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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富国强”与“国泰民安”的两条道路之争谈起 

陈 平 

  自从国家竞争出现以来，就有两种发展模式之争。中国的秦汉之制，修长城、

修运河、车同轨、字同文，是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看得见的手”的典型。英美

模式“看不见的手”主张市场主导经济发展，一度成为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各国

改革的潮流。苏联的瓦解更让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宣布“历史的终结”，亦即“资

本主义最终战胜社会主义”。问题是 2008 年美国发源的金融危机和中国的崛起，

给两种模式的优劣之争出了新的难题：如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的成就？如

何定位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后的调整方向？  

  中国改革的特点是“摸着石头过河”。过河的方法是从试验中探索，避免了

东欧苏联（以后简称苏东）轻易相信西方经济学权威、搞休克疗法和全盘西化所

走的弯路。假如发展方向是过河，河的对岸就是当时中国赶超的西方大国，这似

乎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仔细回想一下中国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不同时期过

河的赶超目标，实际上是随历史潮流变化的。上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的过河目

标是赶超苏联，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那时确实学到苏联建立基础工

业的先进经验，但是并没有注意苏联模式已经暴露出的不足。从 20 世纪 80 年代

开放以后，中国又以赶超美国为目标了，也借鉴东亚尤其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

经验，迅速发展了市场经济和出口贸易，大大改善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生活水准。

但是，学术界在引进西方经济学体系的同时，同样没有注意美国和日本模式已有

的局限。例如，羡慕美国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却未警惕美国的现代病；学了日本

加工出口的经验，却没有注意日本在金融竞争上败给美国的教训，等等。所以，

中国能否“观全局航海”，看清历史的经验和当代的潮流，走出符合中国国情的

发展道路，就成为中华文明能否再创辉煌的历史考验。 

  为了把握世界格局演变的大势，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中国的改革开放改变

了世界的格局。如果按联合国统计的真实 GDP 的增长倍数来看，世界 GDP 总量过

去 30 年间增加了 2.34 倍。低于世界水平的依次是美国（2.33），巴西（2.31），

日本（2.02），西欧（1.85），德国（1.80），东欧（0.99），俄国（与前苏联

比较只有 0.71）。高于世界水平的是东亚（3.31），印度（5.48），和中国（16.51）。

虽然我们后面会注意到 GDP 测量的局限，但是估计各国的经济趋势目前还是重要

的依据。 

  如何理解这一组数据？迷信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人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在

于市场化，中国深化改革的方向还是市场化。假如此说为真，则原苏东地区的经

济发展应当远远高于中国，因为他们不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基础设施远远优

于中国，而且全盘引入西方的宪政与产权制度，国有企业和土地彻底私有化，外

贸和金融全面自由化，所谓的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完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及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的指导下进行，然而，这些照搬西方药方的结果，

是全面丧失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遗产，巨额通胀和货币贬值摧毁了居民储蓄和社会

保障。转型 20 年，东欧不仅经济发展停滞在转型前的水平，而且近 20 年来人口

持续下降达 23%，远超过中国 3 年自然灾害人口下降约 3%的损失。东德约几千亿

马克的国有资产，在私有化后的净值为负，打破了东德居民企图社会分红的梦想。

东欧的国有银行几乎全部被跨国银行兼并，使得应付金融危机的能力还不如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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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金融危机时的东南亚国家。如此大的社会财富转移，都在民主化、自由化、私

有化的合法程序掩盖之下。没有保护人民利益的主权国家，只有“国弱民贫”，

何来“民富国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在于发展了健康的混合经济。不

仅民营企业有巨大的发展，外资企业带来新的技术和管理，而且国有企业和集体

企业也大大加强了国际竞争力，才使中国没有重踏拉美依赖经济的老路。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发明了“储蓄

过剩”理论，把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归之于中国和东亚国家的“过度储

蓄”，造成“全球（贸易）失衡”。 他的理由是中国贸易出超积累的外汇储备，

购买了大量低利率的美国国债，导致美国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危机。解决全球失衡

的办法是美国增加储蓄，中国增加消费。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增加消

费呢？伯南克开出的药方是中国学习西方的现有办法：发展社会保障使居民消费

无后顾之忧，实行金融自由化和保护产权以吸引外国资本。他的忧虑在目前的全

球失衡表现为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他虽然承认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宏

