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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健国按：凤凰⽹网今⽇日热点有《吴敬琏:中国诸多经济弊病根源在

于缺乏思想市场》——吴敬琏呼吁开放思想市场！ 

        应该承认，近年年中国的思想市场⽇日益缩⼩小，这是四年年来中国诸多

经济弊病根源的根本症结。没有与市场经济匹配的思想创新，全国只⽤用⼀一

个脑袋思考，这是不不可能真正振兴中华⺠民族的，更更不不可能实现世界⼤大同。      

         吴敬琏说得好——“如今中国的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缺

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自由⽽而切实地讨论是改⾰革能够成功的基本的前提。”因为只有经过

⾃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形成正确的意⻅见、形成正确的

⽅方针和政策。 

http://zhujianguo.blogchina.com/1001145_list_1.html


          最近我们就需要提到科斯，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在他100岁的时

候，就是2011年年到北北京的财经论坛做了了⼀一个视频的讲演，他那个时候已经

100岁了了，他说他要来视频致辞，因为他有很重要的话要对中国说。他要

说什什么呢？他说，如今中国的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缺乏思想市

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

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力，更更具有可持续性，⽽而更更重要的是，通过与多

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而融合，就能够使中国复兴和改造其丰富的⽂文化

传统，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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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6年年11⽉月4⽇日，第三届⼤大梅梅沙中国创新论坛（简称⼤大梅梅

沙论坛）在深圳举办。此次论坛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主题为“创

新与‘⼗十三五’”，凤凰国际智库作为独家媒体智库全程⽀支持。   

吴敬琏对时下产业政策之争发表了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政府的产业

政策⽬目的是要来强化竞争，防⽌止垄断对经济发展损害的产业政策，这是⼀一

个好的产业政策重要的内容。本⽂文由现场速记整理理⽽而成，与凤凰国际智库

读者分享。】 



上个⽉月我在参加北北⽅方的⼀一个论坛，就是“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的时

候，我说了了三句句话来表达我对于“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的希望，我想这三

句句话也可以⽤用来赠送给我们⼤大梅梅沙的创新论坛。 

这三句句话就是：开拓拓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

路路径。 

为什什么我要说这三句句话，我是有感于我们的官产学各界的有识之⼠士，

对我们国家的改⾰革和发展这些年年来做了了很多的贡献，但是也存在⼀一个很明

显的缺点，就是我们⽐比较多地关注了了那些现象层⾯面的问题，⽽而没有能够把

我们更更多的注意⼒力力放在研究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规律律性的问题，这

是基本问题。 

这样⼀一来，我们讨论的结果，我们对国家发展的贡献就⽐比较局限于就

事论事的⼀一些对策性的建议，这些建议缺乏更更加深厚的、扎实的、科学的

基础，因此他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都会受到影响。⽽而且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

来说，常常是浅尝则⽌止，当出现了了新的现象，虽然本质没有变，因为对于

事情的本质认识得不不够，所以提出的应对的具体的⽅方法、政策，他就显得

⽐比较⾯面，显得不不深⼊入，⽽而且常常会现象有所改变，其实本质没有变，于是

我们⼜又以为他是⼀一个新的事情，然后⼜又想出⼀一些新的办法来对应。这就出

现⼀一种转圈的现象，就是从同⼀一个本质表现出来的现象上的有所差别，那

么就我们就以为⽤用到了了另外⼀一套办法去对付这个新出现的现象，就出现这

么⼀一种每次⼀一个新的现象发⽣生以后，都是从零点开始，找出了了⼀一些对应的

⽅方法，这样就不不能够使得我们像做接⼒力力赛⼀一样，对认识步步深⼊入，我们对

应的⽅方法也是步步提⾼高，就不不能做到这样。 



我在“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的时候举了了⼀一个例例⼦子，是举了了⼀一个⼏几⼗十年年

