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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论坛更应关注什么(2005年5月17日)

文章作者：

    5月16日，今年的《财富》论坛在北京拉开序幕。作为世界最高规格的经济论坛之一，《财富》论坛一贯备受世人瞩目。特别是党和国

家领导人、各地方政要纷纷出席论坛，更是显示《财富》论坛的重要性。有媒体指出，《财富》论坛三次光顾中国，不仅表明中国正在拉近

与世界的距离，显示出中国经济的成就，而且凸显了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的重要性。 

    从1999年到现在，《财富》论坛三次踏入中国国门，不仅在于认可了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也表明了世界希望从中国

所取得的成就中看到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看到中国经济发展中所蕴藏的机会与挑战，看到中国经济对世界未来发展的影响。从几次《财

富》论坛的主题来看，如“中国：未来50年”、“亚洲新一代”及“中国和新亚洲世纪”，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表明了世界希望更多地了解中

国的心境。 

    不过，从几次论坛所关注的议题来看，世界级跨国公司的总裁们更关注的是中国的发展如何影响其公司的全球与亚洲战略、资金流动

与投资策略，关注中国入世后的发展与机会以及中国经济的近况与未来崛起等。说得更明白点，就是中国经济成就与发展将给这些跨国公司

发展带来什么机会与挑战。跨国公司总裁们的关注点是十分合理的。而作为历届举办方的地方政府，基本上也是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而作为。

这不仅对跨国公司现行发展有利，也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 

    但是，作为全球最高规格的经济论坛之一，《财富》论坛的主题是否应该比这更丰富一些、更深刻一些呢？尽管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

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还应当看到这些成就与发展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如果这样的基础是短期化的、非市场性的、资源掠夺性的，那么这

种成就与发展会得以持续吗？它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又会带来什么影响？如果我们跨出国界，从人类及地球持续发展来思考，我们目前的成就

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又在哪里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只有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三大关系来思考与讨论，才是我们人类社会经济

得以真正持续发展的出发点，也是《财富》论坛应当关注的话题。我想，这才是我们人类社会最应该关注与讨论的大问题，也是中国经济未

来发展的关键所在。 

    对中国来说，尽管20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世界瞩目，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的经济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对自然资源、自然环境及人力资

源等严重掠夺的基础上所取得的。我的家乡是南方一个小县城，我的儿童时代是在家乡度过的，那时候城里有一条河，我们不仅可以在河里

游泳、钓鱼、洗衣服，而且人们的饮用水都是靠河里抽取，但现在河里水完全被污染，成了一条污水河。南方鱼米之乡是这样，北方的情景

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当沙尘暴袭击而来，每当我坐在飞机上俯瞰北方一望无际的没有生息的土地与山脊时，每当我外出散步，一阵难闻的

气味从河里扑鼻而来时，心中不免悲凉万分。 

    还有，看看我们的农民工，工资水平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没有多少改变，从而出现近年沿海地区“民工荒”。我心中总是会想，如果中

国的经济只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掠夺、对土地资源的掠夺、对人力资源的掠夺的基础上，那么中国经济成就的意义何在，这些不是

我们更应该深思、反思与讨论的严肃问题吗？ 

    由于个人的资源禀赋不同，市场经济无法保证每一个人的财富都均等，个人财富差异性是市场经济的天性。但是在中国转轨经济中，

社会财富严重的两极分化并非市场经济使然，而是现有体制缺陷的结果，是不少人利用这种体制缺陷对社会财富的掠夺。这样，不仅造成了

目前整个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而且造成我们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与冲突，造成了不少企业劳资关系的紧张，造成社会利益严重分化。如

果我们社会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一部分人掠夺另一部分人，或社会大多数人不能够分享社会经济成就的成果，那么这样的经济发展能得以持

续吗？ 

    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我们社会个人人格的紧张已经成了一种常态。这不仅表现在种种犯罪活动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个人的消费倾

向与个人的经济行为上。从中国市场环境来说，目前国内整个市场都存在一种一夜暴富的心态，许多人希望以最简单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

获得最大财富。前几天我到一个地方，地方上让我看一份地方规划，说是当地领导认为金融很容易赚钱，因此，他们也就应该创立一个与金

融有关的项目或市场。我还遇到不少人，他们总是问我，什么方式赚钱最容易？不少人无论做什么事，第一就是看能赚多少钱，有钱就做，

没有钱就免谈。什么社会公德心、社会生活的道德底线、知识分子良心等基本做人准则都不知为何物，在经济生活中与金融市场中频繁发生

犯罪行为也就难免了。追求个人利益是市场经济的法则，但是这种法则必须建立在基本的做人准则上，否则市场经济秩序是无法建立的。如

果没有市场秩序可言，中国的经济发展何以可能？归根结底，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基本上是没有真正地反思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

这三大关系。而这岂不是《财富》论坛更应关注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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