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7年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会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曾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国家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务院经济
体制改革办公室秘书长、宏观体制司司长，
国家体改委分配和社会保障司司长等职。

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与改革的实
践，在企业改革和劳动体制、社会保障体制
改革方面撰写了诸多有理论创新和应用价
值的论著、文章。

宋晓梧

1957年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他曾在英国发展研究院、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

卢锋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我国开放
宏观经济、农业经济等方面，就人民币实
际汇率、国际收支失衡、服务外包、粮食安
全、粮棉贸易等问题发表诸多著述。他提
出并系统阐述“产品内分工”概念，并以此
为理论视角观察、解释中国经济开放成长
的经验表现。

卢锋

1953年生。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1984年，在浙江德清县召开的“莫干山

会议”上，当时仍在攻读硕士学位的华生与
同伴一起，在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
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并作为会议代表之一
向中央财经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做了汇报，后
被国务院采纳，这项改革是对我国长期实行
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历史性突破。

华生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深入研究与准
确预测，使他被认为是对中国证券市场最
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华生

1954年生。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2012 年 3 月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

策委员会委员。
1991-1995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

经济系博士。后回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
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担任教授至今。
还担任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
研发部总经济师。

宋国青常年专注经济预测领域，曾多
次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做出准确预测，被
誉为“中国宏观经济预测第一人”。

宋国青

聂辉华
1978年生于江西省

崇仁县，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博士，美国哈佛
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后。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
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
大学企业与组织研究中
心副主任。主要研究组
织经济学，在契约理论、
企业理论和新制度经济
学等领域产生了广泛的
学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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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合谋”埋下
高增长隐患

新京报：能简要介绍一下
你研究的领域和近期关注的问
题吗？

聂辉华：我的研究领域是组
织经济学，主要研究政府和企
业内部的激励机制，以及政府
和企业的关系。目前主要关注

“政企合谋”现象、中国深层次
改革的总体战略等。

新京报：你提出的“政企合
谋”分析框架该怎么解释？

聂辉华：我提出“政企合谋”
这个分析框架，是希望一方面
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另
一方面解释中国经济和社会中
出现的诸多问题，例如矿难、环
保、食品安全和高房价等。目
前学术界的研究，侧重于解释
第一个方面，而我是要同时解
释两个方面。

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之 间 存 在 信 息 不 对 称 ，在 以
GDP 为考核标准的压力下，有
些地方政府可能会允许辖区内
的企业选择不安全、不环保、短
视的低成本方式来实现经济的
高增长。

地方政府得到政绩和升迁
的好处，企业得到高额利润，因
此双方有动力进行“合谋”，于
是埋下了矿难、食品安全、环境
破坏等问题的隐患。只要不进
行政治体制改革，改变现有的
经济发展方式，“政企合谋”将
长期存在。

新京报：你认为目前中央政
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标准有哪
些缺陷？未来如何完善？

聂辉华：有两个方面的缺
陷。第一，在考核内容上，过于
强调 GDP、财政收入等硬性指
标，对民生、环保、技术创新、法
律实施和产权保护等“软性”指
标强调不够；第二，在考核主体
上，完全是自上而下的考核与
问责，缺乏自下而上的考核与
问责。未来应该在考核的内容
和考核的主体两方面进行完
善，更多地将上述“软性”指标
纳入其中，并引入当地居民对
地方政府的评价机制。

新京报：那这种“政企合谋”
有没有可能发挥更积极的作
用？比如在引导和激发企业的
创新能力方面。

聂辉华：市场经济的核心是
产权保护和自由竞争。如果政
府可以更好地保护企业的物质
和知识产权，可以更好地保护
正常的市场竞争，中国企业在
市场竞争和国家引导下一定可
以实现“中国创造”。必须强
调，创新是竞争力的灵魂，而自

由是创新的灵魂。

“顶层设计”需慎重理解

新京报：中国经济遭遇增速
放缓。你认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
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聂辉华：最大的挑战是被制
约了的经济体制改革，这已经成
为了一切问题的源头。如果深化
体制改革，就可以进一步释放制
度的活力，中国经济再保持20年
的高增长是没有问题的。

新京报：那在你看来，应该
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突破深
层次的改革？

聂辉华：突破深层次改革是
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对
改革总体战略、改革本身的激
励机制进行科学分析。

