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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发展的经济学家”之二

影响中国农村经济的经济学家
■ 白卫星 叶经济学家周报曳副主编

从理论

贡献和农村实

际效果看，杜

润生（1913—2015）是影响

影响中国农村经济的第一

人。在杜润生影响下，一批

经济学家参与了农村经济

改革的实践与

理论创新。

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看，经济学

家或多或少影响着农村经济。从 1978 年开始

的农村经济改革看，一批经济学家的重要作

用非常明显。他们立足中国农村实际，致力探

索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经济理论。从中央历

年出台的农村政策看，总有经济学家的“影

子”，他们提出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产业

化、农村土地制度建设、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

的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始终伴随着中国农

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从理论贡献和农村实际效果看，杜润生

（1913—2015）是影响影响中国农村经济的第

一人。在杜润生影响下，一批经济学家参与了

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与理论创新。

1982 年春，国家农委撤销，成立了中央农

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杜润生任主任，吴象（1922—）是副主任之一。

吴象在杜润生的领导下工作了 10 多年。1995
年他们又“落户”于农业部离休。吴象曾经协

助万里在安徽推动改革，后协助杜润生制定

五个“一号文件”，先后出版了《阳光道与独木

桥》《昔阳到凤阳》《中国农村改革实录》等著

述，不遗余力地推进中国农村改革，为我国农

村改革作出过有益的贡献。

王贵宸（1929—）是涉及包产到户理论的

先行研究者之一。1977 年 5 月，王贵宸转入中

国社科院农经所工作，先后任副所长、所长，

出版了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中国农村经济改

革新论》等著作。1979 年 5 月，王贵宸与魏道

南合作写出了《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一

种好办法》，文章说：联系产量责任制是目前

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实行的一项生产责任制

度的具体办法，其特点是把生产责任制与劳

动的最终成果联系起来，更适应农业生产的

特点，有较大的优越性。文章表示，联系产量

的责任制，既可以联系产量到组，也可以联系

产量到人———实际上认为可以包产到户。这

篇文章在《农业经济问题》创刊号上发表，后

来获得了 1984 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他还

写了《论包产到户》《专业承包联产计酬制的

几个问题》《论专业承包联产责任制》等文章。

1982—1983 年，王贵宸又与人合写了《农业生

产责任制的建立和发展》一书，比较系统全面

地总结了以家庭经营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

制。王贵宸的这些探索，对促进农村改革起了

积极作用。

王耕今（1911—2007）曾任中国农村发展

问题研究组临时领导小组顾问，为后来在农

村改革中做出重要贡献的一批年轻人集聚在

农村发展所内，形成强有力的研究智库，做了

许多实际工作。1980—1985 年，作为中国农业

经济学会会刊《农业经济问题》的总编辑，王

耕今组织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结构

调整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使《农业

经济问题》成为当时农业经济理论拨乱返正

和宣传农村经济改革的主要阵地。他的这些

努力，对农村改革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王耕

今组织编写的《乡村三十年》，真实记录了新

中国成立以来安徽省凤阳县农村 30 多年社

会经济发展变化，被学术界誉为了解我国农

村发展的一部重要的参考书。此外，他还研究

农业生态经济问题，为推动生态经济研究做

出了贡献。

詹武（1921—2014）于 1978—1987 年在

农业经济研究所、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国

家体改委担任领导工作。他一边辛勤工作，一

边勤奋笔耕，《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的

方针》《中国农业的现代化道路》等文章对中

央领导层决策产生了较大影响。

王叔云（1923—2002）在农经学界首先提

出建立社会主义农业宏观经济管理学的问

题。王叔云认为，农业经济作为部门经济之

一，属于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宏

观经济的一个重要层次，有必要相应建立农

业宏观经济学和农业宏观经济管理学。对农

业现代化问题，王叔云认为，农业现代化指的

是当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状况和已经达到的水

平，是一个农业生产能力大小、高低、先进或

落后的标志，是一个属于生产力的范畴。衡量

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标准，仍然是农业劳

动生产率。只要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为

剩余劳动力安排出路，把两方面的工作结合

起来进行，就能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农

业现代化的新路。王叔云关于农村经济发展

的其他问题，都有独到见解。

周诚（1927—2014）一直从事农业经济与

土地经济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是中国农业经

济学术领域中的资深学者、中国土地经济学

