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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based on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have always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research tools for economic research 
on economic growth. But this method is less interpretive. Inspired by Olsen’s methodological thought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a-
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rade-off theory” based on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regards the 
country as the human body, interprets economic growth by using the whole view, and thinks that economic growth is a self-stabilizing 
mechanism that includes the blood of the country, the government is the country’s mind, the society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nation’s 
survival and the hunger is the self-stabilizing mechanism of the country’s heart muscle, and within this framework, the paper puts for-
ward some basic questions and reflections on the basic problems of tradition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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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数量统计为基本特征的实证研究方法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研究工具，但这种方法的解释力普适性较差。受
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的方法论思想启发，论文基于传统哲学和中医理论提出了“权衡论”，将国家看作人体，运用整体观
解释经济增长，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包括经济是国家的气血、政府是国家的头脑、社会是国家的生存基础以及饥饿感是国家
的心肌力四部分的自稳平衡机制，并在此框架内，提出了对传统经济学若干基本问题的质疑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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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经济学走出历史学的襁褓以来，关于财富或者经济增

长的奥秘，就如打开了的潘朵拉魔盒，吸引着经济学家们不

懈地尝试着用各种规范或者实证的方法去参悟其中的奥秘，

当下的经济学界以数量统计为特征的实证方法俨然已成为当

道的主流。有趣的是，虽然数学方法严密连续，但受制于假

设条件的规定性，这些结论的普适性往往较差。由此令人不

禁疑惑：我们离经济增长规律的真相到底是更近了，还是更

远了？

一次学术沙龙活动令笔者开始在自己多元的知识结构

中，重新思考经济学的本质，寻觅解开经济增长奥秘的钥匙。

当视角扩展到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医理论，尝试利用类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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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整体观解构这个问题时，一种迎刃而解的感觉逐渐

