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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清友 现实中找问题，历史中找答案
其实无论是从

改革开放 30 年的长
周期还是 2008 年金
融危机“4万亿”出台
后的短周期看，我们
目前都面临新的发
展思路和模式的转
变。应该承认，刺激
政策有其合理性，但
这个度很难把握。

【核心观点】

■“青年经济学人”评选系列报道之五

管清友，民生证券研究
院 副 院 长 ，出 生 于 1977
年。与上一代经济学人身
处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改
革开放的特有大时代背景
不同，这批年轻的中生代成
长在改革开放后，接受了系
统的经济学教育，大多数都
取得了博士学位，也具有更
清晰的专业领域。但时代
也在他们身上打上了烙印，
他们也面临与上一代经济
学家不同的选择以及在遭
遇现实时的彷徨无奈。

他向记者说：我们既有
清高的理想抱负，也有现实
的压力；既想以自己所学改
变些什么，又时常感到无力
改变；我们有时候很洒脱，
有时候很纠结，有时候很彷
徨，有时候很无奈。

这也为他赢得不少知
音，年轻一代青年经济学家
生存状态也是他在微博上
与粉丝讨论的话题之一。

现在中国人民银行上

海总部从事研究工作的傅
勇是管清友的好友，在他眼
中，管清友有着“中国传统
知识分子的家 国 情 怀 ”。
他说，“清友研究领域广
泛，在宏观经济、国际金
融、财税制度、能源格局等
领域都有深入研究。他不
仅关注短期趋势，更关注大
的历史进程”。

8 月的一天，管清友在
微博上拍得了一幅书法作
品。这是一次公益拍卖。8
月 23 日，管清友在微博上
贴出汇款单，4500 元，收款
人是一位贫困学生的账号。

这笔资助款出自《刀锋
上起舞——直面危机的中
国经济》一书的第一笔稿费，
作者正是管清友与他的三
位友人，同样也是青年经济
学者的傅勇、程实和张明。“我
们计划将一半的稿费拿出来
资助困难学生或做别的公
益。今后再出书也计划继
续这么做。”管清友说。

管清友信奉自由市场
经济，也喜欢读史。在该书
的前言，他写道：“中国历
史上凡是打着富国强民旗
号所推行的改革，无论是
商鞅变法、桑弘羊理财，还
是王安石变法、洋务运动
等，其短期效果往往立竿
见影，而长期的经济后果
则往往是负面影响多于正
面影响。”

在新作《刀锋上起舞
—— 直 面 危 机 的 中 国 经
济》中，最后一章“一万年
谁著史”由管清友执笔，他
写道“从一个历史长周期
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经
济的变迁，并展望未来”，

“希望我们能从历史中寻
找到某些问题的答案”。
他喜欢跟朋友说，在现实
中寻找问题，到历史中寻
找答案。

谈及“现实的问题”，他
说，中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
经济体制需要“蜕变”。

新京报：对于中国的诸
多经济学人，你最为尊敬的
是哪一位？

管清友：每一代经济学
家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特
定的责任，每一代人中都有可
尊敬的学者，他们的共同特点
是有见解，有责任，有担当。

新京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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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清友：意外。没想到
经济会差到这种程度，尤其
是去地方政府和企业看，中
小企业特别困难，产能过剩
的情况和需求下滑也没想
到这么严重，低估了形势的
严峻性。

新京报：近期在市场层
面，你认为哪一项改革最值
得期待？

管清友：生产要素价格
改革是实现结构调整的重

要举措，财税体制改革是实
现经济转型的重要切入点。

新京报：未来10年，你认
为哪一个行业具有投资前景？

管清友：传统行业是房
地产，中心城市的城市中
心。新产业的一个特点是
基于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
的创新。而随着人口结构
的变化，养老、医疗等产业
发展空间很大。

■ 同题问答“没想到经济下滑这么多”

管清友 35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经济学博士，现任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

主要从事宏观经济、能源经济和国际政治经
济学方面的研究。曾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
担任过中海油总公司能源经济研究院宏观处处
长、调研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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