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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局、大局与国运    张剑荆    随着中共十八大的召开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一个新的时代展现
在国人面前。
与过去十年相比，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将是十分不同的。
这种不同不限于个别领域，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各种新的技术突破以及伴
随人口代际更替自然产生的新的精神风貌等，都将使新的十年迥异于过往。
诸多塑造这个国家的新兴力量不断涌现，相互贯通，融合共进，呈现出“九州生气恃风雷”的气象。
这些涌动的力量，常常以难以预料的方式和意想不到的组合，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进而影响着国家事
务的各项议程。
    中国当下正经历的，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经济转型、制度变迁以及社会和文化的重建。
多重转型的叠加和各种矛盾的累积，使我国的转型和制度重建，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不会有简单
的办法解决转型中的所有问题，也不可能一夜之间解决所有问题。
在讨论、制定改革和发展战略的时候，需要警惕那种乌托邦式的思维方式，需要充分考虑中国问题的
长期性和系统性。
    展望新局，我们有乐观，也有忧虑在焉。
    乐观者，是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社会内外要求变革和前进的动力足够强大，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阻挡
；而且，积百年曲折得来的教训和经验，使我们深信，中国前进的方向是符合人类文明共同发展方向
的，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阻挡中国前进。
    忧虑者，则是因为在中国社会内部，不断滋生的既得利益者，对于现状越来越感到自满，他们陶醉
并享受着目前的地位和成就；对于进一步变革，一则认为没必要，一则深感畏惧。
这种对现状感到自满的既得利益者，变得和社会越来越脱节，他们由改革的动力，转变为改革的阻力
。
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在社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具有较强的定义改革的能力，这导致改革的实际进程
同改革的目标出现背离。
民众之所以对改革感到不满，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们在现实中感知到的改革，总是与改革设计者声称
的改革不一样。
    因此，新局的开创，所要正视的首要问题，就是能够用大局整合各种利益集团，使各种不同的既得
利益者都能够以大局为重。
而所谓的大局，就是在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中国能够顺利完成转型，实现长治久安。
这已经成为国运兴衰的关键。
    在过去的一年中，财新传媒旗下的媒体，《新世纪》周刊、《中国改革》月刊和财新网，以十分现
实、理性和负责的态度看待中国正经历的大转型，并以如履薄冰的态度，描摹和分析未来的走向。
支撑我们这样做的，是一种大局观。
    正是基于这种大局观，我们汇集了过去一年间国内最主要的思想家对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的思考
。
单篇看，这些思考都是很完整的：他们陈述了问题，回应了关切，提供了救治之道。
但是，当将这些文章汇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现，与其把这些思考视作答案，不如视作问题更为贴
切。
这就是编者将这本书命名为《关键问题》的缘由。
    这些思考，是供人们进一步思考的阶石。
当人们展望未来、描摹远景的时候，本书作者们的思考，像是一条条线索，沿着这些线索，受到各种
利益牵绊的人们的眼界或许会变得开阔起来，从而形成有益于开创新局的大局观。
    我们希望，本书能够对营造以大局谋新局的精神氛围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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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3年，中国经济必将面临重大调整，公众有理由期待，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新领导班子将会锐
意改革。
在此关键时间点上，财新传媒与线装书局合作，继去年的《中国2012：寻找真实的成长》之后，推出
《中国2013：关键问题》一书。

　　因应着中国的复杂情况，本书并没有急于给出结论，而着意于摆事实、讲道理，极少空洞的宏大
叙事。
虽然对国情、改革和“中国模式”等问题有基本的价值判断，但是这本书仍旧保持了开放的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吴敬琏、陈志武和许小年等作者，皆是一时之选，进一步保证了文章的品质与权威性
。
无论精读还是选读，不同需求的读者都会从中找到自己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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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是多人合著，包括吴敬琏、许小年、陈志武、任建涛、于建嵘等华人圈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
家和社会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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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为何不同步 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不富有，我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关于劳工权益，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不能再像原来一样去压制工人的罢工权，或者组织自己工会的
权利。
如果我们将企业和员工看作是博弈的两方，企业到现在可以通过并购扩大自己的势力，跨越很多行业
并购，使企业的地位越来越高，谈判的地位也会越来越上升，就像富士康一样；但是在劳动者层面，
并没有发生同样的变化。
如果连自己去结社的权利都没有，那每个劳动者只能作为一个单个的个体存在，没有权利通过自由的
结盟形成一个群体，就是说，企业可以通过并购来组织一个越来越大的公司，而在职工这一方却没有
这样的变化发生，这种不对称显然不利于工人权益的提升。
 我们不能为了GDP的增长，为了保持中国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低人权的优势”，继续限制工人结
社的权利，甚至于罢工的权利。
结社权利是最核心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政治权利之一，这是基本的和根本性的，我们不能够为了
保持低劳动力成本而继续去做这种限制。
 如果继续压低劳工权益，对中国的环境破坏也只会更多、更久。