生成。

2 困惑：经济学的本质是什么

每一个学习经济学的人，想必都会首先提出一个问题：

什么是经济？对于这样的元问题，教科书上很难找到统一的

完全令人信服的答案。从《国富论》的终极概念和当今的

GDP 概念理解，似乎经济应该是生产出的各种产品。经济越

发展，人类就应该能够生产出越多的产品。再后来又有了新

答案：经济活动似乎是分配产品的活动，生产和分配之于经

济的意义，应该就如马克思“经济四环节”理论所述。但笔

者认为，还可以将经济分别理解为的“静态”和“动态”含义。

也许上述的定义未必科学，但应该可以揭示问题之一端。

在资源稀缺、自利而为的假设前提下，经济学研究习惯性地

认为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是实现经济增长、财富积累为终极

方法。但联想到现实中急骤扩大的贫富差距，心中困惑顿生：

难道对效率的追求一定要以财富分配失衡为代价吗？或许是

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思考能力实在有限，在失望的同时，笔者

对经济学本质的思考似乎也误入了一种心灵困境。

3 转机：特性与共性，谁主沉浮

转机总是不期然而至。《经济学前沿》讲座让笔者重

温了中国经济从古至今、由富转贫、由弱而强的多舛命运。

当讨论聚焦“中国经济增长之原因”时，一连串的疑问逐渐

将思维阈开打，古代中国的富强与当代中国的复兴是基于个

体的共性还是时代的特性？近代英美的先后崛起都有强势的

经济学成果为伴，为什么古代中国富甲天下却未闻有中国经

济学？……

罗大伦——一位热衷于通过现代传媒传播中医的博士

后，他那几本精彩的通俗读物令笔者对中医有了醍醐灌顶之

感。中医之精妙绝伦，不在于药物多寡，关键要辩证正确、

诊断到位，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相比西医动辄以上亿

费用来研发新药以应对新型绝症，自《黄帝内经》问世、战

国扁鹊创立“四诊法”和东汉张仲景创立“伤寒论”以来，

中医的实用、高效至今仍泽被世人，不禁又心生疑窦：是中

医早已囊括了一切变化，还是人体的变化并未超出其自身的

运行规律？

曼瑟·奥尔森以一连串问题作为他的著作《国家的兴衰》

的开篇。当他抛出那个“千呼万唤如出来”的观点时，思维

开始发生强烈的共鸣：对这些问题的“某种解释能够适用于

大量现象，即这种解释具有权威性并且简明扼要，我们就会

对这种解释产生信心”；并且“一种理论的说服力不仅取决

于多少事实可以被解释，而且还取决于可解释的事实类别有

多么广泛”a。

正如奥尔森所言，基于特性的经济增长解释往往是后验

的，因此缺乏明显的说服力。只有在古今中外所有情况的基

础上建立一种共性观点，才是对经济增长源泉的正解。

4 权衡：中医理论只能医人吗

4.1 权衡：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医的理论基石

中医以气化观点为理论基石来认识和阐述人体的生理过

程和病理、诊断、治疗及预防等问题，认为“正气存内，邪

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即正气虚弱是人体患病的

根本原因。

气化理论的核心是“权衡论”，简单讲，即以稳态观和

自调观为合理内涵的自稳平衡思想。稳态是构成自然界和生

物体的最基本前提条件；自调则是维持这种稳态的基础和保

证。也可以说，稳态是一种相对静态和常态；而自调则是一

种绝对动态的过程。

生命是大自然的产物，因此中医理论认为人与天地相应

是最基本的法则。对应于自然的演进过程，人体可以通过三

种过程来实现自稳调节：第一，健康状态下，通过维持生理

状态的稳定以保持人体处于最佳的稳态，即稳定的过程；第二，

亚疾病状态下，通过自调能力使人体恢复至健康状态，即自

愈的过程；第三，疾病状态下，借助药物或非药物手段来发

挥自稳调节能力，使人体达到稳态，即治疗的过程。

4.2 关于经济增长的“权衡论”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首次高瞻远瞩地提出了经济研究的“体制·目标·人”的三

层次构想，并认为经济体具有自我调理功能，一国的经济增

长过程同样是“权衡机制”作用的结果 b。胡传机先生也在《非

平衡系统经济学》中提出经济体本身是相对平衡系统，应当

使其处于非平衡状态，才能形成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 c。笔

a 曼瑟·奥尔森 . 国家的兴衰 : 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07.

b 厉以宁 .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M].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1986

c 胡传机 . 非平衡系统经济学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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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完全赞同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的基本观点，正如人体

在权衡中自稳平衡一样，一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同样是“权衡

机制”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的“权衡理论”包括以下四要素。

4.2.1 经济是国家的气血

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小天地，气血流通是人体的正常生

理功能。从国家层面分析，经济是一个国家的气血。只有经

济活动通畅，经济才能增长。世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变化，

正是整个世界气血通畅的表现，近代中国被动挨打，是闭关

自守导致气血不通使然。

4.2.2 政府是国家的头脑

张仲景指出：“头者，身之元首，人神之所注”(《金匮

玉函经·证治总例》)。隋朝杨上善更明确指出：“头是心神

所居”。从国家层面来看，政府充当了国家的头脑。“道教医典”

认为，大脑属于上丹田，而上丹田属于人体知性、理性的层

面；只有当气血充盈时，人体才能负荷大工作量。由此来看，

政府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非常类似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关系的论述。只有政府保持高效率，才能实现经济运行

的高效率。

4.2.3 社会是国家的生存基础

人不仅是生物个体，也是社会的一员。从整体概念出发，

中医认为人与社会是统一的。从国家层面来看，正如社会环

境会影响人体的稳态平衡，社会矛盾也会作用于国家，对头

脑（政府）产生压力，而这往往与社会局部气血（经济）失

衡有关。其实这也是在传递信号——政府需要诊断社会状态，

寻找对症之道。政府尤其应关注“疾病状态”，与能够真正

解决问题的专家、学者一起，使国家回到稳定平衡的状态。

4.2.4 饥饿感是国家的心肌力

中医认为人体健康是阴阳平衡的结果，而生病是阴阳失

调的结果。实际上中医各种治疗手段的共性就是通过“刺激”

机体来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刺激”的方法会激活人体的

经络系统，促进气血正常循行，充分发挥人体的“自身调控”

作用，重新恢复机体的正常平衡状态，这正是中医“饥饿疗法”

