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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个骇人听闻的经济学理论 

[作者]:范景刚 [来源]:法治人文

  1. 98年探讨国有企业工人下岗问题时，有的经济学家说，国家要减少包袱，不再包办终身，工人现在要养活自己了。
员的口气，还没弄明白：一向是国家养活了工人，还是工人养了国家呢。  

  2. 降低交易成本的"交易先于产权"的理论  

  盛洪说，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 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
管部门合伙把 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这种理论被人称为"权贵私有化"。 普通小民原有的产权份额被一
厂，又没钱买厂，完全被排除 在交易之外。  

  3."腐败有利"  

  张曙光说："改革中的许多变通措施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往往是由腐败和 贿赂行为涉足，再由正式的安排加以确认
利益转移和再 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 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
革的成本费。"他还主张"改 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  

  4. 张维迎数学读的很好，"曾在数学上严格证明，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
的积极性。私 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 好的。"  

  5.汤敏向决策者献策，通过提高教育收费来拉动经济增长 这导致了许多穷困的学生失去受教育的机会。教育居然成了
质，逼着普通百姓掏钱赎买，真是匪夷所思。  

  6. 据说，某些少壮派经济学家私下还提出过一种理论，中国应该学习东南亚 一些国家的经验，牺牲一代少女发展经济
没人公开撰文提 倡，只在小圈子里流传。  

  7. 灾难有利  

  1998年的长江洪灾，成千上万普通百姓家破人亡，举国悲痛，某些经济学家 首先想到的是，重建家园能够拉动内需，促

  8. 股田理论  

  《中国经济时报》５月８日题为《厉股份畅谈股田制》的文章。据该文介绍 ，厉先生认为"在中国广大农村试行'股田制是
来的一个好 办法"。这个办法要在"公司加农户"的第叁阶段实行。第一阶段是订单农业， 公司向农民预订产品。由于成本太高，便
地经营，农民将土地租 给公司。由于租金固定，没办法调动农民积极性，因此，"这个阶段现在又不行 了，这就发展到第
制"。"土地使用权入股就不同了，入股后 按股分红，钱并不比租金少，而公司在发展，几年后股权还可以转让给别人，股 票是增
个飞跃式发展。中国农业走这样一条路，农民收入就提高 了"。厉以宁最后提高声音说"全世界最大的金矿在何处？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