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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VIEWPOINT

视窗

冷静认识自己 客观看待世界
○ 胡舒立 钱颖一

拿中国与外国比较，问题是中国发展并不均衡。
即使是城郊，差别都特别大

1994年9月，当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校园里首

次遇到钱颖一的时候，他已经是中国留美经济学

者的骄傲了：清华出身，上过哥伦比亚和耶鲁大

学，哈佛博士，而且在斯坦福经济系任教。一系

列的一流背景组合在一起，在当时，对中国人是

太少了也太难了。

我们那时就成了朋友，常交谈，记得我回国

前，他还专门请我去当地最好的中餐馆吃饭。交

谈得多了，我受益不小。但对他做事有些过于认

真的方式有些不解——我记得自己约过多次稿，

颖一却从不答应，称不愿意轻易写文章。我问为

什么，并且举了克鲁格曼的例子，颖一说，那他

是成精了呀。我还差得远呢，我只能写想清楚了

并且能讲清楚的事情，不敢随便写，所以无法答

应你。我只能遗憾——这么成功的人，怎么还这

么认真呢？

15年过去了，钱颖一更为成功了。他成了加州

伯克利大学的终身教授，当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院长，在国内外发表了更多的论文，并且出版了

更多的专业学术著作。不过，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认

真或说较真，不轻易接受采访高谈阔论，很少在报

刊上发表文章。

当然，这并不影响他一如既往地对中国和

世界重大经济问题进行思考，而且常有振聋发聩

之语。他的“出声率”不高，但每出声便引人注

目，令我深思。几个月前看到颖一在亚布力企业

家论坛上的讲话，不长，但意味深长，很震动。

我明白因为时间限制，他没能展开地谈，更明白

他对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信念缺失时期的中国发

展，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考。终于找到一个周末，

我请《比较》杂志执行编辑肖梦“助战”，和颖

一有了这次对话。

想说明，在我曾经采访过的许多人中，颖

一是罕有的、非常喜欢说“这事我不知道答案”

的人。那种决绝有时让提问者失望。不过，他谈

“知道答案”的事，总是谈得很清楚。正因为

此，在这个刚刚经历了金融海啸、人们多少有些

茫然的时代，我觉得他谈中国、谈世界，谈发展

方向，许多见解是值得体味的。

——胡舒立

路径、目标、价值

胡舒立：我们认为，30多年改革的经验，概

而言之，无非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

会”。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各界对改

革的目标和路径，发生了不少争议和分歧。你怎么看？

钱颖一：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是

改革要达到的目标。中国在过去30年中，在市场

经济改革方面进展最突出，但这三个目标都还没有

达到，还有很艰巨的路要走。值得注意的是，市场

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都是制度安排，它们本

身并不是目的或价值。人类的终极价值，是诸如自

由、福利、正义等最终目的。这些制度安排是实现

这些价值的机制。历史经验表明，正是在这些制度

之下，人可以享受到最大范围的自由，发挥最大程

度的创造性，生产力得到最大的提升，生活水平大

幅提高，社会矛盾可以通过可预见的规则缓和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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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人有尊严，社会有公正。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受到广泛认

