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中国共产党党史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 当代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史 大事记

列宁主义 邓小平理论 科学发展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 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专题参考 辞典

  您的位置：首页 - 和谐世界

 

中国之谜与中国之道 (2)

陈 平    2010-2-26 13:38:07    来源： 《红旗文稿》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二、新古典经济学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困惑 

  新古典经济学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也是一个庞杂的理论体系，它同样对中国的发展感到困

惑。 

  新古典理论之一是西方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这种理论把私有企业看成最优的制度安排，认为

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显然，这种说法是极为片面的。中国乡镇集体企业

的崛起和在改革中焕发新活力的大型国企，如海尔、长虹、联想等企业可以和跨国公司竞争，工商银

行、建设银行等跻身于世界五百强企业，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民营企业有民营企业的优势，但

通过改革而获得新生的国企仍是中国经济主体和支柱。中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没有像东欧或苏联那样把大型国企全面私有化，而是在国企改革中引进竞争机制，提高国企

生产效率和社会效益。中国的产权清晰理论，实质上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产权，变为共有制下的激励

机制，这比西方以私产为基础的产权理论更具一般性和说服力。这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更显示了国

企在社会稳定、创造就业、保障税收上的贡献，国企也是中国国防外交独立自主的基础。亚非拉其他

国家的经济政策往往受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机构约束，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中国那样独立自主的国有

经济。 

  新古典理论之二是宏观经济学的内生增长理论。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是知识的积累，发展就

是知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后来者没有挑战先行者的可能；自由化是消除知识传播障碍

的主要手段。他们鼓吹在中国实行自由化政策，尤其解除资本帐户的流动管制和信息网络的监督，这

是华盛顿共识的主要依据。这一理论的弱点，在于否定知识的更新机制。假如知识只是新古典经济学

强调的“干中学”, 而非我们观察到的“试中学”，那么老牌工业国英国将仍然统治世界，没有后起的德

国、美国的崛起机会。事实是，新兴的产业往往淘汰落后产业，发展中国家技术赶超就有严肃的选择

和消化问题。中国引进外资时有严格的产业政策，阻止夕阳产业和污染产业的流入，比东欧转型国家

更能有选择地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像奇瑞汽车、吉利汽车这样的后起之秀，敢于挑战汽

车行业的跨国公司，在于敢于创新的勇气，而非“知识积累的优势”。 

  新古典理论之三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民主理论。西方理论家一直看好“民主国家”印度而非中国，

其理论依据是自由民主更符合人类的自私本性。 

  没有在西方长期生活的人，很难想象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实质是维护利益集团现状的制度，却不是

改革不合理现状的制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西

 



蒙·约翰逊明确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政府被金融财团俘虏，只有拆散金融财团，才能摆脱

金融危机。但是，至今观察到的美国救市措施，花了上万亿美元拯救金融寡头企业，比十年内医疗改

革的总成本还多。美国政府大规模动用纳税人的钱挽救金融巨头的资产，却无力打破金融寡头的垄

断。美国标榜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造成军工、金融、律师三大利益集团主导美国政治、阻扰社会

改革的政治局面。美国的议会民主制无力约束军火工业、金融寡头和跨国企业对经济的操纵，因为政

客竞选依赖财团的政治献金。美国最高法院最近裁决，否决对企业政治献金的限制，把金钱干预政治

说成是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赤裸裸地暴露美国金钱政治的本质。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经济学家普遍观察到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有限。中国政府的财政政

策立竿见影，西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却举步维艰，原因是发达地区的选民不愿补贴不发达地区的基础建

设，怕企业出走到劳工便宜的地区。换言之，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议会民主制倾向于维护地区差距，客

观阻碍国家整体的结构调整。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技术升级和抗危机能力，显示中国的宏观管理体

制，能更好地兼顾全民利益，走出新的宏观经济学道路。中国的结构调整之快，超越了凯恩斯经济学

单纯拉动内需、维持就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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