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治大国若烹小鲜>>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治大国若烹小鲜>>

13位ISBN编号：9787542617798

10位ISBN编号：7542617796

出版时间：2003-5

出版时间：上海三联书店

作者：盛洪

页数：316

字数：21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治大国若烹小鲜>>

内容概要

政府是一种既古老又神奇的制度，它既给人们带来福利，又可能导致灾难。
    本书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讨论了政府的起源和性质，政府的基本功奖惩民悖论，政府的演讲，政府
在制度结构中的位置，以及在国际政治中的政府，坚持经济自由主义的“小政府”的主张，作者探讨
政府“如何小”的方法，并以“治大国若烹小鲜”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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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盛洪，1954年12月生于北京，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6年和1990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相继获得
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
现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和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盛洪对经济学各领域有着广泛的兴趣。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先后致力于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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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治大国若烹小鲜第一部分 政府起源与性质  龙的诞生，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故事； 合约的起点；  
外部性问题与制度创新；  竞争规则是如何形成的？
  附录：  中国电信业立法建议研究报告第一章第二部分 政府的基本功效与悖论  “社会成本问题”的
问题；  经济学透视下的民主；  为什么人们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制度安排？
   法官裁决与公共选择；  怎样用自由保卫自由？
  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与政府政策。
第三部分 政府的演进与制度结构中的政府  有关中国减税的三个理论问题；  市场分工、公共选择与无
形规范；  寻求中华民族新的制度结构。
第四部分 政府、国家与世界  南海：新的国际规则诞生的地方；  对冲基金、金融市场与民族国家；  
为什么不是意外？
  统一比分裂好，和平比战争好；附录：  评茅于轼与盛洪的两篇文章（黄春兴）  答黄春兴（盛洪）  
新帝国主义，战略恐怖主义，还是天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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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原来读老子的《道德经》，最难理解的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意境。
怎么什么都不做，就可以达到什么都做的效果呢？
关键在于理解“无为”二字。
“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要做妨碍别人“有为”的事情，对于政府来讲，就是不要做妨碍
老百姓积极性的事情。
一个社会，只要所有成员都能奋发有为，什么事情不能做呢？
所以我在后来一篇文章中总结道，“‘无为’就是对妨碍的妨碍，对限制的限制。
”这与经济自由主义强调的小政府理想颇为一致。
　　然而，将“无为”或“小政府”理想简单地理解为政府做得越少越好则是有问题的。
应该说，政府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创造。
迄今为止不少美好的字眼，如自由、平等、公正等等，都是在有政府的条件下近似地实现的。
这说明，在有些地方，政府是不可替代的。
所以政府的“无为”，应该是在该有为的地方有为，该无为的地方无为。
这需要对政府这种制度有深刻的理解。
“无为”不是无知，“自然”也不是毫无人的意识和智慧。
我过去很赞赏中国的传统园林艺术，认为它是中国文化“崇尚自然”风格的体现。
后来到北京郊区的一些新“景点”去了几次，才发现，完全无知无识的所谓“自然”是多么糟糕。
那些毫无文化造旨的仿古建筑，与北京与承德的皇家宫殿，和苏杭一带的江南园林简直有天壤之别。
在那些与自然景观浑然一体的建筑风格背后，是深度刻意的安排。
做得象“自然”一样，其实不是自然而然的。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关键是个“法”字，即仿效、效法之意。
而效法，就有水平高低不同了。
有维妙维肖，也有邯郸学步，还有东施效颦。
要仿效，首先是要理解，要把自然“吃透”。
所以，在“无为”的背后，是理解自然、仿效自然的大学问。
　　这样的境界，又用得上老子的另一句话，“治大国若烹小鲜”。
过去，关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一种解释说，小鲜是很嫩的，如果老是翻过来、翻过去，就会弄碎了；因此治理大国也不能来回折腾
。
这种解释虽然接近本意，但没讲到“妙”处。
懂得烹饪的人都知道，烹饪技术（？
艺术）的核心部分，就是掌握火候。
而小鲜，又是各种烹饪材料中最为娇嫩的，更要细心伺侯。
所以治理大国的最高境界，就是小心翼翼地掌握火候。
那么，怎么掌握火候，大国又如何可以被比作小鲜？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也可以大而化之道来。
简单地说，治理国家，首先要考虑人民的性质。
从经济学角度看，人民的性质就是趋利避害。
如果政府能够提供和维系一套基本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任何个人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时，就对社会
有利；在做对社会有害的事情时，就对自己有害，就可以使全社会的成员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使
社会繁荣起来。
一般而言，这套制度包括保护产权、维持秩序、调解纠纷的功能。
 一旦有了这么一个制度框架，人们明确地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成本，什么是自己的收益，从而自动地按
照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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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什么对社会有害，什么对社会有利，在有些时候并不是那样判然分明的。
往往是同样一件事，做得不够和做得过头都会对社会不利，比如货币供给。
过多了叫通货膨胀，过少了，我们现在也知道叫作通货紧缩。
通货膨胀意味着，当社会所有成员都已经被动员起来进行经济活动以后，仍要增加需求，则只能导致
物价的上涨，而不会有新的供给了；通货紧缩意味着，社会上还有一些成员没有工作，却已经没有货
币支持他们的经济活动了。
在相当长的人类历史中，人们采用贵金属做货币，货币供给由贵金属的生产决定，货币供给与货币需
求吻合的情况只是偶然地发生。
后来人们又发明了贵金属本位制，即以贵金属为准备金发行可兑换证券，部分地摆脱了贵金属的束缚
，直到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了不兑现的纸币作为货币，才完全脱离了贵金属的限制，货币供
给完全可以由政府的货币政策决定。
所谓货币政策，一般就是中央银行对再贷款利率的调整。
再贷款利率的调整，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利率的些微调整就会
影响人们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
当利率调高后，就会有些人认为他们原计划的经济活动得不偿失，从而中止他们本来要进行的投资；
反之亦然。
这样政府通过很小的调整，就从事着造福于整个社会的治理。
　　谈到火候，谈到货币供给，我们很自然地想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即美国中央银行）主席格林
斯潘。
他的任务，就是在保证货币充分供给的同时，避免通货膨胀。
他的全部工作，似乎就是以0.25%甚至0.125%的微量，调整美元的再贷款利率。
别看调整幅度如此微小，但对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着重大影响，以至他的一篇讲话，既
可能造成股市动荡，又可能给人以信心。
自他执掌美国联储以来，美国经济逐渐摆脱了滞胀局面，出现了低通胀、高增长的态势。
当然，格林斯潘的工作可不是好玩的。
尽管只做0.25%的调整，但如果一不小心弄错方向，也会导致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
因此需要对货币体系、金融制度和实质经济有深刻的理解，并对美国经济现实有足够的“感觉”。
这和他的经济学背景、他在金融界长期工作的经验很有关系。
在微量调整、掌握火候的背后，是对经济体系的洞悉、对当下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和对货币政策和
政策手段的刻意选择和安排。
这不正是一幅活生生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图景吗？
　　达到这样的境界，却不是格林斯潘一人的功劳。
只有在货币体系和金融市场充分发展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才会如此灵敏。
而这一经济体系的形成，则依赖于世世代代人的努力和积累。
在这一制度中，政府运行有效并且不可替代，却花费最小而影响最大。
恰恰因为，政府在它该发挥作用的关节点上发挥着它的智慧，从而避免了它对经济其它方面的干预，
反而给全社会成员留下了巨大的“有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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