术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周诚撰写的《农业

扩大再生产》《按客观规律办农业》《社会主义

农业经济管理问题》《关于农业规模经营的几

个问题》等论著曾在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反响。

他是我国第一本和第二本社会主义农业经济

学的主要编写者之一，对该课程的教学和学

科建设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夏振坤（1928—）致力于农业和农村经济

研究，围绕农村现代化转型问题阐述中国社

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他

在《中国农业发展模式探讨》《绿色革命之路》

等论著中提出的“三维农业”理论、“农工商一

体化”、“城乡交融发展”等观点，对中国农业

现代化实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牛若峰（1928—2015）是农业技术经济学

奠基人之一。他一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研究农业技术经济到 20 世

纪 90 年代研究农业产业化经营，研究揭示了

国家工业进程中中国经济偏斜循环与农业曲

折发展的周期规律性，开创了中国农业产业

化经营理论，为促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牛若峰多次参加中央政策

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农业部和原国务院农

村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农业改革与发展政策的

讨论，对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作出自己

的贡献。

严瑞珍（1929—）长期致力于农村经济研

究，所主持的“中国农产品剪刀差研究”“反贫

困中的市场与政府行为”“转轨时期中国农民

行为与政府行为轨迹”等大型研究项目，成果

丰富，影响广泛。他首次提出把剪刀差划分为

比价和比值剪刀差，并采用把工农业劳动力

折合为标准劳动力的方法来计算剪刀差；首

次提出了工农业互相支持、协调发展是处理

我国工农业关系的唯一正确的方针，而不是

所谓的“先以农补工，然后工业反哺农业”等。

同时，他把中国农村改革的声音传向世界农

业经济学界，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影响颇深。

陈吉元（1934—2003）在乡镇企业、农村

工业化与城市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劳动力转

移、农村金融、农民收入、粮食问题、邓小平农

业思想等问题上，都进行了深入研究。陈吉元

常年深入贫困农村地区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

研究工作，写出了许多具有理论水平及实际

价值的论文和研究报告，对党和政府制定有

关农村发展的一系列政策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

张晓山（1947—）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农村

组织与制度及合作经济理论与实践。除了一

系列论文和专著外，他主编的《新中国农村

60 年的发展与变迁》是集中国社科院农村发

展研究所全所之力撰写的一本全景式论文

集，在研究农村改革的国内学术理论界广有

影响。

陈锡文（1950—）长期从事农村经济理论

和政策研究，一直是中国制定农村政策的参

与者之一，参与起草了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

的大部分关于农业和农村政策的中央文件以

及国家“十一五”规划编撰的组织、协调和起

草工作。由于陈锡文在我国农业与农村政策

研究及决策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加之长期

供职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是中共中央领

导农村工作、农业经济的议事协调机构，使得

陈锡文在农村、农业经济工作领域等重大问

题的决策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温铁军（1951—）长期关注农村，研究农

村。他的“三农”情结和责任感，写出的《世纪

之交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认识误

区》《当“三农”遭遇 WTO》《半个世纪农村制

度的变迁》等研究成果自然影响了农村政策

的走向。

朱玲（1951—）注重对农村贫困群体、农

民工、妇女和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进

行追踪调查，研究了农村经济改革对农户经

济安全的影响、减贫政策、农村居民和农民工

养老保障等课题，是影响农村发展的女性经

济学家。

杜鹰（1952—）长期从事农村改革和发展

的政策、理论研究、参与政策制定。他从 1989
年开始参与农村改革试验区组织协调工作，

研究领域涉及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农村土地

制度建设、金融、财税体制改革、农村基层经

济组织建设、小城镇发展、扶贫、农业产业化

经营等。鉴于他曾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副主任等职务，他对农村经济的学术影响非

同寻常。

柯炳生（1955—）主要从事农业市场政策

与农产品国际贸易、农业市场与价格政策、粮

食问题和农民收入问题等课题的研究，较早

提出了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区域差异性和实

行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农村人口向

城市转移的问题，参与了农业部等部门组织

的农村经济调查和农业价格政策改革建议工

作，中国农业大学校长的身份，更增添了他在

农村经济领域的影响。

马晓河（1955—）是农业农村改革推动者

之一，也是新时期主张改革需要顶层设计的

知名专家。马晓河在本世纪初提出应在全国

普遍实行免除农业税政策，指出农村公共物

品与城市公共物品具有同一属性，农村公共

物品的供给应由以农民为主转向以政府为

主，这些都对农村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蔡昉（1956—）从 1980 年代以来中国农

