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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相比
之下$或见高低$却不妨碍萧政
自己也成为时间管理的高手 "

交通问题几乎是每一座大城市
的痛点$洛杉矶也不例外"在美
国时$ 萧政都是五点钟准时来
到南加州大学校园$ 六点钟学
校游泳馆一开门$ 他就第一个
跳进泳池$ 等他老人家神清气
爽地 %上岸 #休息 $已经是一个
半钟头以后的事情 " %没办法
啊$ 我游得慢$ 只好多花些时
间" #然后$他一天的工作就此
开始"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对
此萧先生深信不疑" 他常常建
议友人多多运动 $ 珍重身体 &

%一定要把运动当作每天的第
一件事情去做$ 这样总可以坚
持下来的" 否则一忙!一累$运
动的事就被耽搁了" #

中国的经济学家手

头 摆 着 无 穷 无 尽

的!新鲜的课题

在美国$ 一位学术杂志的
主编通常最多可以任职三至四
年时间" 对此$ 曾任国际权威
经济学期刊 '计量经济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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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编
的萧政给出的解释是$ %只有
这样才能够尽可能降低期刊主
编个人好恶对于学术研究方向
的影响 #" 对于学术杂志 $ 尤
其是权威期刊而言$ 其发稿量
势必远远低于它收到的投稿
量 $ 那么如何选择文章刊发 +

除了审阅人的评判$ 主编的个
人喜好同样发挥着重要影响 $

久而久之其个人价值取向难免
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学术研究的
方向$ 所以学术杂志 %只有不
断更换主编$ 才能够不断地激
发学人的创新思想#"

%经验 # 与 %平衡 # 之
间该如何寻找支点 + 萧政建
议 $ 中国学术期刊主编的任
期也可以相对缩短一些 $ 其
中有利亦有弊 $ 但在激发学
术创新层面的影响应该更多
会是正面的 "

常常有人抱怨$ 对于中国
经济问题的研究很难在国际一
流期刊发表" 对此$ 萧政却不
以为然" 事实上$ 今天发生在
神州大地上的新的经济现象 $

西方社会或许还未曾遭遇$ 但
在未来可能也会遇到$ 那么中
国学人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就
走在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前沿 "

在这种情况下$ %发表# 就成
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萧政认为$ 中国的互联网

经济颠覆了包括货币政策在内
的传统经济学思维" 传统货币
经济认为$ 货币供给量乘以货
币转手次数$ 就得到了整体交
易数量$ 而交易数量又与国民
生产联系在一起" 所以$ 货币
政策的基本原则就是利用货币
影响干预经济行为" 可在当前
的互联网经济环境中$ 人们扫
一下二维码就完成了一次交
易 $ 平均转手数量无法测算 "

面对新技术$ 传统货币政策的
思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

这无疑给中国经济治理出了一
道难题$ 也给中国的经济学家

出了一道全新试题 " 但事实
上$ 机遇永远与挑战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人在
%摸着石头过河 # 的过程中 $

积累了经济理论和实证分析两
方面丰富的 ! 独有的研究题
目 " 上世纪

01

年代 $ 萧政本
人是非常支持乡镇企业的$ 因
为在那个历史阶段乡镇企业表
现出强烈的求赢! 求进! 求发
展的欲望与动机$ 表现出更优
的经济效率" 而今$ 他对于乡
镇企业的态度却发生了

201

度
的大转弯" 因为$ 经过了中国
经济

31

年的快速发展 $ 乡镇
企业的生产工具已显粗简$ 生
产效率难免相形见绌 " 曾经 $

萧政眼里的贵州可谓山清水
秀$ %论旅游资源$ 个人认为
那 里 比 英 格 兰 湖 区 )

4&5,

6./-$.*-

* 漂亮多了" 于是$ 今
天再见那些乡镇企业吞云吐雾
的烟囱就觉得非常刺眼了$ 很
多经济现象已经 ,此一时$ 彼
一时 - 了 # " 在萧先生看来 $

中国的经济学家手头摆着无穷
无尽的! 新鲜的课题$ 这恰恰
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优势所

在"

多年来$ 经常会有学生找
到萧老师抱怨& %不知道该如
何找到研究题目"# 每每这时$

萧老师都会引用当年恩师雨宫
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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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告
诫同窗的那句 %你先去找到别
人文章当中错误或可改进的地
方#$ 从纠正别人的错误开始$