来我们⼀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增⻓长⽅方式的

粗放需要转型的问题，兜了了很多圈⼦子，但是进步就显得不不⾜足。我今天想再

举另外⼀一个例例⼦子，就是最近讨论得很热烈烈的产业政策的⼀一个问题，现在正

在讨论产业政策有没有，产业政策有效还是⽆无效。其实这个问题是已经讨

论了了⼆二⼗十⼏几年年了了，问题就是这个讨论没有逐步地深⼊入，和常常出现了了在表

⾯面层次上打转这样⼀一种不不好的情况，这样就降低了了我们研究⼯工作和探索我

们中国持续发展道路路、⼯工作的有效性。 

产业政策问题是⼀一个在⼋八⼗十年年代初期，不不但在中国，在相当多的国家

都好像是⼀一个新的问题，中国是从⽇日本引进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七⼗十年年代

就开始执⾏行行⼀一套产业政策。在他的⼆二战后的初期，和他六⼗十年年代的⾼高速增

⻓长时期，应该说这个产业政策表现出他很多积极⽅方⾯面的作⽤用。 

所以到了了⼋八⼗十年年代，在⽯石油危机以后，很多⻄西⽅方国家也对⽇日本的产业

政策有⾮非常地关⼼心，⽽而且⼀一部分⼈人认为⽇日本能够⾼高速发展，他主要的原因

就是以通产省的政府机构执⾏行行了了⾮非常成功的产业政策。 

中国提出这个问题是1987年年的3⽉月，我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

⼀一些研究⼈人员写了了⼀一个报告，叫做“我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建议中国

采取类似于⽇日本在⼆二战后初期和⾼高速增⻓长时期，就是从1946年年到1970年年

这个期间采取的产业政策。这套产业政策的特点就是协调地运⽤用各种政策，

包括价格政策、外汇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外贸政策等等，综合地

利利⽤用这⼀一些调控⼿手段，来对⼀一部分产业的⽣生产、投资、研发、企业组织，



采取促进的办法，对于促进。⽽而对于另外⼀一些产业类似的活动进⾏行行抑制，

⽤用这样的办法据说就可以建⽴立起能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产业结构，和增

强企业的竞争⼒力力。 

当时主要的国家领导⼈人很快做了了批示，他完全赞同发展研究中⼼心的这

个建议，⽽而且把这个⽂文件批发给了了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和当时正在准

备⼗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文件起草组。从那个时候开始，引进产业政策不不但是

⼀一个热⻔门讨论的话题，⽽而且是中央的宏观经济部⻔门要加以落实的⼀一个很重

要的课题，⽽而且这个课题显然是⼗十三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

经济的运⾏行行机制要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么⼀一个总⼝口号的具

体的实施办法⼀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时我们没有注意的是，⽇日本在战后初期和后来，在⾼高速增⻓长时期所

采取的这个类型的产业政策，很早在七⼗十年年代开始在⽇日本国内就进⾏行行了了反

思，特别是到了了⼋八⼗十年年代初期，在⼋八⼗十年年代初期东京⼤大学的⼩小宫隆隆太郎教

授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组织起来了了，就要对⽇日本的产业政策，他的理理论基

础，他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和缺点进⾏行行全⾯面的总结。他们经

过两年年多的⼯工作，出版了了⼀一份他们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在1984年年发⾏行行。 

这份报告改变了了过去宣传⽇日本产业政策的著作中着重从政治和历史上

进⾏行行宣传这样⼀一种特点，⽽而是站在⼀一个很⾼高的现代经济学理理论的⾼高度，去

对产业政策的理理论基础和他的实际内容、和他的执⾏行行后果，进⾏行行全⾯面的回

顾和检讨，得出了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所以这就像后来法籍的美国经济学家菲利利普阿吉翁所说的，在⼆二⼗十世

