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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事内》是复旦大学兰小欢老师简要介绍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过程中，特别是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的一本书。当然，政府在经
济中的作用是非常宏大的课题，一本书自然不可能阐释地面面俱到。《置身事内》是该
课题的研究生讨论课教材，主要也是起一个导引作用。但这本书大处脉络清晰，细节
之处有例子和数据，每章的推荐阅读又可以让读者继续深入，确实是少有的能让读者
了解中国经济发展脉络的诚心之作。
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介绍由事权和财权引起的地方政府的微观机制，下篇介绍

由这些微观行为对包括城市化工业化、房价、地区差异、债务风险等宏观现象的影响。
微观机制方面，介绍了地方政府的权力与事务，财税与政府行为，政府投融资与

债务，工业化中政府的角色四章。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复杂性本质在于中国的大——幅
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风俗文化、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差异巨大。这就比小国的治理
要困难复杂很多。我国政府实行的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多级管理，垂管——区划多重
领导的多级管理体系。政府事权划分的主要可以归为规模经济、信息复杂性、激励相
容三个原则。地方政府承担着发展地方经济的重任，资金需求很大。各地地方政府主
要通过转移支付、税收返还、土地使出让和融资、城投融资等积累资金，并投入到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产业投资等投资建设上。衡量收益从借债、投资两方面
看，但十分复杂。一方面，地方政府融资带来了巨大的地方债务，当经济发展放缓的
时候，风险就会暴露出来；另一方面，投资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量化计算是复杂
且困难的，有的投资带来了产业升级，给经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比如光电显示、光
伏、高铁等，有的投资却难以看到效益。
宏观现象方面，介绍了城市化与不平衡，债务与风险，国内国际失衡三章。地方

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第一个特点是城市化过程中“重土地，轻人”，快速推进了城
市化基建，但推高房价，带来了居民的债务增加，拉大了地区和贫富差距。第二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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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招商引资过程中“重规模、重扩张”，快速推进了工业化，但加大了债务负担。第
三个特点是“重投资、重生产、轻消费”，快速拉动了经济增长，但也引发了经济结构
中居民收入消费偏低、产能过剩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分别提出了一系列改革
措施。
兰小欢老师的这本书写的通俗简明而又系统，特别是结合近年来的经济时事还有

各种平常生活中遇到的经历，读起来会很有意思——大约可以懵懂地了解了解背后的
原因吧。很喜欢这本书结束语里最后一句话：生活过得好一点，比大多数宏伟更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