事实上，我觉得最近流行的
“顶层设计”概念需要慎重理
解。改革的目标需要在全社会
进行大讨论，然后形成改革目
标的共识，并进而根据未来的
目标和当前的发展阶段来确定
改革的总体实施战略，而不是
由少数精英来设计。

纵观中国历史，没有一次成
功的改革是由少数精英设计的。
因为没有人是完全理性的，我们必
须避免“建构主义”的陷阱，即哈
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

中国改革的方式和结果充
满了不确定性，无论是中央还是
地方都不可能单方面完成改革，
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革试验。

新京报：你最近写了一篇文
章，叫《西天取经的履约机制》，从
组织经济学的角度重新解读了

《西游记》中对唐僧师徒四人的角
色设定。那在你看来，这一机制是
否也适用于当下中国的治理？

聂辉华：《西游记》不仅是一
部神话小说，也是围绕取经团队
的创业过程展示人间、仙界和佛
界的利益冲突的现实写真。西
天取经的团队成员可以精心设
计，但是中国改革是一个复杂的
博弈过程，难以完全设计。改革
的目标可以讨论，但实施过程和
未来结果难以预测，具有很大
的不确定性。

需出新机制弥补
“孝道”缺失

新京报：你和李金波博士合
写过一篇《儒家孝道、经济增长与
文明分岔》。为什么会将“孝道”
和“经济增长”这两个看似不相干
的内容结合起来研究？

聂辉华：这篇文章着重从经
济学的角度剖析“孝”的经济含义
和实施机制，揭示孝道作为一种
社会规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人们在幼年期需要依靠上
一代的抚养，在成年期以赡养老
人的方式偿还，同时也抚养自己
的后辈，到自己年老时再将这些

“投资”收回。这样就形成了一个
个世代交叠的代际交换契约。我
们发现，在缺乏金融市场的中国
古代，孝道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
储蓄机制，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增
长具有重要意义。

新京报：你在此文中得出的结
论对于当代中国有什么现实意义？

聂辉华：经济学研究目前的
趋势是注重数理工具，但是可
能忽视了历史因素。最近普林
斯顿大学荣誉教授邹至庄先生
就提出，理解中国改革和民主
必须结合中国历史。

例如，1978 年经济改革前
后的经济发展规划有没有其历
史渊源？和修筑长城、开凿大
运河有没有联系？

作为一名制度经济学者，我
和我的合作者试图从历史的角度
来分析中国古代的一些制度如何
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文明演
化，这些历史制度对当今有什么
影响，所谓“以史为鉴”。

至于“孝道”，目前在中国一
些农村地区，由于大量青壮年劳
动力外出打工，出现了老年人“老
无所养”的现象。很多老年人不
仅要从事艰苦的农田劳作，还要
帮忙抚养孙子孙女。城市里也面
临着相似的情况。

如今，“孝顺”与否不影响个
人经济利益，作为一种非制度
性的文化传承已经断裂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作
出“子女必须每年看望父母”的硬
性规定，我觉得是没有任何作用
的。不如设立新的激励机制，比
如规定子女和父母同住者，将会
获得政府一定数额的住房奖金，
这样的制度安排会更有效。

定义“经济学家”

新京报：你曾经写过一篇文
章，说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学家”名
声不太好，是因为有些人在其中鱼
目混珠。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
才能称为真正的“经济学家”？

聂辉华：真正的经济学家肯
定是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的专业学者。但国
际学术界对“经济学家”（econ-
omist）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
它在英文中只表示从事经济学
研究和应用的专业人士，是一
个普通的职业称谓。但是中国
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我们
评价一个人是否成为经济学
家，还应该看他对传播和普及
经济学的贡献，或者是应用经
济学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
贡献。

新京报讯 （首席记者杨万国）
对话经济学人，展现青年才俊。
即日起，新京报启动中国青年经
济学人评选活动。

北京向南 1272 公里，坐落于
浙江省德清县境内的莫干山，曾
是一个时代里青年经济学人心
中的圣地。

28 年前的金秋，由 8 家新闻
媒体召集，从全国 1300多名青年
经济科学工作者中遴选出来的
150名佼佼者会聚莫干山，就中国
当时“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
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展开讨论。

“莫干山会议”在中国改革
开放早期首次集结了当时国家
最优秀的一批青年经济学者。

当时，“农村改革已经大有
起色，城市改革尚举步维艰。保
守势力很强大，思想意识形态依
然比较紧张。”