纪，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展国家实施了了旨在促进优质产业发展

的产业政策，或者旨在保护当地传统产业免受发达国家竞争威胁的产业政

策。然⽽而进⼊入⼋八⼗十年年代上述类型的产业政策已然声名狼藉，其原因就在于

这种产业政策阻碍了了进程，允许政府可以随意挑选赢家，甚⾄至挑选输家，

从⽽而加⼤大了了政府被庞⼤大的利利益集团所俘获的⻛风险。就是他的判断是到了了⼋八

⼗十年年代⽇日本战后初期和⾼高速增⻓长时期所运⽤用的那种类型的产业政策，已经

是声名狼藉了了。⼩小宫隆隆太郎他们这本书，就是全⾯面地总结了了⽇日本在这段时

期的产业政策的经验和教训。从现代经济学的⾼高度，对于这种类型的产业

政策进⾏行行了了批评。 

我们当时，像我们发展研究中⼼心的许多⼈人跟⽇日本经济学家都有定期的

每年年⼀一次的学术交流和政策交流，我们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支持⽇日本初期

的这种产业政策和⼀一种反对这种产业政策的经济学家，都有很密切地交往。

我们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马洪同志，他在1985年年听说⼩小宫隆隆太郎这本书以

后，觉得是很有意义，所以就跟⼩小宫商定以后，请社科院⽇日本所的⼈人把它

翻译出来了了，在1988年年出版发⾏行行了了。 

可是除了了少数研究⼈人员，并没有对⼩小宫这本书做深⼊入地研究，即使读

过这本书，像我是读过这本书的，似乎也没有能够真正地领会他说的⼀一些

道理理和具体分析。⽽而我们更更多地接受的是⽇日本像通产省官员，或者是我们

的另外⼀一些朋友，就是⽀支持⽇日本当时这种产业政策的朋友他们的解释。他

们的解释主要的没有做理理论上的阐明，⽐比如说对有些⼝口号，⽐比如说“要防

⽌止过度竞争”这种⼝口号，到底经济学的意义是什什么，什什么叫“过度竞争”？为



什什么要抑制过度竞争？都没有说说明，只是对他们具体的做法做了了⼀一些介

绍。 

所以应该说我们在接受⽇日本经验的时候，缺乏批判性，缺乏理理论的⾼高

度，所以后来就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出现了了⼀一定的偏差。以⾄至到了了⼆二⼗十世

纪末期，中国政府在运⽤用产业政策上就加⼤大了了⼒力力度，到了了⼆二⼗十⼀一世纪初期，

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之下，出现了了⼀一些过剩产能的情况下，⼜又⽤用⾏行行政的办法

去矫正这个结构的扭曲，于是逐渐形成了了⼀一套叫做“有保有压，有扶有促”

或者是“有扶有控”的⼀一套，⽤用各种⾏行行政⼿手段、各种调控⼿手段去调整产业结

构这样⼀一些系统的做法，甚⾄至定期地颁布产业⽬目录，把产业分成三类，是

扶持的还是要压抑的。 

⽽而在国际论坛上，或者在世界的经济舞台上，这个产业政策已经做了了

很多新的发展，在⼩小宫隆隆太郎他们编的那本书⾥里里⾯面就可以看到，他们认为

产业政策是需要的，在什什么情况下需要呢？主要就是在出现了了市场失灵的

时候，⽤用产业政策来弥补市场失灵。⾄至于⼩小宫那书的翻译就做了了分析，通

产省和其他的⽇日本政府机关，在执⾏行行那种类型的产业政策的时候，常常就

越出了了他使⽤用的范围。 

⽐比如说“要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什什么叫做“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它的评价标准是什什么，⼩小宫就说这个实际上这种标准是从经济理理论上说是

