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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的推销员和卫士的真面貌 

作者：网民评说西山会议之七

文章来源   摘自 书桥：《是历史的伪造者，还是历史的见证人？》，
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7586

    高先生说：“另外一个干扰，就是借所谓的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排除干扰，千万不能因为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否定改革，千万不要上当，否则会有灾难性的后
果。”（《经济参考报》2005年10月17日）高先生这番高论实在令人费解。为什么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
否定改革，就是干扰改革？为什么批判新自由主义会引起灾难性后果？ 

    新自由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它从产生之日起就打着反社会主义的烙印。它的基
本观点就是主张经济运行市场化，经济调节自由化，产权关系私有化。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为美国统
治集团对外经济扩张，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新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新的机遇。在新形势下，新
自由主义派上了新用场。美国统治集团把它作为对外实施新战略的理论武器，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推行
经济殖民化，把它们纳入美国经济体系，使之沦为美国的经济附庸；另方面，插手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
革，把这些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引上私有化，殖民化的道路。 

    新自由主义政策对西方国家来说，是一项损人利己的举措。它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确实起了某些
正面效应，但是，它对苏联东欧国家和拉美，东南亚国家，带来的却是空前的“灾难性后果”。可以
说，战后没有哪一种经济思潮象新自由主义那样给人类带来如此严重的灾难。高先生如此酷爱新自由主
义，奋不顾身率先领军反击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高先生竭力阻挠和抵制批判新自由主义，原来他自己就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忠实信徒和在中国的推
销员。我们不妨看看他竭力鼓吹的所谓“民本经济”是什么货色。他说，“中国下一步改革的突破点在
于：民本经济。……民本经济就是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 他强调这是“今后中国经济的基本走
向”，“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本质上也是由原来的官本经济转向民营经济的过程”。“民本经济是相
对官本经济而言的，我们过去搞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官本经济，通过长官意志和行政方式来配置资
源，而民本经济则强调，人民是创业的主体、经济的主体、产权的主体、是创造财富的主体。（《中华
工商时报》2002年3月13日）要实现高先生的理想，就必须在全国实行全面、全盘私有化；就是要根本改
变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即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基本经济制
度；就是要重走苏联解体的道路。那时，高先生的“民本经济＂是实现了，但作为人民主体的工人阶级
和农民，除了廉价劳动力，将重新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他们所享的仅仅是赖以生存的工资；真正
“民有、民营、民享”的是少数资本所有者、经营者。高先生的“民本经济”葫芦里装的是货真价实的
美国牌的“资本经济”。150多年前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早就宣扬“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将永世长
存。”在当今国际国内的条件下，企图在中国复制美国式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条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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