观稳定有利，但是对老龄化的发达国家维持既有的福利制度不利。他主张的国际

调整是逆转资本流向，让资本从发达国家重新流入发展中国家，并获取高回报，

以支撑西方老龄化的福利社会。如此明显自利和自相矛盾的理论和政策，不仅成

为美国诺奖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和美国国会压迫人民币升值和打一场货币战争的

理由，还成为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论据。按照克鲁格曼的分析，迫使人民币升

值不仅能减少美国的失业，还会增加中国人民的福利。西方经济学家给中国开出

的其他刺激消费的主张包括：提高最低工资，鼓励独立工会加强与企业谈判的力

量，推行法治以增加决策程序和降低增长速度。等等。似乎中国过去 30 年改革

的成就不是带动全球脱贫的动力，倒是世界不稳定的根源。而西方高消费和军备

扩张带来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危机，不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内生的矛盾，却是发

展中国家起飞带来的冲击。任何有常识的经济学家都可以理解，解决西方老龄化

社会的福利危机，是不可能让老龄社会增加储蓄和年轻社会增加消费来解决的，

现实办法只能是老龄社会向年轻移民开放，否则只能加税或削减福利。欧洲政治

家开始面对现实，美国政客却还在转移选民视线。奇怪的是，伯南克和克鲁格曼

的谬论竟然能轻易左右世界媒体，连中国不少从西方教科书上而不是从历史经验

学习市场经济的学者，也积极响应人民币升值和刺激消费的主张，其动听的口号

便是“民富国强”和“藏富于民”。历史能证实他们的主张吗？ 

  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最令人瞩目的事件，是代表美国工业精华的三大汽车公司

濒临破产，不得不“国进民退”，祈求政府救助。美国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

大垄断汽车集团，近百年来在市场份额、资本技术和全球销售网等方面都居世界

前列，怎么会濒临破产？是输给中国的进口车吗？不是，是输给了在美国设厂的

日本、德国和韩国的汽车公司。为什么？他们劳工的工资水平相同，但是医疗和

退休的负担不同。美国汽车公司的福利负担是后起的外国公司的 2 倍。因为美国

垄断企业在高峰时签下的福利契约到面临国际竞争的挑战时便无法兑现。建立在

私有制基础上的福利制度比国家承担的福利制度远为脆弱。更糟的是，美国人均

医疗成本是欧洲大陆国家的两倍，是日本和英国的三倍，中国的数十倍。为什么？

日本、英国是公费医疗，成本最低。欧洲大陆的医疗实行双轨制，成本居中。美

国的医疗体系全是私有制，其把公共服务作为盈利产业不算，保险公司、制药公

司还和医院垄断共谋，人为抬高医疗价格和利润。美国司法鼓励医疗诉讼成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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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律师的巨大财源，美国医疗成本的 40%是行政和打官司的成本。美国医疗产业

的“民富”导致“国穷”。就算美国制造业的技术可能局部领先西欧和日本，如

此高的医疗成本导致的劳工成本，如何能进行国际竞争？ 

  要创造美国的就业，改革的上策是打破垄断，包括打破金融垄断以及医疗业

的私有化和垄断。但是美国民主党控制的国会连奥巴马的中策，即建立国营医疗

保险公司和私营公司竞争的提案也通不过。奥巴马在“社会主义等于法西斯”的

媒体舆论和众多暗杀威胁下退却，不但保留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不动，还要兑现

全民医保的竞选许诺而扩大医疗黑洞，实在是下策。谁来买单呢？美国选民又要

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加税政治上没勇气，发债国内没钱买，除了明逼人民

币升值、暗地收赖债之效外，美国的政客哪有什么办法为美国创造就业？只会许

诺开空头支票罢了。  

 西方经济学家宣传私有化、市场化能保证最优配置资源的神话，对美国并不成

立。要是美国公债利率低是房地产泡沫的原因，为什么中国投资基础设施，而美

国不投资基础设施呢？伯南克自己承认是美国鼓励消费的税收体制造成的。美国

为了刺激短期消费来缓和经济萧条，立法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利息可以减税，鼓励

美国居民买不必要也付不起的大房子。寅吃卯粮，才有今日的全面危机。美国把

失败的药方拿来推销给中国，行得通吗？ 

  中国人要是像日本人一样迷信西方理论，放弃自己的竞争优势，无疑是自废

武功。推行西方式的福利制度和法律制度，究竟是改善还是降低了中国企业的竞

争力和中国工人的待遇，只有试验之后才知道。有趣的是，中国人总是会将外国

经验中国化。毛泽东发明的农民游击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邓小平鼓励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示出比苏东和欧美还有生命的学习能力和竞争能力。中国在