很模糊的，他往往就是舆论和政府机构所希望⻅见到的产业结构，就认为是

⼀一个好的产业结构，然后⽤用价格、财政、⾦金金融、外贸、外汇等等的调控⼿手

段，去保证建⽴立起这么⼀一个结构来。他的结果有两种可能，⼀一种情况就是

受到市场的抵制，没有能够实现。另外⼀一种情况，是建⽴立了了这样的结构，



但是成本巨⼤大，损失很⼤大。⽽而⽇日本真正发展起来的那些产业。有⼤大量量的数

据证明，正好不不是通产省和其他的机构所要求建⽴立的、所要求发展的这样

⼀一些产业，⽽而是市场的竞争和企业家追求所推动的形成的⼀一些产业。 

所以在⼋八⼗十年年代以后，在⽇日本，包括⽇日本在内，很多有⼈人继续坚持这

个战后初期和⾼高速增⻓长时期那种类型的产业政策，有⼈人把这种类型的产业

政策叫做选择性的产业政策。从世界论坛上和⽇日本本国来说，从⼩小宫他们

那本书着重说的，好的产业政策是要正确地判断产业失灵，⽽而且采取正确

的⽅方法去抑制产业失灵。当然这⾥里里还有⼀一个如何权衡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之间的利利弊，并不不是说，只要有市场失灵就要有政府⼲干预，因为政府⼲干预

有政府⼲干预失灵，这个时候他就要做出权衡，或者采取⼀一种综合⼆二者的办

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的研究⽐比⼩小宫他们着重提出的“弥补市场失灵”更更进了了⼀一步，就是

怎么能够通过政府的产业政策来强化竞争。就是能够强化竞争，能够防⽌止

垄断对经济发展损害的产业政策，这是⼀一个好的产业政策重要的内容。 

所以说这⽅方⾯面应该说这些年年来有很多很重要的成果，⽐比如说2014年年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了了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梯若尔是开创了了产业组织

