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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中国的前途不仅由经济决定 

  

 裴敏欣 （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 

与经济学家辩论，尤其是像乔纳森·安德森这样博学而又受人
尊重的经济学家，对我这种搞政治学的来说显然有些像是学术自
虐。但考虑到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狭隘地仅从一个角度看问题——只
关注经济发展而不关心维持经济运转的整体社会进步，即使注定无
法赢得这场辩论，我也要勉为其难地谈几句，哪怕只是为了给自己
带来点儿学术上的满足感。 

乔纳森用他所谓“坚实的数据”论证了两个观点：一、在经济
方面，中国过去３０年的经济发展主要来源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并
且国有企业平均来说比私有企业更趋向市场经济而且盈利水平更
高。二、乔纳森认为中国经济出问题的风险因素“其实没什么”，
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矛盾来源于经济问题，而且中国可以靠发展经济
来解决它。 

不幸的是，乔纳森在他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乐观估计前，至少
犯了三个错误。一、他所说的“坚实”数据实际上非常主观，它们
最多只能为中国经济表现描绘出一幅相当模糊的图像。二、他低估
了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又高估了国有企业的表现。最后，像大
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他忽视了一些显而易见的风险因素——环境恶
化、社会不公和腐败，而且对人口老龄化和随之可能带来的社会冲
突轻描淡写。他不仅对经济的基础条件判断失误，更重要的，对中
国社会和政治上的弱点视而不见。 

衡量经济的总体表现十分困难，即使对经济学家来说也是如
此。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即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是考
察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所作贡献的一种理论）确实是一个很好
的指标，但根据中美两国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中国ＴＦＰ在过去
１０年中一直在下降，所以，使用过去３０年的平均ＴＦＰ作为未
来中国经济保持增长的依据非常不可靠。 

再有，仅用ＴＦＰ一项指标来衡量中国经济的表现未免过于草
率。ＴＦＰ代表了更多的产出，但如果快速的ＧＤＰ增长没有相应
的家庭收入与消费增长的配合怎么办？而这些正是中国的短板。中
国经济产出的量也许确实很大，但它没有将产出转化为个人福利的
提高，这必将造成国内需求不振并且影响经济的整体健康。 

最后，乔纳森在预测中国经济前途的时候，应该把环境恶化和
社会不公因素的冲击考虑进去。考虑到目前环境污染的程度以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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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污染不得不付出的成本，任何不考虑环境因素和社会政治
因素的对中国未来经济的预测，都是没有说服力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一再号召要建立“和谐社会”的原
因。遗憾的是，即使是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没有注意到这种明显的
政治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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