加入世贸组织之前，西方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悲观地以为中国的农业、金融、

汽车业必然全军覆没。然而短短十年，不但中国农业养活 13 亿人口还有出口余

地，而且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银行的市场价值超越美国银行业巨头，中国汽

车的销量超过美国，中国的高铁后来居上为世界之冠。这说明中国既有“看不见

的手”，也有“看得见的手”，两者协作成为“合作的手”，并没有落入西方政

治角力的僵局。反观美国民主党统治国会期间，未能打破金融垄断，反而给金融

寡头保驾护航，从而牺牲了实体经济恢复的可能。美国的大工会并没有代表美国

劳工阶级的长远利益，令人深思。 

  中国提出科学发展观是深谋远虑的。新古典经济学推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问题多多，不是科学的经济体系。西方经济学定义的国民生产总值，完全没有区

分有效投资与无效投资，没有区分健康消费和有害消费，犹如医生不区分营养与

废物一般，如何能测量一国真实的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举例言之，假如国人节

制饮食，锻炼身体，则创造的 GDP 远低于高消费、现代病带来的医疗消费所带来

的 GDP，开赌场、妓院所刺激的消费远远大于读书、健身带来的消费。媒体报道

的中国日益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不合理的城乡结构和教育结构造

成的。价格差距扭曲了生活质量的真实。农村享受新鲜空气、食物和闲暇的生活

质量与农民拥有的土地住房的质量并没有市场价格的估计。中国乡村的农民盖新

房，每平方米的成本只有几百元，北京、上海新毕业的大学生如买房，每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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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高达上万元、几万元，有多少人的收入能付得起月供？笔者上世纪 90 年

代在北大当教授，分到的宿舍三室一厅的月租只有 10 元钱。究竟是城市居民收

入增长太快了？还是城市居民的安居成本或压力指数增加太快了？再说为什么

大批农民工回乡？为什么大批城市退休职工到农村买小产权房？这说明大城市

的生活质量，无法用名义收入的增长度量。 

  西方医疗成本的爆炸是西方福利社会瓦解的重要因素。西医发展的分析科

学，用越来越多的物理化学手段分析人体，成本爆炸，却无法理解人的整体机能。

越来越多的癌症患者改为转变生活方式，学习中医和其他自然疗法，来避免和治

疗癌症。要避免西医分析思维造成的医疗黑洞，中国如能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

上，发展整体论的养生模式，推广中国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应该能走出西方生

活方式带来的现代化的误区。这就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协调

发展。既要打破目前的温饱陷阱，也要突破英美模式过度个人主义的局限，因为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民富国强”或“藏富于民”的口号似乎极具吸引力，历史的现实却是“国

强民稳”或“国泰民安”。中国是这样，西方也是这样。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国

家的“民富”可以持续。中国有句话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现实世界几

乎“二世而斩”。富起来的家庭后人，只要依赖祖先留下的遗产去买自己能力无

法维持的享受，往往失去艰苦奋斗和艰苦创业的精神。这是为什么英国等早期帝

国先后衰落的原因。社会福利加速而非延缓这一退化的趋势。中国大城市中年轻

人的奋斗精神，就往往不如农村和中小城市的年轻人。 

  中国文化追求小康，而非追求大富，是有深刻人生智慧的。中国以天下为己

任的贤人，也不会追求西方时尚的炫耀消费。唐代的富裕吸引大批外国移民，最

后国防都依靠雇佣军，以致国破家亡。罗马帝国，大英帝国都是同样的命运。巴

菲特和比尔·盖茨都主张把私人积累的财富大部捐给社会。 

  有人鼓吹金融市场是藏富于民的最佳工具。西方高税收高福利的代价是降低

国际竞争力，但是金融自由化对社会福利的危害可能更大。美国过去 20 年的金

融自由化，是加大而非缩小了收入差距。乌克兰经济转型时实行的市场自由化和

金融自由化，经济下降约 60%，通胀曾高达 3000%，货币贬值到 7 万分之一，国

有资产大规模流失，地大物博、科学先进的乌克兰居民的储蓄灰飞烟灭。没有负

责任的主权国家谨慎的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藏富于民”是神话而非现实。法

国工人最近的大罢工无法阻止延长退休年限的法案。未来西方国家居民只能接受

福利下降储蓄贬值的现实。除了重新振作，像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工一样竞争之外，

我想不出什么市场、什么制度能保持“民富国强”的持续。 

  中国人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谓知己，就不能满足游历西方的启蒙

家那样只注意西方的长处，也要向企业家那样注意竞争者的短处。西方的危机，

就是中国的机遇。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要重视西方的教训，总结中国的经验，为

发展中国家找到科学发展的新路，包括建立更切合实际的经济学和国民经济核算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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