的理论依据。还是从国家层面来看，保持社会整体的饥饿感

（即危机感），恰恰是国家气血充盈、生命力旺盛的奥妙所在。

一个缺乏饥饿感或者危机感的国家，最终是要陷入停滞甚至

消亡的。

综上所述，整个国家处于稳态平衡状态，是实现经济稳

定增长的前提条件。当国家的平衡状态被外力破坏时，其自

我修复能力的强弱与国家的综合状况密切相关，正如中医“因

人而异”的辩证论治。

4.3 中医 vs 西医与传统哲学 vs 经济学

在中国，中医虽然源远流长，但相比西医还原理论的具

体明确，中医阴阳五行的整体理论过于抽象，所以很难为现

代人接受。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虽然中医整体式微，但中医

却每每在西医无技可施的情况下，展示出国医的博大精深。

难怪胡适先生在遭遇相似尴尬之时，也提出了中西医之间的

变通之法：“许多医学者在化验室里，穿着漆布的围裙，拿

着玻璃的管子，在那里做化学的分析，锅子里煮的中国药，

桌子上翻开着《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一类的古医书”，

“把黄芪化验出来，看它的成分究竟是什么？何以有这样大

的功效？”a。所以，笔者认为，西医与中医之间犹如道与术

的关系，中药的作用机理正在逐渐被现代实验室方法所验证。

学贯中西的胡适提出的上述想法同样可用来说明目前经

济学研究的困境。在西方文明当道的今天，数理方法已成为

主流的研究方法。然而，回顾经济学说史却不难发现，当代

经济学家的建树并未真正超越古典经济学。汪丁丁在《经济

学思想史讲义》中对经济学概念进行的梳理，让我们在看清

经济学思想阈的同时，也认识到“充斥着深奥的数学模型与

复杂的数据验证，却越来越疏远了思想”的经济学前沿研究

是“不会有长久生命力的”b。笔者认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发

展成果，其实一直在为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提供解释方法。

另一方面，哲学是思想的更高境界，因此传统哲学才是真正

与古代中国繁荣桴鼓相应的经济学。三者之间，数理经济学

如同外科医生擅长精准的手术，古典经济学却能够开出有效

的内科药方，而传统哲学就如中医一样主张一切以稳态实现

平衡。所以，用传统哲学及中医理论对经济增长进行解释有

其合理性。而且，经济学实质上是哲学。

5 证明：“权衡”是经济增长的有效机制

5.1 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证据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段源自《三国

演义》的文字简明概括了中国历史的演绎逻辑。在中国历史

a 罗尔纲 . 师门五年记 胡适琐记 ( 增补本 )[M]. 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2006.11

b 丁建峰 . 思想史朝圣之旅 [J]. 财经，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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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代表着稳定，分代表着战乱，一治一乱的交替格局其

