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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种独特且重要资源，是一个被经济学研究所忽视的领域。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
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
的各种具体样式。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
以价值观最为重要。 
一、文化与制度 
对文化与制度的关系研究，最早体现在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1759）中，在该著作中，他指
出人的本质是有同情心的，但为了生存不能不自利，而人的自利行为反过来又使社会的环境及制度安
排有所改变，这样，人的行为由于道德观念的演进而有所改变，社会的体制就跟着演变。事实上，社
会制度的构造与演进虽取决于历史赋予的技术、法律和行政管理制度等因素，但与特定时代的社会文
化传统有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意识形态（或文化）理论在诺斯那里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将制度分
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或制约，惯例、习俗、传统和文化一般被用来代表非正式规则。文化不仅扮
演塑造正式规则的作用，而且也对作为制度构成部分的非正式制约起支持作用。在谈到文化与制度的
关系时，道格拉斯·诺斯（1990年）认为体制的演变受到一些“非正式的限制”，它们来自“社会传
播的信息，而这种信息是我们所说的文化的一部分，表现为语言为基础的记载和解释传感器官传递给
大脑的那些信息的一种概念架构”。 
在对制度形成机制问题的理解上，肖特得出结论：“它们通过人类行动而不是人类的设计而有机孽生
地出现的，因而是个人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类集体行动的结果”。青木昌彦（MasahikoAoki，200
1）把制度概括为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把博弈重复进行的方式等
同为博弈规则。并认为博弈规则是由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内生的，存在于参与人的意识中，并且是可自
我实施的。韦森（2002）认为文化作为存在于人们之间的符号和意义系统，在社会过程中“显影”下
来或者说在社会存在中“固化”下来就成了种种社会秩序，包括习惯、习俗、惯例以及各种规则、规
章、规程和种种法律、法规等等，而社会秩序反映在人们心智的理解中，以及通过人们的语言表述出
来，就构成一个社群或族群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方面，种种社会制序本身承载和保持着
文化；另一方面，文化作为种种社会制序的“精神性”，又成为社会制序沿存、演化和变迁中的连续
性的“基因”。 
二、文化与经济发展 
对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大致有四种不同的论点。一种观点由包括亚当·斯密和穆勒在内的古
典经济学家们所提出。亚当·斯密（1776）从特定的“经济人”出发，合理地指出：任何市场经济只
有在共享的道德观，即信守契约、履行支付承诺、尊重市场伙伴的基础上才能正常运行。也就是说，
特定的文化观念成为市场扩展和经济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J·S·穆勒（1848）认为各国的经济情况
取决于道德的或心理的，从而依赖于各种制度和社会关系，依赖于人类的本性。在论述中他注意到了
与经济发展有关的制度因素和知识、道德因素。认为一国人民的信仰和法律对他们的经济状况起很大
作用，而经济状况通过对智力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又作用于人民的信仰和法律。 
第二种观点由马克斯·韦伯（1904，1905）提出，较为激进地认为特定文化（特别是新教教义）是促
进资本主义产生与现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这一观点得到很多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
家及少数经济学家的赞同与支持，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他（199
6）认为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而根据文化差别可以将世界
分成八九个主要的文明，他认为未来的冲突将由文化因素而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所引起。 
第三种观点虽然承认了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影响作用，但具体立场又有差别，有的学者强调了文化对
经济发展存在的阻碍作用，熊彼特（1934）的发展观是建立在创新之上的，他认为尽管传统习惯带来
了日常生活的巨大节约，但是对于工商业者的创新而言却造成了“心灵方面”的困难。文化对人们行
为具有制约和规定作用。阿瑟·刘易斯（1954）清楚地意识到，“经济增长依赖于人们对工作、财
富、节俭、生育子女、创造性、陌生人和冒险等等的态度，所有这些态度都是从人的头脑深处产生
的。”冈纳·缪尔达尔（1968）在对南亚国家进行考察，描述了在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传统价值观与
战后现代化理想之间的冲突后，得出结论说：“引起大而迅速的变革比小而缓慢的变革常常不是更
难，而是更容易。”他觉得只有迅速和大规模的变革，才能改变拥有宗教感情基础的传统价值观的阻
碍，而渐进是难以奏效的。而有的学者注重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阿马蒂亚·森（1999）认
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率运行依赖于强有力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他论证说，一个交换经济的
成功运行依赖于相互信任以及公开的或隐含的规范的使用，即使对机构和制度而言，其运行也是以共
同的行为模式、相互信任以及对对方道德标准的信心为基础的。更多的人则采取了调和的观点，认为
一些文化因素具有促进作用，而另一些文化因素会阻碍经济发展，事实上，他们认为文化对经济发展
的影响是“中性的”。 
第四种观点是由道格拉斯·C·诺思（1981）提出的，他将文化（或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影响合约实
施的不可缺少的变量，而合约的实施则最终决定了经济发展的状况。 