学，产业组织学第⼀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用公共政策来控制市场失灵和强化

竞争和约束现在市场竞争的所谓市场权⼒力力就是“market power”，我们可以

看梯若尔的诺⻉贝尔奖获奖的演讲，那个演讲的题⽬目就叫《市场失灵与公共

政策》，他⼀一上来就是这样说的，他说经济学家都认为市场经济最⼤大的优

越性，就是通过竞争来保证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率的提⾼高。但是完全竞争

⼏几乎是不不可能存在的，所以就需要⽤用公共政策，也就是产业政策来控制市



场失灵，来约束市场权⼒力力，约束market power，总⽽而⾔言之就是强化竞争，

公共政策他就是要设法控制市场失灵，不不让市场失灵，达到⼀一个强化竞争

的⽬目的。 

菲利利普阿吉翁他也是在产业经济学⾥里里后起的新星，他在这⽅方⾯面做了了很

多有益的⼯工作，按照他的说法，管理理得当的产业政策，尤其是有利利于促进

竞争的产业政策可以促进⽣生产率的增⻓长，如果没有产业政策，富有创新精

神的企业，可能就会选择在不不同产业去经营来避免同类产品之间的激烈烈的

竞争，从⽽而形成较⾼高的产业集中度。 

⽽而税收减免或者其他税收补贴，⿎鼓励企业在同⼀一产业部⻔门经营的产业

政策，就可以降低盈利利的⽬目标，增强企业创新的动⼒力力。因此，竞争与产业

政策，设计得当的产业政策，能够催⽣生创新，促进⽣生产率的增⻓长，⽽而且在

这个⽅方⾯面竞争和产业政策能够相互补充。 

这就是说在理理论研究已经取得了了⻓长⾜足的进步，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

没有因为⽐比较忽视理理论的思维，忽视对于基本问题的研究，所以就不不能够

与时俱进。我最近看⼀一些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文章，相当⼀一部分讨论⽂文章，

不不管是反对使⽤用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还是主张⽤用产业政策来推动经

济发展的论者，他们所讲的产业政策都是讲的⽇日本在⼆二战后初期和⾼高速增

⻓长时期那个产业政策，这是被后来⼈人们叫做“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或者叫

“纵向的产业政策”，那样⼀一种产业政策。由政府选择产业，然后⽤用整套的

调控⼿手段去扶持⼀一些产业，去抑制⼀一些产业，中国⼈人所说的“有保有控”。

这⼀一套产业政策他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已经不不是⼀一个问题了了，现在⼈人

们讨论的产业政策已经是另外⼀一类的产业政策，这种所谓阿吉翁讲的“设



计得当的产业政策”，到底是根据⼀一些什什么原则就能够设计得当呢？有很

多具体的问题，也发表了了很多⽂文献，但是我们的讨论都没有涉及到，这是

很不不利利的。 

所以我们要为中国探寻⼀一个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的道路路，就需要研究基

本问题，把主要的注意⼒力力、主要的精⼒力力放在密切地联系实际，去研究⼀一些

基本问题。在⼀一个⽐比较⾼高的理理论⽀支撑之下，来提出我们的各种⼀一样的意⻅见。

⽽而且能够形成⼀一个接⼒力力赛，就是⼤大家的研究成果能够你追我赶，使得我们

的认识步步深⼊入，我们的对策也越来越有效。 

最近其实有⼀一些提法他是与时俱进的，譬如去年年10⽉月的时候，中共中

央国务院发了了⼀一个关于价格改⾰革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里里⾯面有很重要的⼀一

个提法，就是要“要求加快建⽴立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的协调机

制，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这就是说国家在领导经济的各种

政策，或者政府包⾥里里⾯面，应该把“竞争政策”放在基础的地位。根据我的理理

解，如果从世界范围经济学的研究来说，总的趋势是要把产业政策作为基

础性的政策，向把竞争政策作为基础性的政策过渡，所以叫做“确⽴立竞争

政策的基础性地位”。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法，但是也许因为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跟⼏几⼗十年年来

全球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的成果有所脱离，有所忽视，所以对中共

中央和国务院这个重要的决定我看反应不不是很强烈烈。到了了今年年6⽉月的时

候，国务院就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价格的决定⾥里里⾯面的提法，就采取

了了步骤了了，这就是在6⽉月发布了了⼀一个《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审

查制度的意⻅见》，这是国务院要求在新制订的政策和新建⽴立的制度中，先



要进⾏行行公平竞争审查，接着对已有的各种政策和制度都要进⾏行行公平竞争审

查，那些妨碍公平竞争的制度和政策就要进⾏行行修改。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步

骤，这是建⽴立我们市场体系⼀一个很关键性的步骤。 

这就体现了了在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国际上研究的成果，但

是我们能够把这个成果接下来贯彻得好，要求我们中国经济学家在这⼀一⽅方

⾯面也能够与时俱进，也能够做出我们的贡献，能够把我们对⼀一些具体政策

的建议建⽴立在更更加科学的基础之上。 

我说了了要研究基本问题，才能够提出有效的建议。怎么才能够在基本

问题上能够取得进步呢？这⾥里里就有⼀一个问题了了，就是开拓拓资本市场。关于

这个问题早在80年年代我们听东欧的改⾰革派经济学家讲学的时候，就听到过

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就是有⼀一个提法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印象的提

法，就是“⾃自由⽽而切实地讨论是改⾰革能够成功的基本的前提。”因为只有经

过⾃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形成正确的意⻅见、形成正确

的⽅方针和政策。 

最近我们就需要提到科斯，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在他100岁的时候，就

是2011年年到北北京的财经论坛做了了⼀一个视频的讲演，他那个时候已经100岁

了了，他说他要来视频致辞，因为他有很重要的话要对中国说。他要说什什么

呢？他说，如今中国的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缺乏思想市场，这

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

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力，更更具有可持续性，⽽而更更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

现代世界相互作⽤用⽽而融合，就能够使中国复兴和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

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 



你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将有机会看到这⼀一天的到来。总之，开拓拓思想市

场，研究基本问题，努⼒力力去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路径，我们可能有机会看

到科斯所指出的这⼀一天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