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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科学发展观，要先弄明白什么是发展的科学
“如果像撒胡椒面似的四处投资，最后可能相当一部分都会死掉。”
“经济学、经济科学的重要性，仍然没有得到社会足够的重视，这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造成了负面

的影响。”吴敬琏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现象和本质有差别，另一个是眼前利益和长远根
本利益不总是一致，这就需要用经济学的理论去协调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

吴敬琏举的第一个例子是领导干部如何理解科学发展观的问题。
吴敬琏介绍，他在一个“科学发展观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研讨班上给学员们讲，现在要践行

科学发展观，问有没有人讲一讲什么是发展的科学，讲一部分内容也可以，全场几十位学员没有一个
人讲得出来。“这就很奇怪了，要求讲科学发展观，但是不知道什么是发展的科学，有的只能抄文件。”
吴敬琏说。

吴敬琏称，现在很多地方都是对国家提出的7个战略支撑产业照抄不误，没有做研究，出现了高度
的同质化。其实这只是国家提出的发展方向，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各地应该研究本地的资源禀赋、
优势劣势，然后确定适合本地发展的产业。“如果像撒胡椒面似的四处投资，都是那几个产业，最后可能
相当一部分都会死掉。”吴敬琏忧虑地说。

货币政策为什么与人们感觉常常会不同
了解经济学的人就知道，货币政策传导需要一个过程。
对于当前人们关心的宏观经济问题，如通货膨胀问题、股价问题、房价问题、外汇问题等，吴敬琏说，有

些提问让人无法回答：“比如问股价下个月或者明年会不会上涨，房价会怎么样，中央银行周末会不会加
息，这类问题跟今年以来我国整个宏观经济的波动有关系，这种不确定性今后还会加大。”

对此，吴敬琏说，今年1月底在北京一个国际研讨会晚宴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讲了我国
的货币政策问题，周小川说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节是一个逆周期的调节，经济走向繁荣的时候实
行紧缩，经济走向低谷的时候实行扩张，但这种调节有个滞后期，需要相关的数据、科学的分析来决定
下一步的行动。但是在中国，人们通常不相信理论而相信感觉，就觉得决策得太慢了。但是，因为货币
政策传导需要一个过程，往往造成货币政策具体操作与实际经济走势重合，变成了正周期。

“对于这个问题，不懂经济学的人可能会觉得一头雾水，但是了解经济学的人，就知道周小川的话
正是对当前我国央行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与人们感觉不一样的解释。”吴敬琏说。

广州亚运会公交免票为什么不可行
“供求曲线图告诉我们，价格越偏离均衡价格，供求差距就越大，如果价格

是0，需求就是无穷大。”
目前正在举行的广州亚运会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广州市政府在9月底就推出了广州亚运会期间的

十大惠民措施，其中之一是30天内公交车免费乘坐。11月1日是免费乘坐的第一天，多条线路爆棚，很
多小学生挤不上公交车上不了学，结果这个优惠政策只实行了几天就被叫停，改为发放交通补贴，还引
起了争议。

吴敬琏说，这在经济学上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经济学第一课讲的就是供求曲线图，供求曲线图
告诉我们，价格越偏离均衡价格，供求差距就越大，如果价格为0，需求就是无穷大。“这对懂经济学的人
来说，就类似1+1=2这样简单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问题呢，这就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情
况。”吴敬琏说。

11月20日上午，由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经济学第十届年会在郑州召开，来自海内外的600多名经济学家和学
者围绕年会主题“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展开学术讨论。

广州亚运会公交免费为什么不可行？货币政策为什么与人们感觉不一样？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
敬琏用故事来告诉您。当日与会演讲的经济学家和学者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
经济研究院教授盛洪，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李晓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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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

2020年，中国人均GDP可达1万美元
“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会与美国相当，

人均GDP可达1万美元。”盛洪说，做预测是一件危险
的事情，而他作出的这个预测，是基于两点限制：“第
一是没有大的动荡，第二是中国未来10年的经济保持
每年8%~9%的高速增长。”

盛洪说，他所指的没有大的动荡包括两点，即经
济领域面临的两大挑战——土地制度和垄断国企。

专家学者纵论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蓝图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未来最重要的是要素市场的改革，尤
其是提高工资水平

黄益平描述了中国经济奇迹与经济风险并存的
现状，并分析了原因，提出由于市场的供求关系已经
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未来最重要的是要素市场的
改革，尤其是工资水平提高带来的影响。

汪同三（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人类社会发展进入第五个目标：绿色经济
汪同三的报告题目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几个

问题》。汪同三教授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的由来，提出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逐次产生
的 5个目标，分别是增长、价格、就业、国际收支平衡，

“这 4个目标大家都知道，对于第五个目标，人们还没
总结出来，还没有一致的提法。”汪同三认为，第五个目
标可能会是“绿色经济”。

李晓西（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

绿色经济是潮流，对提升国家竞争力
很重要

李晓西介绍了他对未来 10 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观
点，他说，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快的，发展模式
是继续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框架下前进，动力是双
轮驱动，颜色要加入“绿色”，范围是对外开放。

李晓西强调绿色经济是发展的一个着重点。李晓
西认为，绿色经济不仅有助于促进一国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还有助于提高我国长远竞争力。

作为农业大省，李晓西说河南以后在绿色能源发
展方面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作为。“河南有很多宝，譬如
河南文物丰富，景区众多，很适合发展旅游业。”对于

中原经济区，李晓西说，“河南的变化很大，作为中部六省之一，还有很大的发
展空间。”

李晓西说，现在全世界都搞绿色新政，都在抢占未来绿色产业的制高点。
要把经济结构调整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主攻方向，其中有一个很重要
的方面就是发展绿色经济。

当天的开幕式上，吴敬琏为年会做了主旨报告，报告主题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
新的历史阶段的今天，迫切需要经济学的理论支持”。

在报告中，吴敬琏教授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对全社会来讲，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离不开经济
科学的支撑；第二，经济学人需要负起责任，做好工作，以实现中华的振兴，经济的腾飞。

关于第一个观点的阐述，吴敬琏讲了3个小故事。

吴敬琏用小故事阐述我们身边的经济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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