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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是林毅夫世行

卸任归来带回的三本著作之一。

全书的主脉络是纵横双向解码中

国经济，还原给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

市场经济的鲜活画卷。纵向看中国经

济的沉浮，从19世纪前的辉煌到近

现代的衰落，再到如今的兴起，在历

史长河中辨析演变的原因、存在的问

题、机遇与挑战；横向按城乡或部门

剖析，由于推行重工业化战略，造成

了城乡分割的经济体制，这个体制的

由来与改革按照两条线索讲述：一条

线是农村的改革，关注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探讨改革后相关的问题如粮

食安全、农业劳动力转移，提出了解

决“三农”问题的对策；另一条线则

聚焦城市改革问题，分析了1978年前

后城市改革的不同方式及其影响，城

市改革的难点和出路。然后分专门章

节回顾国企改革、金融体系改革；最

后讨论了时下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新农村建

设、公平与效率等，并总结反思了经

济学界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对中国经

济的各种看法。

了解经济学理论的人，大多都

有这样一个困惑：为什么经济学理论

用来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是如此

合适，可面对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就“失灵”了呢？林毅夫说：“理论

应该能够用来解释和预测现象，若不

能如此，则说明这个理论有根本的缺

陷。”他提出应修正经济学隐含的假

设——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不能假定企

业具有自生能力，而是在发展和转型问

题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制定时，必须把企

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具体考虑变

量，这样，经济解释就会迥然不同。

“经济理论的作用就像一张地

图，地图不是真实世界本身，而是帮

助我们了解周遭的环境以及下一步如

果往前、往后、往右或往左会遇到什

么样的新景象，地图一定要有一定程

度的抽象和简化，但如果把重要的地

标忽略了或画错了，经常会造成人们

行动的失误。”相应地，与企业的自

生能力相联系的还有比较优势。一个

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该国具有

比较优势的产品、产业、技术结构，

如果一个国家的目标被领袖或精英定

位为短时间建立与发达国家比较优势

一样的产业，那么实现这个目标的载

体——企业——必然没有自生能力，

在开放竞争市场中将无法生存，如果

要强行实现这个目标，政府就必须靠

强大的有形之手，扭曲价格信号，干

预资源配置来补贴、保护这些没有自

生能力的企业，进而导致寻租、预算

软约束、宏观不稳定、收入分配不公

等问题不断涌现。结果必然是揠苗助

长、欲速则不达。

《解读中国经济》对许多中国经

济问题做了完整的叙述，澄清了很多模

糊边界。例如，为什么19世纪之前，

中国是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独步

天下，而现代则落后欧美，即著名的

“李约瑟之谜”，林毅夫给出了视角

新颖的解答。中国的衰落，可在科举

制上找到根由，而民族复兴的感情又

源自儒家文化，“中国的科举取士以

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由此形成的激励

机制不利于数学和可控制实验等‘奇

《解读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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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食品会导致不孕吗？畸形膨大水果

吃了会致癌吗？戴隐形眼镜会得白内障吗？手

机辐射到底有多大？书中这些问题离我们的生

活太近了。而面对这些问题，谁来调查真相成

了大问题。虚假事实、夸张的表述、专家学者

的名号、貌似科学的实验或者报道本身都可能

影响人们的解读，给流言创造出没机会。一群

活跃在食品安全、健康知识等社会公益辟谣领域的科技青年从科

学的视角出发，秉持“严谨思考、分析真相”的理念运用专业知

识为公众粉碎谣言、揭示真相，树立理性思考的生活方式，让谣

言止于科学！

作    者: 果壳网

出 版 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2年1月

《谣言粉碎机》3

在把正确的历史知识用通俗而又优

美的文字介绍给社会大众方面，已故的

李埏教授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学者。他写

过不少关于中国历史的短文，发表在不

同的报刊杂志上。这些文章文笔优美，

深受社会各界的好评。李伯重和李伯

杰教授分别是中国经济史和德国文化史

方面的专家，他们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也写了一些中国历史和

德国历史方面的随笔和读书札记，发表在国内多家杂志上（李

伯杰教授还在《读书》杂志上开辟了“德国文化史随笔”的专

栏），受到读者的好评，一些文章被报刊和网络广泛转载。李

伯重和李伯杰教授从三位学者已发表的文章中，挑选出四十余

篇，编成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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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共收录了作者12篇读史文字，分为

三编，从“读史”、“讨论”、“评论”三

个角度对中国现代史进行了分层式的解读。

“读史”是作者对中国革命史中一些富有争

议性的事件和过程的看法，“讨论”是作者

回应其他学者对其的质疑，“评论”是作者

对一些所谓的“历史学著作”的个性评价。

本书虽为新旧论文结集，看似并无统一主题，但若读者留

意，却处处可见作者用心。作者是以其史才与史学去摇撼甚至推

倒某种史识、史观渗透或支配的各种固有“历史叙事”。

《圆顶的故事》2

作    者：罗斯·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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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6月

技淫巧’的学习，因此，中国也就

无法自发地产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

命，从而在西方发生工业革命后的

短短几十年时间内，科技和经济发

展水平迅速由领先变为落后。”

分 析 问 题 时 ， 林 毅 夫 也 给

出 了 多 种 解 释 及 争 论 。 例 如 对

1959~1961年的农业大灾害，目前

有三种解释：自然灾害，“三分天

灾、七分人祸”，人民公社规模太

大而导致激励下降。林毅夫在分析

了三种解释的逻辑合理性之后，用

经验检验的方式，对比一个有趣的

现象：从1953年到1958年，从个体

变为集体，农业生产率提高了；从

1978年到1984年，从集体又恢复到

个体，农业生产率依然提高了，这

是为什么呢？这个现象与农业危机

相联系，他提出了新的解释。书中

对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渐进式

改革、东亚奇迹、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国企改革、社会主义新农村

……等诸多问题的探讨，令人读罢

掩卷，有豁然开朗之感。

虽然是对中国经济的解读，但

本书内容并不局限于星星点点的经

济问题，而是全方位、逻辑连贯地

解读中国发展问题，因此也是了解

历史的极好素材。对合作化运动、

城乡户籍隔绝制度、地区粮食自给

自足等等，书中都有细致准确的呈

现，甚至对于中学生学习中国近现

代史，它都是一本很好的补充教材

和课外读物。

（转载自《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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