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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于2000年开讲，至今已有五百多位演讲者登台，四位主持人接力主持，
千余学生现场听讲提问，亿万电视观众一起跟堂收看——这些数字都体现出一种坚守：我们的民族和
文化，需要更多学术殿堂独立思想的浸润和引悟。
　　当年我们创立这档节目时，找不到另外的成功范本，对于它后来的影响力，我们以为是一种“意
外的收获”。
　　其实它又潜藏着必然的因子。
　　把大中华文化圈知名学者的最新学术思想成果，从小众范畴搬进国民大课堂，是方法，也是态度
。
这个课堂没有任何偏见，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
言”。
于是，相对静态的演讲，被传播放大，而思想的厚重，又随了传播远走，中华文明的高山流水，惠泽
于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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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纪大讲堂》是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档坚守“思想性、学术性”，有着强烈文化抱负的周播节目，在
中国文化界、传媒界有着极高的口碑。
本书以“经济转型、宪政反思、医疗改革、教育回归本质”等社会焦点问题为核心，与各行各业的顶
尖专家学者一起反思中国三十年改革取得的经验与成绩，并对其中的社会冲突矛盾和未来前行路途中
的困惑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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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鲁湘，学者，凤凰卫视主持人。
1956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著有《黄宾虹》《中国古代文化遗迹》等。
策划制作大型电视文化节目《纵横中国》《文化大观园》《世纪大讲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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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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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是好的医学新医改回归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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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王鲁湘：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公布了十条经济刺激措施，投资总额超过4万亿人民币。
这种大手笔的财政支出是否能帮助中国渡过金融难关？
启动民间消费、拉动内需的关键何在？
有关这些问题，请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为我们解答。
　　陈教授，您对这次4万亿的投资怎么看？
　　　　陈志武：4万亿的投资，我个人觉得尽管用意是很好的，但从效果上说可能不会像我们预期
或希望的那么好。
　　　　王鲁湘：前不久我在《参考消息》上读到您一篇文章，您提出一个大胆建议，就是把一批本
来应该还给老百姓的钱拿出来建立基金。
您怎么会提出这个设想呢？
　　　　陈志武：我那篇文章大概意思是说，我们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国有化一直到现在，都是
按照“全民所有”的概念来做的。
把所有的私人财产包括楼房，全部归为公有，然后归为国有，最终建立起一个全民所有的公有制体系
。
但实际上五十几年下来，真正全民所有制之下大家都应该有的那一部分好处，老百姓是不怎么看得见
和感觉得到的。
　　　　王鲁湘：我活了五十多岁，就从来没感觉到全民所有，我觉得那就是国有，跟全民没关系。
　　　　陈志武：按照我收集的数据计算，你应该有差不多5万到6万人民币的财富。
但是这6万块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没有到老百姓手上，所以并没有对老百姓的消费和福利产生实质性
后果。
全民所有制必须通过民有化改革，把这些财产最终的产权所有具体落实到每一个个人身上。
否则，大家现在都希望发生的所谓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很难实现的。
　　　　王鲁湘：政府这一次仍然采取靠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是不是也有某种现实考虑？
比如我听到一些解释，说这些大型项目的投资能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能形成一个更长的产业链，
是这样的吗？
　　　　陈志武：不是这样子。
从绝对角度讲，我花4万亿，多少都会给GDP带来贡献，肯定不会等于零。
但如果换一种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比如我现在提的一个建议，给全国所有中小企业免税一年——中
小企业给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在46%左右，同时给中低等收入的家庭和个人免税一年，这两项加一起
大概会节省3万亿左右的税钱。
这3万亿如果由中小企业去做投资——不是由政府官员去投，中小企业站在行业的前线，更知道拿没
交税的钱去投资会带来什么样的回报，由此产生的就业效果、产业结构优化效果、GDP新增效果是非
常巨大的，对于整个中国的经济模式更多地转向内需型消费，也会有一个根本性的帮助。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这个话题有点太大了，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定义这个模式到底是什么
。
我现在要讲的模式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老百姓不太敢消费　　　　第一，中国的老百