很多人都希望中国继续成为世界工厂，让中国的出口总量占全球出口总量的比例继续提高，但是话说
回来，如果有一天世界一半的或者一多半的制造都是在中国进行的话，特别是在广东，那必然意味着
全球一半以上的污染也在中国发生，资源的消耗也必然是在中国。
 为了结束这样的局面，我们必须对一些根本性的制度进行改革和调整，这样不管是对解决农民工的收
入问题，还是对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都可以带来很多良性的变化。
 首先就是大家谈得比较多的，要结束城乡户口制度，完全放开迁徙权利。
不管是在哪里出生，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可以到其他地方就业和生活，也包括子女的教
育。
 第二就是给工人以组织自己工会的权利，甚至是罢工的权利。
当然这样可能带来一个新的博弈局面，使得经营企业的成本上升，但从另外一方面讲，大家有同样的
基本权利，不能为了一方的权利就必须要将另一方的权利通过法制和行政的手段压下去，这样的话就
不是市场经济了。
 第三是保护创业自由。
减少行政管制，放宽市场边界，尤其是对一些垄断行业，必须进行更多放松管制的改革。
 第四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对权力，特别是征税权，也包括近几年讨论较多的房产税，必须有更多实
质性的制约。
在今天财政不透明、财政预算不透明，财政税收按照30%的速度在增长，征税权几乎没有实质性制约
的情况下，不能因为一时房地产价格调控的需要就推出这么一个根本性的税种。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税种往往只增不减，一旦今天因为房地产价格调控的需
要推出了一个新的税种，以后很难取消掉，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需要推出这样的东西。
在我看来，宏观经济调控需要的优先级远远低于私人产权保护的优先级，这是两个不同级别、不同层
面的东西。
 第五是将各地土地权分给农民，放开农村民间金融，允许土地资本化，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议价的地
位，特别是让他们在本地也能够通过自由创业来改善自己的收入和致富空间。
最近几年我在建议推进民有化的改革，把中央和省市国资委转变成32个国民权益基金，央企国民权益
基金的股权均分给近14亿公民，各个省成立自己的国民权益基金，将各个省剩下的国有资产都注入国
民权益基金里，将这些基金的股份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原则均分下去，从根本上增加
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
一旦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增加了，在劳工议价的过程中工人的谈判地位也会上升，大家为了活下去而
接受一个低收入工作的可能性就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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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民有化改革对许多方面都会产生正面影响，包括提高一般性收入、资产性收入、劳动收入以及
增加就业机会、创业空间、致富空间等。
民有化改革是改变中国增长方式的必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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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2013:关键问题》是中国国家智库十八大之后国势前瞻、中国最有话语权经济学家、学者，思考
当下问题，预测中国未来五年走向、揭露增长受阻、民生告急、转型维艰、改革停滞不前的真相⋯⋯
；关键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将以失败告终，中国人再也过不上好日子！
本书话题敏感，建言犀利见血，编者、编辑几易其稿，反复推敲作者观点和表述方式，使本书终于面
世！
《中国2013：关键问题》一书中有吴敬琏、许小年、陈志武、周其仁、夏斌、刘煜辉、韦森、俞可平
、斯伟江、孙立平、何怀宏、贺卫方、陈有西、于建嵘⋯⋯众多一流的、最有话语权的学者，都在各
自的专业领域做出了判断和预测，覆盖经济整体、国民收入、司法改革、土地流转、税收体制等关系
国计民生和每一个人命运的重大命题。
其中，有忧思，有警告，有期待——面对当下新的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我们也应该有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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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与反改革的力量交锋日益激烈。
从某种意义上讲，此后的改革比改革初期更为艰难。
改革初期的阻力主要来自意识形态，而此时则主要来自既得利益；改革初期的措施有帕累托改进的特
性，而此时国有垄断企业和政府部门已经享受改革的成果，进一步改革会损害它们的利益。
推动国有垄断企业和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政府要对自身进行改革，改革由此进入更为艰难的攻坚战
，进度明显放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在当前这种改革开放的状态下，无论采取怎样的宏观政策，我认
为中国经济的增长都将无可挽回地继续下降。
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回到小平同志所确立的改革开放状态，而是一味空谈，拖延时间，经济和社会的问
题不断积累，有可能超过我们脆弱的社会结构所能承受的范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 如果以农民的纯收入作为基数，2009年的财政税收约
为6万亿元，等于13.8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
整个中国的农民数量还没有那么多，这更说明政府得到的钱是多得多么离谱。
 如果征税权力不受限制的话，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只会继续下降，这个局面将无法改变。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陈志武 政府本身，到底是服务
还是管理，也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服务型的政府，是以“管理”为主，还是以“服务”为主？
是代表部门利益，还是代表利益集团的利益，还是代表地方的利益，还是代表全社会的利益？
现在，改革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利益集团的问题，而且存在着国家利益被部门化、政府化、政党化
的情况。
这些下一步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在地方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已经开始触及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教授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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