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革开放的新时期/眼看祖国迅速强大/

眼看人民日益富裕/再看看自己一生的

经历……/这时/我才开始认真地想一

想/原来与祖国命运紧紧地联在一起/

为人民群众的幸福/奉献力量和智慧/

这就是一个人的一生/——潇洒走一回

的真正含义。”这是 1983 年纪念党的生

日时写的，题目是：《潇洒走一 回的含

义》。
维壮同志是山东黄县人。1961 年

他回家探母时写了一首《我的家乡》，诗

中写道：“……家乡啊/你培育了我的性

格/你抚养了我的童年/你的一草一木/

都使我异样温暖/你的一砖一瓦/都使

我忆念万千……家乡啊/家乡的亲人们

/只要你们还穿着粗布衣/我怎能穿惯

绸纱呢/只要你们还吃着粗粮菜/我怎

能咽下酒筵席！”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

看到一个共产党人发自内心的与人民

同甘共苦的心声。在《爱与本能》一诗

中，维壮同志以强烈的感情对爱进行了

诠释，批判了对爱的歪曲践踏。诗中写

道：“爱/是无代价的给予/是无条件的

关怀/是无私的奉献…… /爱/是对国家

/对人民/对事业/对亲人……/最深刻

最持久的感情。自我/冲动/追求/占有

/满足…… /对谁也不承担义务/对谁也

不负责任……/这是对爱的嘲笑/这是

动物界最原始的本能/这种本能愈强烈

/就愈自私/愈粗野/愈低等。”这 首诗，

是维壮同志于 1988 年看一些进口爱情

片的观感。维壮同志在这里所批判的

所谓“爱”，实际上就是社会上所说的那

种“黄”。这种精神糟粕，现在已引起了

政府与社会的关注。
维壮同志是我的同事，也是我尊敬

的兄长。他的诗集《撷美诗稿》，丰富多

采，思想深邃，颇值得一 读。作为一 位

从事财政学研究的专家，有此佳作，尤

其难能可贵。真是：

财界学苑有高名，

茶余诗篇亦含情。
姜氏自古有独韵，

如今翻作新乐声。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基础部）

财经文摘

用中国式“新政”

解决就业问题

胡鞍钢在 1998年 4 月 5 日《中国商报》上撰文指出，促进经济增长，创造

就业机会，减少失业率，是今后我国经济发展最优先的目标和任务，它与国有

企业实行股份制的经济改革的最优先目标和任务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相

互促进。其主要思路是：

第一，使持续高速经济增长成为持续性创造就业过程，即在保持目前较高

经济增长率和资本投入增长率的前提条件下，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其经济学

含义就是提高就业增长弹性系数。既避免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保持宏观经

济稳定，又能够有效控制和降低目前的高失业率。
第二，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选择“节省资本、多用劳动”的工业化技

术路线，有选择地发展资本密集、资源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
第三，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基本群众的基本利益。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需要和呼唤中国式“新政”。这一“新政”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两个基础设施：  一

是物质基础设施，即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如学校、医院、道路、桥梁、植树造林、

兴修水利、环境保护、市容清洁、垃圾处理等等，通过这些公共项目建设吸纳更

多的城镇劳动力和下岗职工；二是社会基础设施，即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失业

保险制度、个人住宅的贷款购买制度、工伤保险制度、人寿保险制度，建立劳动

力市场和信息网络，通过这些制度建设为失业者与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生活保

障，形成良好的社会安全网，从而实现保持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目标。
第四，促进劳动力要素流动，通过市场重新配置劳动力资源和就业结构的

变动，既促进经济增长，又促进就业增长。

财经文摘吴敬琏谈“泡沫经济”

经济气泡的生成，即某些资产的市价脱离它们的基础要素（或曰“基本

面”，反映资产的预期收益状况）而虚升，是市场经济中常有的现象。然而，气

泡的极度膨胀，即虚拟资产的无限增值，却必然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
最早的气泡事件是 17 世纪 30 年代的荷兰“郁金香疯狂”。接着是 1720 年

在英法两国同时发生的“南海气泡”和“密西西比气泡”。本世纪上半叶最有名

气的气泡事件是 1929 年的纽约股市大崩盘，它导致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深

陷其中的 30 年代大危机。战后 80 年代中期美国储蓄与信贷行业的崩溃、1987

年纽约“黑色星期一”的股市崩盘和 1990 年的日本气泡破灭等等更是连绵不

绝。
由于各次气泡膨胀的程度有所不同，政府的事后处理也有当否之分，危机

的强度和表现形式也就有很大差异。但是事件发生的基本轨迹大体相同。首

先，在危机爆发之前，某些资产（在近代通常是金融资产和房地产）的价格虚

升，远远超过它们的基础价值。但是，气泡是不可能一直膨胀下去的。当这些

虚拟资产的价格哄抬到某一高度时，就必然会发生行情的逆转，导致危机的爆

发。而危机发生时，持有虚拟资产的人们又会恐慌抛售，于是价格一落千丈。
（摘自《挤出金融气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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