村经济的热点入手，通过把最现实的问题与

一系列发展经济学的主题联系起来；或者说

从具体的问题研究起，逐渐形成自己对农业

和农村的经济学理解，是他从事经济研究的

基本脉络。他情系三农，却竭力反对农业保护

政策。他写的《比较优势与农业发展政策》《中

国农业的转折点》逐渐成为学界共识，对农村

经济的影响比较大。

韩俊（1963—）长期从事农业、农村、农民

问题研究，著有《调查中国农村》《中国县乡财

政与农民负担问题研究》《中国新农村建设调

查》《我国食物生产能力与供求平衡战略研

究》等。他参加过党中央、国务院一些文件的

起草工作。他现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是经济学界不多的“60 后”经济学家，是目前

影响农村经济的高层人物之一。

除了以上 20 位经济学家外，还有一些经

济学家对农村经济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何

廉（1895—1975）是我国最早重视农业经济研

究的经济学家，张心一（1897—1992）是我国

农业统计学的奠基人，陈翰笙（1897—2004）
上世纪 30 年代的农村经济调查，黄松龄

（1898—1972）强调农林牧副渔结合、多种经

营、全面发展的思想，都对中国农村发展和农

村经济学有重要的学术贡献。另外，乔启明

（1897—1970）、董时进（1900—1984）、张锡昌

（1902—1980）、方显廷（1903—1958）、姜君辰

（1904—1985）、韩德章（1905原1988）、钱俊瑞

（1908—1985）等对农村经济研究都有相当高

的学术造诣。

从纵向看，何廉、陈翰笙、方显廷、董时进

等对建国前的农村经济有一定影响，黄松龄、

张心一、乔启明、姜君辰等对上世纪 50—60
年代的农村经济有影响，杜润生、吴象、王贵

宸、陈吉元等对 1978 年后的农村改革起了中

流砥柱的影响作用，陈锡文、杜鹰、张晓山、蔡

昉等则深刻影响了新世纪以来的农村发展。

这些农村经济学家为了了解农村，掌握农民

心声，他们跋山涉水，丈量大地，足绘地图，农

村调研的传统从上世纪 30 年代一直延续到

今天。农村巨变的背后有经济学家调研的足

迹，他们的理论观点伴随着调研足迹传向农

村的每一个角落，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产生了

潜移默化的作用。

凯恩斯堪称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

之一，“凯恩斯革命”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理

论，并被冠以“凯恩斯主义”。他为后学者仰慕

的地方不少，但有两点常为人诟病：其一是没

有获得过经济学的学位，其二是主张政府干

预经济。或许正是这种门户之见或误解，许多

人对他的经济思想了解不够客观、深入，甚至

排斥。

因此，麻省理工学院荣休教授彼得·特明

与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戴维·瓦因斯撰写的

这本《凯恩斯思想小史：繁荣的钥匙》就显得

格外特别。一方面，正如书名所示，这是一部

简要的经济思想史，但它却对凯恩斯的理论

源流、来龙去脉梳理得颇为全面、精到。另一

方面，得益于问题导向的叙述方式，该书从凯

恩斯面对的问题入手，从经济决策的角度去

理解其经济思想。

与马克思相若，凯恩斯也身处在资本主

义带来的史无前例的繁荣发展和重大危机

中。或者说，他们本身都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

制度的重大病症应运而生。只是相对而言，凯

恩斯做过公务员和财政部顾问，更加熟悉体

制以及与政府、社会组织等各方面合作，且彼

时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一变化首先是国际化进程，以及“一

战”之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其次是技

术和产业的突飞猛进。其实当今世界经济秩

序的巨变和重大问题，仍然不外乎受这两个

最重要的趋势影响，无非是更加剧烈、迅速。

所以，正如该书作者所言：简单的凯恩斯分析

工具就能阐明当今世界的主要宏观问题。

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框架中，目标是

多维度的。他坚定指出，要使一个经济体达到

均衡状态，则若干个市场就必须处于均衡状

