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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学界应该善待自己的英雄，因为正是他们，才创造了经济“思想”这个重要的产品，从而在
深层次上影响或改变着这个世界。
　　在1936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最后一章，凯恩斯留下了一段千古绝句：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
力量。
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
认为自己不被知识分子左右的普通人，常常沦为一些三流经济学家的奴隶。
掌权的狂人，将自己的意志充满了空间，他们的疯狂，正是借用无耻文人几年前的陈词滥调来彰显。
我相信，相比于潜移默化的思想侵蚀，既得利益的权力被过度夸大了。
或迟或晚，对我们更加危险的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
①　　用近代中国的大实业家、大政治家张之洞的话说：国家之兴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我认为，今天的中国，更需要倾听。
于是，我在三年前便有了撰写这本书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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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简录新中国六十年来经济学界的若干代表人物（马寅初、孙冶方、于光远、杜润生、厉以宁、吴
敬琏、刘国光、张五常等）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轨迹，描述了他们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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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东斌，1944年生于哈尔滨市，1968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1979年进入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1991年
任研究员。
1993年调入深圳大学，一直是政治经济学学科带头人，现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博
士生导师。

    三十多年来，主要研究方向是经济学基础理论。
主要学术作品有《社会主义经济学导论》、《选择经济》、《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人与市场
》、《人与制度》、《我讲（国富论）》、《“制度人”假设》等。

    作者的研究一直追寻着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前沿，其中“劳动者价值”、“新社会主义论”、“创造
收入”等学术观点；“以开放促改革”等政策主张和对中国经济特区问题的研究；“目的论”、“两
个检验标准的逻辑统一”的研究方法在中国思想界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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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答：的确是发生了质的变化。
经过耶鲁一年半紧张而充实的学习，使我获得了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
我认识到，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中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任何真正的改革都必定是市场取向的。
从那时起，我一直坚持这一信念。
　　问：1984年7月你结束在美国的访问研究回到国内的时候，国内情况是怎样的？
　　答：我在美国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国内的情况已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
从经济情况说，通过“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价格双轨制”等安排，市场导向的个体工商业、私
营企业、外贸企业等民营企业已经破土而出，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同时，理论界和经济界也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作了认真的讨论。
　　问：当时经济学界对体制改革目标有哪些看法呢？
　　答：在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全国上下都行动起来，殚精竭虑，寻求摆脱困境、实
现发展的良方。
中国政府也一改“世界革命中心”的傲慢心态，向世界各国派出了成百个观察团，探求中国逐渐沦落
的20年中其他国家能够快速发展的秘密。
　　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80年代中期，理论界、经济界和政界提出的改革目标模式大体有四个
。
最先学的是后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改良的苏联模式”），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给予国有企
业更大自主权。
后来，匈牙利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下，在微观（企业）层面引进一些市场
因素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东欧模式”），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广泛传播。
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际情况表明，这两种模式都无法从根本上提高经济效率。
到了1980年代中期，人们认为可行的体制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以日本为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采取的政
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东亚模式”），另一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欧美模式”）。
虽然欧美各国的体制也有许多差别，但它们在政府着重于提供公共产品、而不干预企业微观经济决策
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
在以上两种观点中，大体上说，党政官员比较推崇“东亚模式”，例如，国家经委偏爱日本的做法（
通产省主导），国家计委偏爱韩国的做法（企划院主导）。
邓小平多次讲过要学习新加坡那种强有力的政府加市场经济的做法。
而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则比较推崇“欧美模式”，因为经济学的开山祖师A．斯密就是
以批判强调政府主导作用的重商主义开始他的著述的。
不过在当时，这两种观点的分歧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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