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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神话破灭经济中心东移
章玉贵

当自由市场经济面具被美英两国
双双扯下时

，

标志着
1 7 7 6

年以来形成
的西方自由经济神话正走向破灭

。

中
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应该清醒了

。

历史再次证明
，

自由市场经济是
不折不扣的假命题

。

继金融大鳄乔治
·

索罗斯宣称
“

有效市场假设
”

寿终正寝后
，

英国首
相布朗在接受

《

卫报
》

采访时也不得
不承认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时代走到
了尽头

。

自由市场面具被扯下

在古典经济学和现代资本主义诞
生地的英国

，

财相出生的首相亲口宣
布自由市场经济最终破产

，

的确耐人
寻味

。

看来由次贷危机演变成的全球
性经济与金融危机也不是没有一点正
面作用

。

自从
1 7 7 6

年亚当
.

斯密的
《

国
富论

》

诞生后
，

现代资本主义在崇尚
自由竞争和积极不干预的古典经济学
的指引下

，

曾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难
以复制的神话

。

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也
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

。

特别是作为
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

，

经过四
个阶段的发展

，

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学
家难以超越的基准

，

也着实在促进自
由竞争与自由贸易以及全球经济一体
化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

。

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
，

新古
典均衡理论

，

本质上是一个自由放任经
济学的乌托邦

。

建立在完全市场
、

完全
竞争和优化行为基础上的微观经济理

论
，

没有给技术创新和市场不稳定性留
下研究空间

。

而且
，

资本主义越是发展
，

资本家的贪婪本性就越是膨胀
。

美国学
者阿尔贝尔就对资本主义的本性做了
最好的解读

，

他指出
：“

资本主义越是
成为短期财富的创造者

，

就越会成为长
期社会价值的破坏者

” 。

而今
，

在包括
奥巴马和布朗在内的全球政经领袖都
在苦苦寻觅经济复苏之道时

，

一手将世
界拖入危机与衰退泥淖的华尔街金融
寡头们不仅毫无悔意

，

反而厚颜无耻地
把纳税人的钱拿来发放奖金

。

当自由市场经济的面具被西方世
界领袖亲手扯下时

，

不知国内长期以
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代言人自居的
学者们有何感想

。

这些深受哈耶克和
弗里德曼影响的所谓精英

，

在中国市
场经济进程中也曾起到一点推动作
用

，

但他们的终极目标是要在中国建
立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

。

他们在
中国资本市场上的最近表演是在

A

股
灾难深重的

2008

年
，

当维稳成为当时
中国股市的头等任务时

，

大肆鼓吹市
场原教旨主义

，

坚决反对政府对股市
的适当干预

。

试图让只有
1 8

年成长史
的中国股市扮演

“

市场可以自动恢复
平衡

”

的试验品
。

而今
，

面对美英等自
由市场经济大本营的反思

，

中国的市
场原教旨主义者应该清醒了

！

经济中心东移是趋势

自由市场经济在
21

世纪的失败
，

不仅预示着一向优越感十足的西方经

济学范式的空前危机
，

更在某种程度
上衬托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的强
大生命力

，

尽管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
仍有很多不足之处

。

预计这场危机过
后

，

世界经济的力量中心将在业已呈
现东移的趋势基础上加快向东方倾
斜

。

全球经济将构筑新的均衡
。

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东方经
济

，

尽管也是此轮经济与金融危机的
受害者

，

但是中
、

印等国并没有像欧洲
那样完全拥抱美式资本主义

。

特别是
中国

，

从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经济转轨
与制度变迁来看

，

很多经济改革实践
是很难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来解释
的

。

例如中国的经济转轨是不以私有
化为前提的

，

产权也未明晰
，

并且政府
一直主导着改革的进展

，

保持着对经
济的深度干预

，

这与
“

华盛顿共识
”

关
于转型的经济理论是背道而驰的

。

次贷危机以来的经济表现证明
，

中国相较美欧不仅具有抵御经济与金
融危机的体制性优势

，

而且相对保守
的金融发展路径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
中国躲过了危机对金融业的冲击