在对文化与经济发展二者关系的争论中，似乎更多的证据表明了特定文化具有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的
作用，至少忽略了文化因素，人们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理解将是不全面的。 
三、发展模式与文化模式的关系总结 
纵观近几十年来东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发展速度，彼此之间差异甚大。在把这种差异的原因归于新
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资本、技术、劳动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制度。制度是重要的，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式西方兴起的原因所
在”。因此，在把制度纳入到经济发展模式差异的分析中去的同时，必须将文化纳入进来，尤其是要
考虑文化模式的差异。 
对文化模式，不同的文化人类学家有不同的理解。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把文化中的那些稳定的关系
和结构看成一种模式。在本尼迪克特那里，文化模式是相对于个体行为来说的。人类行为的方式有多
种多样的可能，这种可能是无穷的。但是一个部落，一种文化在这样的无穷的可能性里，只能选择其
中的一些，而这种选择有自身的社会价值取向。选择的行为方式包括对待人之生、死、青春期、婚姻
的方式，以致在经济、政治、社会交往等领域的各种规矩，习俗，并通过形式化的方式，演成风俗，



礼仪，从而结合成一个部落或部族的文化模式。诸文化模式之间的差距之大，甚至可能是完全对立的
社会价值观。不同国家都有各自独立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的差异不仅是各个社会在取舍生存的那些
可能的方面时那种心安理得的态度所产生的结果，它毋宁更该归咎于文化中各种特性之间的盘根错节
的复杂现象。 
对近现代东西方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分析中，东方的集体或社群主义文化模式与西方的个体主义文化
模式的差异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韦森（2002）在《从文化传统反思东西方市场经济的近代形成路径》
一文中，通过评介Grief教授基于11至12世纪地中海周边两大商贸社会文化信念的差异对社会组织结构
的形式和变迁的历史博弈分析，发现将诚信、美德和良善的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社会，往往静滞于一
种习俗经济而难以导致一个发达的现代商业体系，而不将诚信道德且自私自利甚至不择手段地追求个
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主义社会，却容易衍生出一个法治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在该文中，他还指出在
集体主义商业文化中将导致一个水平的社会结构，而在个人主义商业文化中将出现一种垂直的社会结
构。 
在现代社会，西方国家奉行个人主义文化模式，每个人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彼此之间互不信
任。在这种模式下，为了保证人们的交易、交换和来往，要求具有一定的正式法律框架来规约人们的
行为，并通过法律协调和解决人们之间发生的经济纠纷，从而生发出了一个整合的制度化社会。在这
个制度化社会中，不讲诚信道德的文化信念不仅会导致一个内部整合的经济结构，更可能导致一个外
向型的开放经济。 
与此相反，东方主张社群主义文化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人际关系是个人化和熟人化、内部的社会结
构是离散的，社群或社会内部交往靠的是关系网络。因此，社会主要是通过一种非正式的经济惩戒机
制来诱导每个人不采取“不合宜”的行动选择策略。并且，这种非正式的集体惩戒机制是能够自我实
施的，因为有一个信息传递网络的存在亦是可行的。人际关系的个人化，熟人化和不能抽象化，也会
导致以倡导诚信、守德、履约的集体或社群主义社会内部人们交往与交易的半径大大缩小，从而无力
拓展出Hayek（1988）在《致命的自负》中所说的“人之合作的扩展秩序”。因此，集体或社群主义社
会往往静滞于一种习俗经济或惯例经济，从而难以形成一个发达的商业体系。 
就我国来说，武坚（2007）认为与欧美社会相比，中国人的行为基础既不是强烈的个人本位、也不是
强烈的集体本位，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功利性集体本位”。与这种“功利性集体本位”相一致的行
为模式就是通常所称的“关系取向”，即“‘关系’在中国具有功利性的内涵——由于机会的普遍匮
乏，人们需要借助于‘关系’形成一个‘机会优先’的排他性互利集体。”关系取向的行为模式既是
儒家伦理的基础、又在儒家伦理的广泛传播中被强化：“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观念是‘仁’，它
强调一个人只有在与另一个人的关系中才能定义自己”，因此承袭儒家伦理的中国人重视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而相对忽视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在这种文化模式下，就形成了我国特有的经济发展模式。 
四、结论 
一国经济的发展或采取的发展模式与其背后的文化的差异或文化模式息息相关。如新古典经济学家那
样，仅将技术、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因素作为解释各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存在差别的原因是不够
的。必须将制度考虑进去，而在这之下，文化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特别。对中国而言，自改革开放
以来，由体制转型、制序变迁和文化演进这三者互动引致和激励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由于我国传
统文化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也受到一些限制。因此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过程，它既是一个经济
制序变迁的过程，一个政治运行机制改革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演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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