这批三十岁左右的青年经济
学人在改革的关键时刻，第一次
登上时代前台，他们以智慧，学识
和担当向时代发声。他们对中国
改革开放从农村向城市的关键推
进提供了诸多卓有价值的思路，
并引起了决策层重视。

从此，这个以经邦济世为己
任的智慧群体，与时代同行。推
动了中国30年来大步前进。

如今，当年上山激扬国是的
青年人华生、宋国青……已经鬓
角斑白，桃李满园。

如今，莫干山鲜为人知，时
代更加喧嚣，社会迫切需要彰显
智慧和理性之声；

如今，改革亟待深化，中国
改革开放事业需要新一批经邦
济世之人。

时代召唤新一批青年经济
学人走上前台，社会迫切需要更
多优秀的青年经济学者站在改
革的潮头。

从上世纪 80年代初“莫干山
会议”上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

“第一次集体发声”，到80年代末，
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经济学专
业百余名学子和主管经济的国务
院副总理姚依林走上街头，向千
百民众提供“中国经济发展和改
革咨询”，中国经济学人总是在传
承和新生中，积极站在时代的前
沿，为国家发展提供理性和智慧。

不管是80年代末由数家报纸
联合发起，吸引十万民众参与的

“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知识竞赛”，
还是当今吸引百万关注者的诸多
经济学家微博客。中国媒体一直
积极和一批批经济学人同舟共济，
共同为国家改革富强建言献策。

9 年来坚持彰显理性和建设
之声的新京报，将通过此次系列
报道和评选活动，聚焦中国新一
代的经济学者。

我们特此邀请夏斌、宋国青、
华生、卢锋、宋晓梧等权威经济学
家担任评委，通过他们的推荐，本
报调研，从国内科研机构、专业院
校、金融机构中遴选出一批优秀青
年经济学者，新京报将对这批优秀
青年经济学者进行系列特别报道，
介绍他们的学术思想，展现当代青
年经济学者的学术风貌，呈现他们
的学术成果。并在2012年年底进
行“中国青年经济学人”颁奖活
动。新京报希望通过系列报道，
为社会发掘优秀的青年经济学
者，传达他们的理性和智慧之声，
让经济学更好的为时代服务。

专题统筹/杨万国 常惠芳

新京报启动“青年经济学人”评选 聂辉华：释放制度活力 经济可保持20年高增长

1951 年生。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央行货币
政策委员会前任委员。

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成员，曾任中国人
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证监会交
易部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中国人
民银行政策研究室负责人、非银行金融机
构监管司司长。

夏斌 2002 年的论文《货币供应量已不
宜作为货币政策的唯一中介目标》获中国
孙冶方经济学奖。

夏斌

问：对于中国的诸多经济学
人，你最为尊敬的是哪一位？

答：杨小凯。他对学术研
究有所贡献，对公共事务有所
参与，对开启民智有所作为。特
别是敢于突破流行观点的迷雾，
预见到未来中国发展的前景，
例如提出“后发劣势”的概念。

问：2012 年的经济运行到

现在，当前的状况，是否有让你
很意外的地方？为什么？

答：没有意外。凭借“政府
主导、投资驱动、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中国模式，再保持 5 年的
高速经济增长应该没有问题。

问：近期在市场层面，你认
为哪一项改革最值得期待？

答：打破行政垄断，鼓励民间

资本进入，这是完善市场体系的
关键环节。一个有行政垄断的经
济不能称为彻底的市场经济。

问：未来10年，你认为哪一
个行业具有投资前景？

答：养老院。中国已经进
入了老龄化社会，培养看护人
员，发展养老院，将是一个庞大
的产业。 新京报记者 沈玮青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挑战，是被制约了的经济体制改革，这已
经成为了一切问题的源头。如果深化体制改革，就可以进一步释放制
度的活力，中国经济再保持20年的高增长是没有问题的。“顶层设计”
概念需要慎重理解。改革的目标需要在全社会进行大讨论，然后形成
改革目标的共识，并进而根据未来的目标和当前的发展阶段来确定改
革的总体实施战略，而不是由少数精英来设计。没有人是完全理性的，
我们必须避免“建构主义”的陷阱，即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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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聂辉华。 实习生 杨奉焓 摄

■“青年经济学人”评选系列报道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