实也就是经济周期的循环。这样的循环实际上也是社会机制

的由稳定到不稳定的调节功能和由不稳定到稳定的修复功能

的作用过程。每每大一统朝代建立之初，统治者便与民休息，

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国家的气血迅速恢复，物资丰阜。与此

同时，新的分利集团（以皇帝为核心的政府集团）也由小变大，

于是出现“头脑（政府）中风”问题：穷兵黩武、荒淫无度、

横征暴敛、掠夺财富等，最终结果整个国家开始出现行动迟

疑（经济停滞）、口歪眼斜（世风日下）的症状。倘若政府

无法实现“中兴”，最终只能以英雄人物的再次出现和农民

运动的排山倒海终结旧时代。国家又开始了自愈的过程：新

王朝、新政府、新的经济周期……

两宋时代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积贫积弱的朝代。按常

理说，两宋时期经济发展成就不俗。例如，商业就比唐代发达，

更不必说农业、手工业了。江南地区虽然全面超越北方成为

经济中心，但其却并未实现形成政治上的大一统。笔者认为，

这根源于大量分利集团的过早出现。北宋伊始，分权制衡的

思路通过科举制度造就了大批冗官。冗官多如牛毛，办事效

率必然低下，还会大大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政府患上了典

型的“大头症”。庞大的分利集团裹挟着土地兼并，集中了

大量财富，虽有范仲淹、王安石力主变法，却仍无法使国家

气血畅通，实现自稳平衡。政府只能在来攻的少数民族面前

屈膝低头，最终草草收场了。

虽然中华民族是多灾多难的民族，却有幸是世界历史上

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原因何在？饥饿感 ( 或危机感 ) 是

也。其实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中国的老百姓都没有实现衣食

丰足、家财万贯的，勤奋工作始终是他们生存的信念。由于

特有的辩证气质，中国人从来没有忘记饥饿感。居安思危、

卧薪尝胆等等不断从语言、文化中塑造了中华民族少见的韧

性，所以中华文明的心肌力一直很强，而没有因衰竭而走向

消亡。

5.2 关于文明、国家兴衰的证据

英国的崛起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资本主义最终统

治世界。“光荣革命”之前，英国是一个气血不足的国家，

经济水平并不高。但和许多文明崛起的榜样一样，这个国家

崛起于边远地区、草莽之间，英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缘于明

智的头脑 ( 政府 ) 实现了国家的气血畅通。英国是一个有议会

民主传统的国家，都铎王朝一直鼓励民间经济的自由发展，

甚至为其提供国家保障。虽然后来的斯图亚特王朝无恶不作，

但以议会为代表的政府力量最终占据了上锋。在国家自愈的

过程中，政府找到了对症的方剂，实现了国家重新自稳平衡。

笔者认为，应该是以约翰·洛克为代表的政治家、思想家提

出的治国理念（三权分立）起到了这种方剂的作用。最终英

国终于彻底气血充盈，借助“工业革命”之势，大英帝国成

为了世界霸主，迎来了最辉煌的时代。

进入 20 世纪以后，英国经济减速，昔日唯我独尊的世

界霸主光环逐渐失色，走下坡路的命运已是板上钉钉。学者

将这一迥然变化形象地描述为“英国病”，并进行条分缕析，

刨根问底。笔者认为，“英国病”的根源在于心肌力衰退，

也就是说人民没有了饥饿感。伴随日益发达的民主制度而来

的是高社会福利保障。倚仗巨额的财富积累和显赫的国际地

位，英国人依然可以衣食无忧，享受的社会保障之全面，实

在令中国人难以想象的。心肌力衰退的后果便是气血不足，

国家运行难以为继。而通过赤字财政大举外债，就好比依赖

葡萄糖输液的病人，一切的努力只不过是延续生命。

5.3 关于经济学发展史的证据

5.3.1 亚当·斯密将自由与道德确立为经济运行的两

大准则

熟悉斯密《国富论》的人都了解他的自由市场思想。他

认为，自由市场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但实际上是个自行调

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

供给和需求通过商品价格机制的自然作用形成“自然价格”

来消除短缺；自由贸易可以达到与自由竞争相似的效果。在

经济活动自我调节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是“经济人”，即“只

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

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促进社会的利益，其

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而政府则是市场

经济的“守夜人”，保障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实现，也不

是对其进行干预和阻碍。勿庸赘言，斯密所说的经济自动调

整运行机制就是笔者所言的“权衡论”；而所谓的“自利”

行为则是一种饥饿感，这是促成英国崛起的内在动力；政府

的“无为”政策是保证经济高效率运行的前提之一。

关注斯密，一定不能忽略他的《道德情操论》。2009 年

初，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大学演讲时引用了斯密《道德情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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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话：“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