可，就是因为它们可以实现人的这些终极价值。

另一方面，各国在实现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

治社会的方式上和路径选择上可以是不同的，这

是因为各国历史和文化的不同。中国的改革就有

中国特色，它反映在中国的改革路径有不同于他

国的特点。

胡舒立：是的，中国距离社会发展的目标还比

较远，还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那么，在你看

来，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基本经验是什么？

钱颖一：中国30多年来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经

验，从与这之前30年对比中就可以发现，是简单

的三条：一是“把激励搞对”，二是“让市场起

作用”，三是“实行对外开放”。再简单一点，

可以概括为“放开”和“开放”两方面：前两条

是“放开”，后一条是“开放”。当然，改革成

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如果我们问，哪些

是与改革前最不相同但又是促使改革成功的最关

键因素？那我的回答就是这三条。

30多年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举世公认

的，作为中国人，我们深感自豪。同时，我们也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与成熟的

市场经济还有距离，还应继续改革。由于数千年

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

响，应该承认，对于建设市场经济、民主政治、

法治社会，我们经验很少，还需要虚心学习。

我看了今年第4期《中国改革》上你的“对

话”专栏。其中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

尚全先生提出，目前中国的改革进展有“四大

不协调”：一是改革滞后于开放，二是宏观改

革滞后于微观改革，三是政府改革滞后于企业

改革，四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他

说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核心在于政府改革。他的观

察是客观的，他的判断也是中肯的。目前，中国

出现的很多问题，关键就在于政府改革不到位。

具体说就是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

个人的关系中，政府权力过大，缺乏约束和监

督，导致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建设受

到阻碍，而政府改革不到位本身就是政治体制

改革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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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认识自己

胡舒立：那么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在

世界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钱颖一：中国在这次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中

表现突出，经济的相对实力大大提高，受到举世

关注，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沾沾自喜。今年中国经

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几乎没有悬念。现

在问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超过美国？

中国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接近5万亿

美元（按照1美元等于6.8元人民币计算），美国是

14万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35%。未来十几年内，

如果中美两国GDP增长幅度之差、中美两国通货

膨胀率之差，以及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比率3项

之和，其年均值不低于7个百分点的话（比如中国

增长速度为8%，美国为3%，两国通货膨胀率相

同，人民币每年相对与美元升值2%），就需要16

年，即到202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当时美国

的经济总量。如果不用名义汇率而用购买力平价

计算，中国2008年GDP则是美国的57%。如果中

美两国GDP增长幅度之差平均为6个百分点的话，

那么需要10年，即到2018年，中国按照购买力平

价衡量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

在十年前，当我给出这些预测数字的时候，

几乎没有人相信。如果说在十年前这种预测实现

的概率为10%的话，那么今天这个概率就可能成为

90%了。但是，先决条件是：中国必须在未来的十

几年中，持续保持上述增长速度。

胡舒立：那经济总量大本身，又意味着什么

呢？有什么意义？

钱颖一：经济总量大是有意义的。总量与一

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关，与公司经营时考虑的市

场规模有关，甚至如奥运会金牌总数，也与一个

国家的经济总量有关。更值得关注的是，经济总

量大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说话分量就不同，

更有可能改变游戏规则。

但总量大也有大的难处。比如加入WTO

时，正是因为中国的总量大，入世条件就更为苛

刻。同时，经济总量大，国际各方面对中国的预

期也不一样，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责任。总量大

还会带来一些问题。国家的规模也是一种资源。

我们国内的通信业、银行业、互联网的快速发

展，确实受惠于国内市场的规模。但是正如“资

源诅咒”一样，规模大也会有不利一面。在国家

层面，大往往会促使搞产业政策、制定自己标准

的冲动。在企业层面，因为国内市场大，“走出

去”的动力就不足。这些事情在小国，比如新加

坡，就不大可能发生，它们更自然地遵从国际市

场的竞争规则，所以也不容易犯错误。

胡舒立：那中国经济增长如此之快，中国的

发展可以“休整”一下吗？有些人说，“发展不

是硬道理”了。

钱颖一：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道路还很长远。

30年前中国是低收入国家，现在算是低中等收入

国家，还没到达中等收入阶段。尽管中国现在遇

到了很多问题，但还是要力求在发展中解决。我

们不应被总量所误导。如果今年我们的GDP总额

超过日本，由于中国人口是日本人口的10倍还

多，所以人均收入仍然不足日本的1/10。即使当

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时候，由于中

国人口是美国的4.5倍，中国的人均GDP仍然只是

美国的1/4.5。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高速增长30

年之后，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依然低于世界平均

水平，在全世界排名中仍在100名左右。在大国

中，中国人均GDP虽然高于印度，但是低于巴西。

胡舒立：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幸福感

是否也增强呢？

钱颖一：经济发展水平和幸福感的关系比

想象的要复杂。研究表明，陷于贫困的人肯定是

不幸福的，但非常富有的人未必幸福。从跨国比

较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大致与幸福感有正相关的

关系。但是，在同一收入水平组之中，情况就微

妙了。我看到的民意调查表明，欧洲各国中幸福

感最低的是法国人，幸福感最高的是荷兰人；而

在亚洲，幸福感最高的是印度人，最低的是中国

人。就中国人而言，农村人的幸福感普遍比城市

人高，尽管城市的人均收入比农村人高出三倍

多。

我曾经请教过卡尼曼这位获得了诺贝尔经济

学奖的心理学家。他说这一点都不奇怪，通常经

济增长速度快的国家，人们的幸福感偏低，因为

人们不满足现状，期望更好。城市的幸福感比农

村要低，是因为城市人觉得，周围的人都比他更

富有，而在农村，这种比较就不那么经常。他说

这些现象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

观点 VIEW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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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如果拿中国与外国比较，突出的问

