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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信任”成为我们的社会资本(2004年8月12日)

文章作者：

  社会资本是现代社会科学中十分流行的一个概念，它指人群、团体为了达到共同目标，利用社会环节的特性，促进个体（如个人、企业

及组织）内部与相互间合作，以增加附加值。与实质资本相比，它是一种无形的、隐性的资产。它能够降低人们之间交往、交易及合作的成

本，从而可以提升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增进社会福利。因此，社会资本是达成经济发展与效率政府的前提。 

  而社会资本又是由社会信任关系所衍生的。因为，社会资本是促进两个或更多人之间合作的非正式规范。当团体成员预期其他成员都是

诚实可信时，自然能够产生信任，这样信任则成为任何组织或团体运作顺畅的润滑剂。在一个具备高度信任与良好公民规范的社会里，人们

之间的交易成本会很低，大规模产出、信用、土地与劳动力的市场交易行为就会频繁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有强烈的诱因去创新与应

变，以及累积物质与人力资本，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繁荣与民众生活水平提高。 

  举一最简单的例子，持香港护照的人，到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都是免签证的，这表示了香港政府与世界各国政府的一种信任关系。有了这

种信任关系，既节约了签证费，也节约了民众去签证时可能耗费的时间与精力。 

  同时，也减少了香港民众去这些国家办理签证可能耗费的种种成本。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自由为香港民众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中把握

好的商机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显然，就这样一个小小的信任，给整个社会节省多少交易成本，给香港民众带来多少便利。 

  再来看我们的市场，信任应该是我们市场经济的基础或前提。在一个个人分散化决策的市场，整个市场的交易都靠信任来联接。如果交

易双方没有信任，买者凭什么相信自己交钱之后卖者会按已出的价给货。卖者凭什么相信买者给的钱一定是真的，如果是假钞，卖者如何来

识别等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信任，市场的交易根本就无法完成。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个没有信任的市场中，肯定不能够提升大多数民众

的生活水平，会出现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从而比计划经济还不如。 

  看看我们的证券市场，为什么广大中小投资者对市场失去了信心？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民众对目前国内的股市没有信任，不相信他们的利

益不会受到侵犯。可以说，如果国内证券市场的信任不建立起来，政府采取发展股市的任何政策都无济于事，中国的证券市场肯定是一个扶

不起的阿斗。目前中国的证券市场，什么都不缺少，就是缺少信任。如果不建立起市场的信任关系，国内证券市场是不可能发展的。而建立

国内证券的信任关系，政府就得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不受到掠夺，就得对那些无法无天者严惩不怠。当然，整个社会的信任关系确立也是

证券市场信任关系确立的重要方面。 

  在目前我们社会里，最为缺乏的就是信任。到处是陷阱，到处是欺骗。也正是这种没有信任，整个社会资本也就荡然无存了。 

  因此，“信任何时成为我们的社会资本”应该是整个社会最为关注的大问题。我们应该以“互惠的规范”来建立起社会的信任体系。所谓

“互惠的规范”，就是我们的政府行为不能图一己之私，而是要以民主的方式与民众达成由下而上的共识，并由此来决定政府公共政策，来出

台我们的法律法规。只有在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下，中国的信任体系才得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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