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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我们赖以发展的诸如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土地供

应、外贸出口等动力正在消弱，资源消耗、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等问题日益突出。

用什么作为我们持续发展的二级火箭呢？《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一书作者们开出处方。

释放新红利 专家齐献策
张稚丹

读书，在我的一生中占据非常重要

的地位。可以说，没有读书就没有今天

的我。

当然，这里的“读书”，指的是读好书，读那些增

长智慧、培养善良的书，那些能让我们的心灵柔软、塑

造灵魂的书。要是读增长欲望和贪婪的书，那不叫“读书”，

那叫“吸毒”。

时下许多人所谓的“读书”，大多是为了“用”。殊不

知，这种功利性的“读书”，也许能取得暂时“成功”，但对

心灵、对人格的提升影响甚微，有时甚至具有很大的负作

用。真正的大成功取决于人格。

我指的读书，是“道”，而不是“术”。

我曾发过一问：既然不读书我们死不了？那么，我们为

什么读书？

没人知道，不读书的人虽然肉体不会马上死去，但他们

的心灵却可能为愚痴侵蚀而死亡。当然，那种死亡过程是缓

慢且不易察觉的。当那死亡降临时，你就会认为那些喜欢读

书的人真是幼稚，却不知道自己的心已经死了。

人的健康有两种：第一，肉体健康；第二，心灵健康。

心灵的健康就是心灵活着。这个时代，心灵活着的人不多。

我曾有过许多读书朋友，后来他们大多不读书了。每次相聚，我都发现他们

被异化得更为严重。他们热衷的，大多是当时流行的话题，不外乎“钱权”、“名

利”或是“房子”、“票子”，此外再也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了。

心灵渐趋死亡的人，实则是一具活着的“僵尸”。虽然肉体还能移动，有

人甚至也活得很风光，但他的心灵却是冰冷的。他们没有灵魂的热度，

没有生命的激情，没有爱心，没有担当。他们已成了社会的一个死去的

细胞。

很多人并没有发现自己在堕落，这成了另一种意义的集体无意识。

如果缺乏警觉，是很难发现那张庸碌大网的笼罩和腐蚀的，生命就在网

中慢慢流逝了。虽然也有些个别清醒者，想挣扎一下，但他很像网中的

鱼儿，无论跳多高，落下时，仍会发现自己在网中。徒劳无功地跳

几次后，他也会认命地随波逐流。

只有从这种堕落中自救，才能实现一个人

真正的价值。

自救，关键是救心，给心灵提供足够的正

面的滋养，让“心”活起来、大起来。心活了，

人才能真正地活，才能充满清凉、大气和博爱。

真正的自救，从读好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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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 月底，时任国务院副总
理李克强提出了“改革是中国最大的
红利”的论断，引起强烈反响。第二
天，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就与部下
商量，委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名誉会长、著名经济学家高尚全先
生，约请国内最著名的专家和学者，
用最短的时间撰写一本书，从十八大
后改革整体走势入手，探讨当改革进
入深水区后，如何通过对国有企业、
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收入分配体制
与三农问题等与中国未来发展息息相
关的重要领域的改革深化来释放改革
红利。

高尚全约请了成思危、厉以宁、
吴敬琏、林毅夫、周小川、陈锡文等
!"位顶级专家学者，本以为这些大忙
人没时间，没想到他们都积极地欣然
承担了写作任务。林毅夫出国归来，春
节不休息，躲起来完成了书稿。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刚一出版，即销售一空，一周之内加印到 #$%

万册，反映了广大读者对深层次改革话题的强烈关注。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委托秘书给高尚全打电话，感谢大家为改革做出的努力。

&月 #日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成思危、林毅夫、高尚全、彭森、汪玉凯
等专家学者择要阐述自己的观点，纵论改革深化路径，为有效释放新的红利建
言献策。他们的发言言简意赅、掷地有声、火花四溅、精彩迭现。

五位一体是新时期改革特点

高尚全认为，过去进行的是经济体制改革，这次改革的特点则是经济体制
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改革五位一
体。他建议中央成立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小组。

国家体改委原主任、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彭
森考虑的是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问题。他将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归结
为解决五个关系———政府和企业、中央和地方、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
发展、改革和开放的关系，每个关系都含有三到五个重大环节的改革，比如政
府和企业的关系，就包含了垄断行业的改革；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中，涉及
到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严重不匹配，依赖土地财政造成大量的产能过剩、环
境污染等问题。

民建中央原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在回
答记者提问时说，现在正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阶段，因为中央还没有做决定，