题就是中国发展并不均衡。与国际上比较，城市

差不多，但一旦离开了城市繁华地带，不但是农

村，即使是城郊，差别都特别大。你怎么看待这

种情况？

钱颖一：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已经相当繁华，

大都是在过去一二十年建设的。一些国内旅游者

到了发达国家，发现它们的机场、基础设施、高

楼大厦还没有我们的新，没有我们的现代化，于

是就忽然觉得中国已经很发达了。但是，全面比

较两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并不是比较城市的繁华

地带，更加客观的是比较“中间值收入者”的生

活水平，就是把所有人的收入从少到多按序排

开，看位居中间的那个人的生活水平。

就“中间值收入者”而言，中国的这个人目

前还生活在农村，而在发达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

家，这个人早已经居住在城市了。解决发展不均

衡的惟一办法就是城市化，使“中间值收入者”

和大多数人居住在城市。

客观看待世界

胡舒立：谈这一切，特别是谈如何认识今天的

中国，是离不开现在的全球经济大背景的。这次金

融危机来势凶猛，对中国、对世界，方方面面都有

重大冲击。你怎么看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

钱颖一：过去二三十年中，比较大的金融

危机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比如墨西哥、阿根

廷、巴西、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

等。但这次金融危机跟过去二三十年中的危机都

不一样，是发生在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先是从

美国的次贷危机开始，后来演变成整个金融业的

危机。最近又蔓延到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目前

日本的主权债务也很高，经济很脆弱。有意思的

是，不仅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多少直

接的伤害，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没有受

到多少伤害。事实上，亚洲、非洲、拉美的发展

中国家目前的经济表现都不错。所以，这次危机

根本就是发达国家的“病”，而不是发展中国家

的“病”。

这显然与发达国家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中的

缺陷有关，也同发达国家的政府不负责任的举债

支出有关。相反，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本来就

不发达，而且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发展中国家的

政府汲取了过去的教训，不再靠通货膨胀来弥补

财政赤字，并且采取谨慎的财政政策，大量增加

外汇储备以防范风险。所以这次危机对发展中国

家的影响十分有限，这与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

胡舒立：对，这是发达国家、成熟市场在其

发展过程中遭遇的灾祸——成人病吧，但这使市

场弊端暴露得比较清楚，也必然引起人们对市场

体制的反思。

钱颖一：发达国家应该认真总结教训，我们

也应该历史地看问题。这并不是发达国家第一次

经历金融和经济危机，也不是最严重的一次。我

想追溯一下80年前的一段历史。那是1928年至

1937年的10年。我们现在对“老上海”的记忆，

就是那个“30年代”的上海，是抗日战争之前的

10年。那1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快。而在西方

发达国家，却是另一番景象。在美国，1929年股

市崩盘，30年代银行大量倒闭，随后是经济大萧

条，失业率高达25%。在其他西方发达国家，

情况类似。而恰恰在同时，苏联终结了实施若

干年的“新经济政策”，于1928年启动了“第

一个五年计划”，接着又在1933年至1937年期

间实施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经济发展势头

非常迅猛，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大萧条形成鲜明

对比。

当时计划经济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暴露，一

般人也看不到，而市场经济的弊端，反而看得清

楚。但也正是在那个时期，在西方学术界出现过

一场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大争论。正是在这场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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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哈耶克发展出了他的关于比较经济制度的思

