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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D_A6_E7_94_9F_E6_c26_22492.htm 自从周其仁教授的大

作发表以来，后续的讨论热烈而精彩。不过，我注意到，大

家把焦点全部放在公务员高工资的真实性及其他好处上了。

我觉得这是不够的。公务员热已经实实在在地存在。重要的

是，应该关注公务员爆热的经济学效应。 我自己的经历是：

从大学毕业开始，就赶上公务员大规模招考；硕士读完，报

考国家公务员成了许多同窗的首选；而环顾现在身边的博士

群体，公务员仍然是炙手可热的就业门路。对于现在的大学

生来说，报考公务员着实成了一种“时尚”；并且，来自家

长和亲朋的热情同样高涨。 认真思考这个热点，我们的第一

反应可能是公务员的收入过高使然，而这可能会分化收入分

配的差距。对于经济分析而言，如果就此打住，似乎还意犹

未尽。因为，我们其实更应该关心的是公务员热的“经济效

应”：更多优秀的人才成为公职人员，对经济增长到底是好

事还是坏事呢？ 一种乐观的视角是，大学生热衷于公职能有

效地提升公务员的素质，提高政府服务于经济的效率，并最

终促进经济增长。在俄罗斯开始转型之际，政府聘请了哈佛

大学经济学家施莱佛等人作为专家顾问并设计了相关的改革

政策。根据他们的观察，转型以来中国和俄罗斯之所以在经

济增长绩效上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反差，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的人力资本更新得很快，政府对经济增长表现出了罕见的兴

趣；而转型之后的俄罗斯政府官员与转型之前实际上并无二

致。 显然，如果这是问题的全部，我们当感到满意。不过，



我还是倾向于强调公务员热的负面蕴涵。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告诉我们，当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职业时，他们将会选

择那些能够给自己的能力提供最高报酬的职业。这几乎是不

言自明的，并且显然也能够用于中国的现实。 就能力而言，

有些人天生具有一些禀赋上的专长，比如“猫王”的歌喉、

汤姆汉克斯的演技或者是刘翔的速度等等。这类人才的特点

是他们的职业生涯几乎是给定的，很难变换。最近有报道说

，离开了聚光灯之后，曾经的世界摔跤冠军现在只能在洗澡

堂里帮别人搓背。其转业成本之高可见一斑。然而，大多数

的人才并不是拥有某种突出的专长，而是有较高的智力、坚

强的毅力、并善于学习和控制自己。这些品质对于绝大多数

工作都是重要的，并能够帮助他们出类拔萃，因而，这类人

可以选择的职业更加宽广。更重要的是，对一个社会的发展

来说，第二类人才最终选择何种职业具有重要意义。 英国人

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理论作出了令人称道的贡献。他问了一

个著名的问题：中国的科技水平在古代一直独步世界，为什

么后来技术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呢？这个问题被称为“李约

瑟之谜”。这个有趣而重大的问题激发了很多的研究努力。

北大的林毅夫教授倾向于从中国的科举制度给出答案。在中

国绵延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尤其是在宋以后，社会的智力

精英都被吸引到钻研孔孟之道和“八股文”之中了。可问题

是，这些“知识”对科技进步几乎没有任何边际贡献，相反

，商旅贾人则被贬为钻营小人，创新发明则成了“行而下”

的雕虫小技，这些职业长期以来为贤达所不齿。显然，科举

造成的人才配置的严重失当应对中华文明的由盛转衰负相当

大的责任。 再回到公务员热这个话题。联系到上面这个故事



，仔细想来，我们就很难乐观起来。我的看法是，大学生争

相从政，可能意味着类似的人才配置的扭曲。 虽然，政府提

供的服务对经济发展是必须的，但是，总体来说，政府部门

的活动是不创造价值的，是对社会资源的消耗，也就是说，

政府的活动通常不直接增加整个蛋糕的规模，而是社会蛋糕

的消费者。 容易想象，社会最好的人才选择进入政府部门，

还是成为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对于创造财富的意义是有明显不

同的。有证据表明，一个社会中的律师越多，这个社会的经

济增长率越低。由于公务员和律师一样都不是想着要生产财

富而是想着分配财富，因而，我相信，如果政府部门集中了

过多的社会优秀人才也不是一个好的迹象。 总结起来，大学

生报考公务员热可能对长期的经济增长带来这样几个负面影

响。首先，如果一定时期人才的规模一定，公务员热意味着

从事生产活动的人才会相应减少；其次，高收入支撑的公务

员热需要税率的提升来维持，这将导致生产积极性的降低；

再有，人才向政府的转移会阻碍推动技术进步的智力投入。

这些方面是我对公务员热所怀有的隐忧。 提出如上一孔之见

，希望能增进讨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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