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

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并借此说明道德缺失是导致

此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按照中医气化理论来说，

这里所说的道德，就是支持生命健康存在的“正气”。道德

正气倡，经济运行效率高，社会秩序稳定；道德正气衰，经

济运行效率低，社会秩序混乱。所以可以说，道德才应该是

市场经济的灵魂。

5.3.2 马尔萨斯用惊人的预言，敲响了人类危机的

警钟

马尔萨斯的学术思想带来悲观色彩，但却并不影响他的

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在代表作《人口原理》中，马尔萨斯做

出一个著名的预言：人口是按几何平均数增长的，而食物供

应则按算数平均数增长；如果不加限制，人口增长超越食物

供应，会导致人均占有食物的减少。所以，他主张控制人口

增长。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但马

尔萨斯却倾向于采取道德限制的手段，并且认为较低的社会

阶层要承担较大的责任。

仔细体会马尔萨斯的观点，笔者惊讶于他的洞察力和判

断力。饥饿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危机，而解决之道竟是利用自

由市场机制实现人口的平衡增长，也就是经济的自然增长。

因为当国家内部出现贫富分化之后，集中于富人的财富可以

通过多子嗣而实现的平均化程度高，穷人的财富则因节育等

手段而平均化程度低，最终实现财富的均衡。

后来马尔萨斯从人口原因解释了经济周期的形成，“……

周期性灾难持续存在的原因自人类有史以来就已经存在，目

前仍然存在，并且将来会继续存在，除非我们的大自然的物

理结构发生决定性的变化。”此后，不断有人对他的这一警

告提出不解，但笔者却看到马尔萨斯采用了与众不同的经济

评价指标——全社会剩余产品，而不是我们平常所习惯使用

的社会总产品。当人口与经济发展平衡时，全社会剩余产品

为零；当失衡时，全社会剩余产品为负。虽然从一国范围内

我们感受到的是物资产品的富足，但放眼寰球，马尔萨斯胸

怀世界的道德境界的确令我们高山仰止。用自由市场理论解

读更容易理解：如果一种产品真的过剩了，它最终只能是消

失或者被浪费，并且不会有人再继续生产。人类经济活动生

生不息，说明人类始终在与挥之不去的“饥饿感”作战。这

里应特别注意将“食物”泛化、动态地理解为人类生存发展

所需要的一切资源。

5.3.3 卡尔·马克思为人类市场化的经济活动划上了句号

作为一位划时代的思想家，马克思对人与社会的研究算

得上到了极致。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了人民群众是

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反映在经济学方面，便是剩余价值理论了。

继承着前辈经济学家的探索，马克思继续深入研究资本主义

制度，对经济危机、工人命运、资本构成、社会总产品和社

会主义、共产主义等都有深入地论述，这里不再赘论。

笔者认为，马克思所描述的未来共产主义蓝图，实际上

为人类经济活动划上了句号。在共产主义社会下，经济机制

已经升级为产品经济而自在运行，生产与消费自然平衡，政

府消亡后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平等，不再存在分利集团，

社会机体永恒处于平衡状态。志愿劳动取代迫于饥饿感的雇

佣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非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这

样的理想国状态似乎也否定了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辩证唯

物主义矛盾永恒的观点，也许这种状态应该类似于数学上的

极限程度吧。

6 延伸：传统经济学的结论

借鉴传统的中医理论提炼出的经济增长观点，与传统经

济学的研究方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运用这种另类的经济学

思维方法去分析经济增长的基本问题，得出的结论也必将会

与传统经济学相左。笔者阅历、知识尚浅，决无抨击之意；

只是本着知识分子良知和经世济民的初衷，抒发居安思危之

忧而已。

6.1 经济学的本质

笔者开篇提出的疑问，在此尝试自答。西方经济学以资

源的稀缺性为理论前提，认为如何实现自利动机下的效率最

大化问题是经济学求解的鹄的。然而，在经历了长期发展后，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触角已经进入了对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的

研究。在运用“权衡论”分析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笔者发现

经济学的本质应该是研究财富分配的均衡，即实现全社会的

经济公平。诚如前述所言，传统哲学似乎也是中国古代的经

济学，孟子两千年前就得出结论：“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

笔者认为，所谓“效率”，实际上都是打破局部平衡的“激进”

做法，结果往往导致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秩序的混乱。历次经

济危机总是以国家混乱为注脚的——生产过剩、经济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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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失业、民不聊生等。

6.2 经济危机的实质

应该说，经济危机起因于生产过剩。但按照权衡理论，

经济危机实际上是国家经济运行通过自我调整实现自愈的过

程。在饥饿感的惯性作用下，经济部门形成的相对过剩的生

产能力，生产出相对过剩的产品，超过本国自身的消化（有

效需求）能力。所以，经济危机就好像是人体因食物中毒或

者其他原因引起的不适导致呕吐的现象，呕吐可以解毒，所

以经济危机是经济体的自愈过程。按照马尔萨斯的观点，外

销能够成为解决经济危机的有效途径。但发生危机的发达国

家间往往争夺彼此有限的国内需求，从而酿成战争。例如，

大危机与二战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产品以廉价或者免费的

方式救济非洲难民，还会存在产品过剩吗？所以，经济危机

是一国经济运行的强制性的稳态平衡过程。

6.3 经济周期的运行轨迹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周期的运行轨迹是螺旋上升或者

波动性上升的。如此结论应该是按照诸如经济增长速度或者

就业率等统计数字而来的，马克思也因此得出再生产复苏、

繁荣、衰退、萧条四个阶段的结论。如果换一种经济理论思

维方式来理解这种“逻辑圈套”，或许又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经济数据的增长实际上是反映人类饥饿感的增强。这里