态。这本身就是对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古典

经济学的发展，也是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

的重大突破。正如书中所指出的，这源于他对

经济危机中现实问题的回应。

凯恩斯最初的重大理论创新主要始于

1930 年麦克米伦委员会提出的两个问题：一

是金本位体制下如何保持外部平衡；二是如

何解决国内平衡问题，即失业问题。前一个问

题的最终结果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建以及

若干年后斯旺示意图的诞生，后一个问题的

直接研究成果就是人们熟知的《就业、利息或

货币通论》(下称《通论》)。
《通论》与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

《国富论》比肩，为经济学经典书目首选，但由

于晦涩难懂，也被认为是“天书”而不可思议。

对于理解这本经典之作，《凯恩斯思想小史：

繁荣的钥匙》一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

清晰、简要的思路。根据书中所述，在 1929年

“大萧条”之后的严峻经济危机中，凯恩斯从

放弃灵活可变的价格，转而调整为更接近真

实情况的“黏性价格”入手，果断地从休谟、马

歇尔等的货币数量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传

统中走出，在《通论》中作了三个重要的创新：

消费函数、资本边际效率、流动性偏好，并在

此基础上逐步构建了系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

体系，这完全是宏观分析的个人心理、行为的

微观基础，也是让凯恩斯经济学“可思议”的

重要起点。其实，即使现在大行其道的行为金

融学也可追溯至凯恩斯，他对投资提出的“选

股如选美”等直至今日仍然为人称道。

坦率地讲，笔者在研习经济学的过程中，

也有重微观、轻宏观的古典主义情结，甚至常

常觉得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经济学那种“先

验”的理论美感。然而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

对此已大为改观，尤其是通读这本小册子更

让人清醒地理解到凯恩斯对人性的洞察和其

背后的人文关怀。

不知道是否与父亲是伦理学教授有关，

凯恩斯终其一生保持了对哲学、艺术的高度

兴趣，他的研究和社会实践中也完整体现了

其人文关怀和伦理观。除了“节俭悖论”、“动

物精神”这种对道德直觉的冷静而显现的智

慧，凯恩斯对功利主义的态度也具有强烈的

批判和超越精神，他接受功利主义的进步性，

但自信已摆脱功利主义的束缚，甚至认为恰

恰是功利主义在蚕食现代文明、败坏道德，破

坏大众的理想。

按照凯恩斯经济思想研究专家李井奎教

授的说法，在他的经济学体系中，让国家和私

人在经济决策中做如下分工：国家决定总的

供求平衡，保证充分就业，私人去解决个别商

品的供求平衡；由国家决定总产量，由“看不

见的手”去决定总产量的具体构成。

凯恩斯还长期致力于国家之间的合作，他

对世界秩序的重建和持续繁荣，包括当前全球

“长期和平”的局面都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凯恩斯挽救了上个世纪那场严峻的危

机，也为经济学家带来了荣耀。与他合作或追

随他事业的希克斯、米德、索洛等众多经济学

家纷纷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凯恩斯由研

究失业而登堂入室，他曾说，经济学不一定能

够让你不失业，但可以让你知道为什么失业。

然而事实上，如今政府部门和众多金融机构

的经济学家、宏观分析师们的大量工作机会

也可以说是拜凯恩斯所赐。如此说来，人们就

更应该多读读凯恩斯了。

凯恩斯“可思议”
■ 本力

在凯恩

斯的宏观经济

学框架中，目

标是多维度的。他坚定指

出，要使一个经济体达到均

衡状态，则若干个市场就必

须处于均衡状态。这本身就

是对斯密“看不见的手”的

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也是从

局部均衡到一

般均衡的重大

突破。

●凯恩斯可思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