想。他认为，评判经济制度好坏的标准是看哪个

体制能更有效地运用信息。哈耶克所指的信息，

并不是指专家所掌握的“专家信息”，而是指分

散在市场的各个“角落”中的“本地信息”，而

这些信息浩如烟海。计划经济体制依靠层层上

报，最后把信息集中在政府手中，然后再由政府

层层下达计划指令。哈耶克认为这种信息收集和

处理的方式成本极高，而且信息扭曲，所以计划

经济的效率一定是低的。而市场经济体制则是分

散决策，决策者可以就地及时地使用“本地信

息”。市场最奇妙的地方是交易产生市场价格，

正是市场价格累加了分散的信息，价格机制是最

有效的信息传导机制。

当哈耶克批评计划经济体制并提倡市场经济

时，不少经济学家都反对他。但在他1992年去世

的时候，包括中国在内的计划经济国家都决定走

市场经济之路了。他终于活到了共识形成，看到

了自己的预言变成现实。

几乎是同时，同是来自奥地利的经济学家

熊彼特，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证了市场经济的根

本优势。在他看来，市场经济活力的根本，是在

价格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之外，在于创新，在于

“创造性毁灭”，在于那种颠覆现有生产方式和

消费方式的创新。与创新密切相关的是创业和

“企业家精神”。今天，我们把创新和企业家精

神提到很高的地位，甚至提出要建立“创新型国

家”，这一思想要追溯到熊彼特。熊彼特是从动

态变化的角度来分析市场经济的优势的，他最担

忧的是越来越强的政府官僚体制会扼杀创新，抑

制市场经济的活力。

回过头来看，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金融

危机和经济大萧条，并没有改变市场经济的这两

大优势：有效地运用分散的信息进行资源配置，

和分散决策引发的创新以及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就是在今天，在又一次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

家，特别是美国的创新能力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

而减弱。

有趣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哈耶

克和熊彼特的观点并没有受到很大重视。倒是凯

恩斯的观点受到重视。凯恩斯开出的药方，政府

容易操作，短期内也能见效，因此就受到很大关

注。显然，就经济的长期发展而言，哈耶克和熊

彼特对市场经济的观点更为深刻。

两种情结

胡舒立：现在处在所谓的“后危机时代”，

中国看上去躲过了危机，而且对缓解危机贡献巨

大，“4万亿”受到肯定。在国内，也有人开始热

烈谈论“中国模式”，我感觉其中有不少混乱的

认识。

钱颖一：我曾跟欧美学者说，这次金融危机

对你们的伤害都在面上，是看得清楚的。而中国

经过这次危机相对地位上升了，是受益了，但这

不是全部。因为我强烈地感到，如果这种受益使

得我们不能冷静地认识自己，不能客观地看待世

界，那么我们就容易作出错误的判断，就会走入

误区，那对中国未来的伤害就会很大。这种伤害

源于误读正在发生的事情，源于认识的混乱。认

识的混乱会误导决策。

这种误读由于中国人从上到下的、普遍的

两种情结而变得加重：一种是“大国情结”，另

一种是“复兴情结”。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是事

实。中华文明是世界古老文明之一，中华民族曾

经在世界上领先，后来落后了。今天，我们终于

看到了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在不远的将来重新回

到历史上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下中华民族在“复

兴”，这也是事实。这两种情结单独来看，都没

有什么不好，但是这两种情结会互相影响、互相

加强，不断膨胀，则容易走向偏激。

如果我们以“大国崛起”固步自封，时时用

“民族复兴”压倒一切，那就容易蜕变为狭隘民

族主义。这既不利于中国融入文明世界，也不利

于中国自身的长远发展。

胡舒立：中国还有些聪明人，希望抑制这种自

大情绪。但是，这种“复兴情结”其实挺重的。

钱颖一：伴随着“大国情结”和“复兴情

结”的是一种误解，就是以为只要中国经济强大

了，世界就会尊重你。这是搞混了必要条件与充

分条件。经济不强大，别人肯定不会尊重你。但

是，仅仅是经济强大了，也未必能受到别人的尊

重。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速度都只是中间产品，

并不代表终极价值。

经过这次金融危机，中国是否能够再上一

个“新台阶”，关键在于自己。只有冷静认识自

己，客观看待世界，戒骄戒躁，才能确保中国改

革的事业，以及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步伐不倒

退、不停滞、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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