逐步深入$ 研究空间就会渐渐
呈现在你的面前$ 进而帮助研
究者建立自己的分析方法"

翻开硬币的另外一面$ 面
对任何一篇学术论文$ 一定会
有人鸡蛋里面挑骨头$ %这个

时候不妨换个角度想想$ 这就
是个人学术进步的机会 #" 萧
政常常对学生讲$ 他最欣赏老
一辈数学家陈省身的那句 %做
学问要耐得住寂寞 #" 从事学
术研究不要想着立刻致富 $

%没有人理无所谓 $ 我只要专
注下去$ 总归会有所发现#"

研究方法上的突破

依旧是中国经济学

研究的重要突破口

好的学风可以助力学术研
究的健康发展" 对于经济学研
究而言$ 好的学风甚至可以助
力一国经济! 世界经济的长足
发展与进步" 萧政担任 '计量
经济学( 主编期间$ 曾收到老
师安德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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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
来的文章" 审核过程中$ 审阅
人发现了文章中存在的谬误 "

于是$ 萧政提笔致信恩师$ 直
言文中的不当之处" 安德森也

不介意$ 并很快回信$ 确认此
处确为疏漏" 毕竟 %在这个世
界上$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
的理论是无懈可击的#$ 从某种
意义上说$ %批评# 与 %改进#

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在萧政看来$ 美国人那种 %不
管不顾# 的精神对于科学研究
的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一
点值得肯定和借鉴" 中国人的
%人情关# 当破! 必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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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天$ 厦门大学王
亚南经济研究院及经济学院院
长洪永淼教授邀请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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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赫克
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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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校演
讲" 其间$ 赫克曼教授自曝其
办公室门口贴着一张字条$ 上
面写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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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打
倒我吧/*" 萧政认为$ 恰恰是
这种开放! 勇于甚至乐于接受
各方质疑的胸襟$ 成就了一名
优秀的学者$ 帮助他不断完善
自己的理论" 因为$ 竞争才是
进步的原动力"

课堂上$ 萧政常常对学生
说$ %做学问$ 就是要追求真
理#$ 紧跟着会讲一个发生在两
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间
的小故事& 萧先生还在做研究
生的时候$ 加州计划建设连接
旧金山湾区的长距离公共交通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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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的另一位得主000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教授丹尼尔.麦克法
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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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邀
论证该项目的 %性价比 #" 大
量的抽样调查 ! 统计分析过
后$ 麦克法登建立了一个经济
模型$ 预测项目实施的利用效
率 " 不 想 这 却 招 致 他 的 同
事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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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诺贝尔经济学

奖得主 ! 经济理论学家吉拉
德.德布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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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杂志上公开发文$ 提出
质疑" 故事至此$ 看似杂糅了
很多尴尬与不悦$ 其结果却如
同童话般完美000恰恰是基于
德布鲁的质疑$ 麦克法登改良
了自己的模型$ 使其学术价值
得以提升" 为此$ 两位经济学
家在人们心目中所赢得的敬意
非但没有打折$ 反而各自收获
了更多的掌声"

萧政认为$ 早期的中国经
济学研究往往关注比较大的问
题 $ 目标比较宏大 " 近年来 $

他喜见各种研究题目呈现越来
越小 ! 越来越具体的趋势 $

%这样才能把一件事情讲清楚!

分析透彻#" 在这样的情况下$

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依旧是中国
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突破口 "

' 孟 子.梁 惠 王 上 ( 中 有 &

%斧斤以时入山林 $ 材木不可
胜用也 "# 这句话谈到环境问
题 $ 讲得很简练 $ 没有给出
严整的分析方法 " 在今天看
来 $ 如何利用客观真实的数
据 $ 采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 $

建立一套完整的分析方法 $

而非停留在浅层 $ 是摆在中
国经济学人面前的一道待解
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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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时间里 $ 中国
的经济学教育取得了长足的
发展与进步 $ 但是改革之路
才刚刚开始 $ 需要践行者拿
出十二分的勇气和坚忍 " 对
于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明天 $

萧政是相当乐观的 " 他强调 $

加强国际沟通 ! 赢得国际学
界认可是中国经济学成长的
一条重要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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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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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萧铮夫妇与德国土地改革运动大师达

马熙克参加会议后合影"

#

萧政夫妇与父母合影

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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