支撑，从风趣的阅读中获得
丰富的经济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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