各种意见都可以充分地发表，供给中
央思考、选择。

不同视角下的路径选择

世界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
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著
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说，改革是中国最
大的红利，过去是这样，未来可能也
是这样。过去 '' 年，中国经济增长
的速度达到 "$"(，这是经济史上不
曾有过的伟大成就。积累的问题，很
大程度是因为改革还没有到位。现在
到了可以改革的时候了！应该取消汽
车、大型机械制造企业等我们已占比
价优势行业的保护性补贴，砍掉双轨
制遗留的尾巴。在金融、资源类要素
方面进行改革，一旦租金来源被消
除，权力寻租的可能就不存在了。其

间可挖掘的潜力空间很大，十八大提出的百年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著名公共管理与行
政学专家汪玉凯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四大问题都是政治、经济
和社会问题交织，光从经济层面已不可能解决：一是经济发展压
力和风险增大，如房价越来越高，转变发展方式是当务之急；二
是社会利益格局不公；三是民生，如果底层老百姓得不到改革的

实惠，政府公信力会下降；四是反腐，将权力关进
笼子要有制度性举措，光靠网络反腐、运动式反腐

没有意义。他认为下一步改
革路线图中，策略的选择非
常关键，要考虑以政府为主

导的行政改革、政治改革和公共管理
变革，实行“三清四权”：干部清正、
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废除特权、弘
扬民权、约束公权、保护私权。

制度创新是中国改革

的核心

成思危认为，制度创新是中国改
革的核心。历史经验证明，经济体系
的组织与控制问题，要比资源配置、
收入分配以及物价水平更为重要。他
通盘考虑，将面临的问题概括为四个
关系：

第一个是人治与法治的关系。法
治的根本基础是依法治国、依宪治
国。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行政，也就
是要依法治官。政府官员在很多问题
上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立法时在授
予执法者权力的同时，应规定其滥用
权力所应负的责任。依法治国的关键

是党的领导。依法治国还需要提高全民普遍的法律意识，否则社会秩序就会混
乱。

第二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没有公平的效率是不稳定的效率，没有
效率的公平是低水平的公平。我国人均 )*+还在世界 ,--名左右，农业劳动
生产率（每年人均创造的增加值） 仅为美国的 ,(，和印度、印度尼西亚差不
多；我们现在是制造业世界第一大国，劳动生产率只有德国的 ,.%。不提高劳
动生产率拿什么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拿什么增加全社会的财富？投资可以解
决就业，使 )*+增长，但是创造的财富没有实质性增长。我们还是要强调艰
苦奋斗，通过创新、加速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管理来提高劳动生
产率。

第三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要相互配合。政府的
宏观调控要遵循市场规律———一是要尊重价值规律，补贴和限价是权宜之计，
不是长久之计；二是相信市场供求规律，不要凭着政府官员脑子里想象的供求
关系来处理问题；三要尊重竞争规律，只有竞争才能够给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
的利益。所以我们要反对垄断，给所有企业公平的地位和待遇，保证他们同等
地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平等地受到法律保护。

最后是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一方面要强调地方尊重中央的权威，保证中央
的政令畅通；另外中央也要注意，不能搞一刀切。过分集中权力，就会过分集
中矛盾；过分集中财力，就可能过分集中负担。我这个观点讲的是经济体制改
革，实际也涉及了政治体制改革。

阅读中有多少打动人心的故事？一说起这个话题，我立刻想到的
是《佐贺的超级阿嬷》。日本喜剧名家岛田洋七（本名德永昭广）以自
己的亲身经历写了这个苦难中的成长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多年，日本百姓生活困难。因无力抚养
儿子，母亲只好将年仅 /岁的昭广从广岛送到佐贺乡间的外婆家，外
婆的家是“孤绝寂寥极点的破茅屋”，吃了上顿没下顿，常常在小河边
等上游菜市场冲下来的菜叶决定当天的“菜谱”。外婆出门时总在腰
间系条绳子，绳头绑块磁铁，好吸点废铁卖钱。家里的柴火也是河里
捞的，外婆说，“这样，河水可以保持干净，我们又有免费柴火，真是一
举两得。”外婆勤劳、智慧，在战后物质匮乏的日子里，乐观的外婆却
总有神奇的办法，让艰苦的生活快乐地过下去，家里也始终洋溢着温暖与笑声。

外婆和昭广关爱社会，也受到社会关爱。学校开运动会时，小昭广带的饭盒里只有一
点素菜和米饭，一位老师说自己肚子不舒服，要用自己有炸虾、香肠的盒饭跟昭广换。后
来，每年学校开运动会，总有老师“肚子不舒服”。昭广长大了才明白“真正的体贴是让