的“饥饿感”应该包括物质的、精神的等多元化、多层次的需求。

为什么社会越发展，人类越空虚，精神饥饿感越强？因为在

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经济资源的配置比例要求是不同的。

在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忽略精神产品的同步供给，

就会产生精神饥饿和空虚。不过还应该特别重视预期因素对

中国经济的作用。由于饥饿感已经融入了民族秉性，所以相

比其他国家，预期因素对需求的放大作用更为明显。这似乎

可以成为解释中国高房价的一个因素。

因此，笔者从马尔萨斯的警告中看到饥饿感的不断升级

和多元化，需要人类生产能力与之同步提高。所以，经济周

期应该是扁平的、循环的。

6.4 朝贡体制是否能以平等统治世界

当下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全球热销，中国

将以文化统治世界的观点引起了国内外的热议。马丁对中国

古代的朝贡体制别具一格的解释，的确令笔者去重新思考这

个名词背后更深层的意义。

朝贡体制并不是政治上的隶属或者依附关系。准确地讲，

这应该是一种友邦之间的联系机制，就像是道德高尚的富翁

与他的穷亲戚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在政治上基本上是平

等的，不存在明确的义务条款。经济上是帮扶的关系，富翁

乐善好施、广结善缘，穷亲戚无以回报，往往以特产回赠，

以示礼轻情意重。文化上，富翁表现出来的风范对穷亲戚形

成了感召力，朝贡体制更加稳固。

可见，这种体制并没有一般政治、经济或者文化意义上

的不平等。因此，笔者认为，我们有理由基本上认同马丁的

观点。但也应该看到这种“平等”并不是西方文化中的“平等”

概念，而是建立在一定道德秩序框架内的平等。同时，我们

也有理由认为，这种体制与“权衡论”相适应。因为它实际

上是一种自由、开放、以道德为灵魂的自稳平衡机制。

6.5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更适合中国

马克思主义诞生在欧洲，却在中国长盛不衰，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马克思所创立和倡导的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

不谋而合。他的辩证法思想具有在中国生根发芽的特质，而

中国也能够为其成长壮大提供适宜的土壤。记得林语堂先生

说过，西方的哲学家都被关进了疯人院，而在中国，人人都

是哲学家。以辩证法为基本特征的哲学思想，已经被中国人

融入了日常处事和民族血液之中。也可以说，在中国人身上，

哲学就是思想，思想就是哲学。

前文已经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简单分析，说明他对社

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分析也是最契合中国文化的终极目

标。因此，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化，中国化也会令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发展得更好。

6.6 中国正在大国崛起吗

后金融危机时代，从国外到国内，无论观点褒贬，似乎

都在说明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正在大国崛起。真的是这样

吗？笔者认为还应该运用权衡论，从整体观来看。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惊

人的增长速度。这种速度显然是非正常的。笔者认为这是压

抑了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饥饿感的集中释放。《人民日报》

最近引用查理·狄更斯的名句：“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

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来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悖论。与其

他文明或者国家不同，中国人的饥饿感从未真正消失过，这

应该是中国人偏好储蓄的原因之一吧。这种饥饿感未来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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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会很快消失，因为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一直在加大，人

民群众仍然默默承受着如此顽强历史惯性的财富被分配机制。

再审视一下国家的头脑——政府。将四十年成就完全与

政府联系在一起，是有失公允的。其实政府过去的这些经济

促进行为不自觉地会为未来中国崛起埋下隐患。计划经济时

期，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全面控制，建成了大量低效率的政府

企业。改革开放以来的“国退民进”虽然在为经济运行松绑，

却又导致社会财富以加速度的方式向与特权有直接或者间接

甚至利用关系的群体集中。新的分利集团正在形成并不断扩

大，还表现在公务员考试正在成为中国最热门的考试，无数

精英如过江之鲫，拼命挤进这个集团。金融危机后，政府的

经济措施正在促成“国进民退”的趋势，这实际上会日益使

整个国家经济气血逆行，导致对危机预期加剧，不断放大饥

饿感，如房地产形成极度过剩产能。可是，一旦危机发生，

这种过剩将是根本无法转移的，因为把世界各国公民变成中

国公民是不现实的。此外，社会风气恶化，社会矛盾开始导

致国家局部出现痉挛或者阵痛，而地方政府的惯常做法仍是

堵多于疏、避多于诊，这可是犯了中医上的大忌。

所以，笔者认为，单就经济体本身而言，中国还没有真

正到大国崛起的时候，而且潜伏着不少不稳定的因素，具有

顽强历史惯性的财富分配机制可能是导致不稳定的最主要因

素，应当引起决策者们的高度重视。只有当自稳平衡机制充

分发挥作用时，才有可能使中国真正实现大国崛起。毕竟，

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具备成为大国条件的国家。

笔者是经济学的一位新兵，以上也许是本人对经济学的

另类思考，权当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重大主题的综合

思考，希望对当前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与实

践”“扩大内需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国模式的经济学

研究”和“中国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等重大理论问题研究，

贡献自己微薄的思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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