姓不太喜欢消费，不太敢消费，所以中国国内的民间消费总是上不去。
　　第二，国家是花钱和投资的主体。
换句话说，老百姓一般是不花钱的，更多是把钱存进银行。
而政府通过财政税收，通过银行对金融资源的控制，通过众多的大型国有企业控制生产——尽管从数
量上不一定像原来那么多，特别是通过国有制让几乎所有的土地直接或间接地都属于国家，由此控制
了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资产，这就为所谓的投资驱动模式提供了基础。
　　第三，产品消费主要依赖出口市场。
一方面民间消费不足，老百姓都不愿意花钱，另一方面国家在大的工业基地方面不断投入，使得工业
产能越来越高，由此带来供需两者之间关系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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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种不平衡在过去三十年变得越来越严重，生产这么多东西往哪儿卖呢？
好就好在有出口市场。
国内需求不足，产能越来越高，没问题，靠出口！
国外的出口市场为中国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模式提供了一个最核心也最必要的条件。
不过金融危机一来，这个条件就变成了一个大问号。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政府对于进一步经济增长要想那么多办法，想让中国突破这个局面。
　　目前这个情况可能是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面对的最大一次挑战。
我想谈的是为什么7%-8%的GDP增长速度对于中国来说好像显得不够。
对于西方人，对于那些习惯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的人来说，他们抓破脑袋也不能理解，7%-8%的
GDP增长速度还不够吗？
可是对于中国来说，如果GDP增长速度降到了6%或5%，就会出问题。
因为中国整个的经济制度架构安排，使得它的GDP增长速度不能够跟其他私有制经济做直接的比较。
　　接着下来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种增长模式在过去三十年能够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原因大致来说有两个：一是经过二百多年工业革命的发展，到1978年，那么多成熟的工业生产技术—
—不管是交通运输技术也好，电脑技术也好，其他的运输容量、生产容量也好，都等在了中国的大门
口。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时候中国只要愿意开放，愿意加入全球贸易秩序，同时也愿意引进这些技术，所
谓的“后发优势”就可以很快地体现出来。
　　第二个成功原因是国家对资源的垄断。
这种垄断在一定时期对经济发展有正面的贡献。
比如我们把中国、印度和美国做一个比较，美国是自由市场国家，是私有制国家，它有世界上最发达
的资本市场。
所以美国尽管没有国家拥有的资产，总统没有办法通过签署一个命令把老百姓的私人财产调动起来，
比如调动4万个亿去盖大楼、建奥运场馆、盖国家大剧院或者修更多的高速公路，但是没关系，美国
在私有制之下可以把民间的资源通过资本市场的交易调配到一起，做一些大项目、大企业，比如GE、
微软这样的大公司。
　　中国没有美国这么发达的资本市场，但国家垄断了几乎所有的土地、生产性资源及资本储蓄，只
要国家发改委或当年的计委，或者国务院哪个部门发一个文件，就可以把这些资源重新按照他们希望
的方式去调配，而不需要支付其他司法方面的成本或者要经过国会长时间的听证，所以资源调配起来
可以非常快。
　　印度正好处于两边都不靠的局面。
印度是私有制国家，政府要做大的形象工程或者工业基地，像武钢、宝钢、三峡这样大的工程，是很
难调配资源的。
因为政府不能够命令老百姓把自己的土地财产放弃掉，把属于他们的钱、他们的房子奉献给国家，政
府没有这种权力。
同时印度又没有一个很发达的资本市场，所以在工业基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确确实实赶不上中国。
　　但我要讲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果不从基础制度层面做进一步的改革，最后要走出来也是
很难的。
简单来说，今天这种基础性经济制度或者说上层建筑，决定了一个根本局面，那就是“国富民穷”。
“国富民穷”的局面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最核心的约束条件。
这个紧箍咒如果不打破，即使总理或者其他政府官员每天求着老百姓多花钱，刺激经济增长，老百姓
也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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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国富民穷”的局面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最核心的约束条件。
这个条件如果不打破，即使总理或者其他政府官员每天求着老百姓多花钱，刺激经济增长，老百姓也
没办法。
　　——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 陈志武　　把民主作为普世价值提倡的人和反对把民主看成普
世价值的人，实际上是同一种逻辑，那就是把民主看成是西方的东西，这并不符合历史现实。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新医改”明确提出了医疗卫生制度的公益性。
有学者认为，政府就该管付不起医药费的人，付得起的就不要管了。
这个方法为什么在中国不可行？
因为中国付不起的人太多了。
　　——北京大学教授医改一线专家 李玲　　当前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忘了什么是教育。
教育本该是幸福的、快乐的，它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考试，为了升学，而是帮助一个人成为他自己。
　　——民进中央副主席苏州大学教授 朱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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