人察觉不到的”。
成年后的昭广回首往事时说：“我小时候寄养在外婆家，她生于 ,"--年，与 #-

世纪同时诞生，称得上属于过去时代的人。,"&#年外公于战争时期去世，之后，外
婆就在佐贺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小学担任清洁工，独自抚养两男五女共七个儿女，
熬过了艰难的战后重建年代。我到外婆家住的时候是 ,"%/年，外婆 %/岁，她还在
做清洁工，生活当然不宽裕，但她总是那么开朗乐观、精神抖擞。而我呢，在和外婆
相依为命的日子里，懂得了幸福真正的含义。,"",年，",岁的外婆去世以后，我更

深刻地领会到她带给我的种种人生的启示。”
几十年间，日本和世界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用过去对比今天，岛田先生的话发人深省：“现
在大家似乎都陷入茫然的错觉里。放弃 &-年前就已
有的幸福，而一路朝着不幸的方向前行———大家都
走错路了！听听佐贺这位超级阿嬷的话吧：幸福不是

金钱左右的，而是取决于你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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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小说日文版发行

于强所著长篇小说《海啸生死情》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后，其日文
版最近由日本株式会社泰文堂出版发行。#-,, 年，在日本千叶县探
亲的于强正好遇上“'·,,”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海啸，他注意到灾难中
日本人与中国人互相帮助，甚至冒死相救。尤其是宫城县女川佐藤水
产株式会社专务佐藤充先生，先将中国 #-名女研修生带到高处安顿
后，再冲回宿舍试图寻找自己的妻儿，结果宿舍楼被海啸淹没，再也
没有跑回来。他的壮举感动了于强，写出了《海啸生死情》。（罗 兰）

《创业经》鼓励指导青年创业

“/-后”创业青年李治仪创作的新书《小老板的创业经：创业头
三年动作全分解》，以创业初期需要做的事为线索，以生存为第一要
务，详尽指导创业者在创业头三年如何从无到有，机敏灵活地捕捉种
种机会，从资金到人才，从人才到运营，从运营到客户，从客户到财
务，步步为营，逐渐发展壮大。

据出版方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负责人介绍，作者李治仪曾被北京电
视台提名为“‘/-后’新偶像”，李治仪的 《小老板的创业经》 和青
年作家贾飞的《中国式青春》系列，被读者称为传递正能量、让年轻
人凭借勇气和智慧打造自己天空的书。 （周 亮）

《道德经》 是中
华文化的经典之作，
文字简古，语言凝
练，义理颇丰。自
问世以来，点、校、
注、解、疏者不计其
数。青岛大学王凯教
授在对比研究不同
时期注本，综合历代
学者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融入自己多年
老子治学感悟，完成
《老子0道德经1释
解》一书，以通俗的
话语把“道”写得明
白、说得清楚，使
“道”入人心，教给人
们现世的智慧和处
世原则。
（张国毅 刘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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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是执政党，在中国如果出大问题还是出在
共产党身上。

执政党不犯错误是人民的最大利益。
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

表，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共产党没有任何理由惧怕
和排斥监督。

稳定的程度就是多数人承受的程度。
如果我们的改革给群众带来的是痛苦，使群众感

到可怕，那么我们的改革就值得研究。
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的关系，应该像风筝，放出

去了，有线牵着；而不应像放生，放出去后回不来。
放开的程度与范围，取决于控制能力。

有些干部由于缺乏基本知识，常常说外行话，比
如，说民主党派的思想认识同我们完全一致，空前统
一。如果真是这样，还要统战部干什么？统战部做工

作不是为了把人家特殊的、必须存在的东西做光了，
都和我们共产党一样了。如果真是这样，统战部存在
的理由也就没有了。

我曾经讲过，凡属文艺作品，都必须有娱乐的功
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认识功能都寓于娱乐功能
之中。因为离开了娱乐功能，其他功能都无从谈起。
打开电视机一看他就不喜欢，“啪”的一声关掉了，
你还能讲什么功能！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艺，其中包括电影，都
必须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你们不是讲外国影片进来太
多，会冲击我们的电影市场吗？但是，我们也应该从
另外一个方面去想一想，除了人们好奇或思想上的问
题外，为什么外国电影一进来就把我们的电影挤到一
边去了呢？为什么西餐就挤不了中餐呢？

创作要精心、再精心，作品即使不能看出血来，
也要能看出汗来。 （摘自李瑞环《看法与说法》，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阅读可能是一种逃避，也可能是另一种自我实现。接触

文学、接触世界文学，不啻是逃出民族虚荣心的监狱、市侩

的监狱、强迫性的地方主义的监狱、愚蠢的学校教育、不完

美的命运和坏运气的监狱。文学是进入一种更广大的生活的

护照，也即进入自由地带的护照。尤其是一个阅读的价值和

内向的价值都受到严重挑战的时代，文学就是自由。

———苏珊·桑塔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