。

如
今

，

在美欧一片衰退的哀号之中
，

中国
仍有望保持

8%

的经济增长
。

在当前日
益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

，

能够有如此
底气和信心就是得益于中国并没有追
随美欧模式的经济发展战略

。

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

，

促使世界经济
中心向东方转移

。

中国目前已是世界
第三经济大国

。

中国的发展势头连美

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保罗
·

萨缪尔逊
（

P .�

Sam u elso n

）

也忧心忡忡地表示
，

中国
在不太久的将来将超过日本

，

成为世
界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体

。

加上印度
、

俄罗斯以及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的乐
观增长势头

，

则世界经济与金融力量
极有可能加速向东方转移

。

新市场经济模式可期

自由市场经济面具被扯下
，

在宣
告

1 7 7 6

年以来一直主导世界经济发展
范式的美英自由市场经济破产之时

，

也
促使包括美英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反思
各自经济模式的不足

。

尽管资本主义的
贪婪本性可能无法改变

，

但经由这场金
融危机

，

人们越发应该检视一直占据主
导地位的美英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性

。

毕竟
，

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发展是不能建
立在既有经济学的自私与短见之上的

。

全球需要在充分考虑经济非均衡性的
基础上

，

探索出能够引领世界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的新市场经济模式

，

各国理应
高度重视对市场不稳定性和经济复杂
性的研究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某些合
理内核有可能被各国财经领袖所吸取

，

“

经济人
”

的自利行为将得到进一步约
束

，

建立一个保持对市场适度干预的好
的市场经济前景可期

。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

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油价调整依据公开方能免遭质疑
舒圣祥

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自
3

月
25

日零
时起将汽

、

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
290

元
和

1 80

元
。

和去年国际原油价格暴跌长达
3

个月国内成品油价方才迟滞下降相比
，

此番涨价无疑要算
“

快步紧跟
” ，“

下跌拖
沓上涨迅速

”

的质疑随之四起
。

事实上
，

不仅基于个人利益的普通消
费者对此感到费解

，

就连很多业内人士也
认为涨价时机值得商榷

，

主要有以下几点
理由

：

一是正值金融危机背景
，

目前国内
需求萎靡

，

下游企业普遍经营困难
，

油价
上涨无疑雪上加霜

；

二是在前期国际油价
回落时

，

发改委并未同步下调
，

而是给予
了长达

3

个月的
“

缓冲期
” ；

三是前期成
品油价格下调并未到位

，

有学者指出国内
成品油价格实际仍是国际原油每桶

7 0

美
元时的价格

，

现在国际原油价格不过刚刚
突破

50

美元大关
，

国内成品油没有涨价
理由

，

而是早就应该继续适度下调
；

四是
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成品油价格

，

现在国
内成品油价格已经高出美国近乎

50%

，

这
里面还包含有道路通行费以及油品质量
的重大差距

；

五是这轮国际原油价格上
涨

，

与美元对欧元等主要货币汇率走低紧

密相关
，

并非完全由于真实价格上涨
。

值得一说的是
，

无论是成品油价格上
涨

，

还是成品油价格下降
，

发改委对成品
油价格的调整

，

似乎很少能有让公众满意
的时候

。

为什么油价调整始终不能让公众
心服口服呢

？

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
，

就在
于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的不透明

、

不公
开

。

无论是老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
，

还
是完善后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

，

公众都
很难对成品油价格调整形成一个准确的
预期

，

而只能被动等待发改委突然袭击式
的一声令下

，

才知道油价的涨跌
。

我建议发改委能将国内成品油价格
信息

，

与国家原油价格
、

国内平均加工成
本

、

税金和适当利润等形成国内成品油价
格的信息

，

在专门网站进行同步
、

持续
、

及
时的透明公开

，

便于公众了解和查询
。

同
时

，

就成品油价格调整规则
，

即当国际市
场相关油种

“

多长时间
”

内综合平均价格
变化超过

“

多大幅度
”

时
，

应
“

如何调整
”

国内成品油价格
，

进行明确界定和说明
，

同时与上述信息一起列表公开依据这一
规则计算出的

“

调价依据
” 。

这样
，

调价对
消费者就有说服力

。

金融股推动股指上扬

美联储购国债将引发中国货币宽松
王 庆

上周
，

美联储宣布将在未来
6

个月内
购买

3000

亿美元的长期国债
。

这是联储
采取的定量宽松政策中关键性的一步

。

美联储定量宽松政策还包括其它内容
：

增加购买
7 500

亿美元的机构抵押证券
，

以使
2009

年的总额达到
1 2500

亿美元
；

增
加购买机构债券

1 000

亿美元
，

以使
2009

年
总额达到

2000

亿美元
；

并且将定期资产
支持证券贷款便利

（

T A L F

）

进行延期
。

人
们关心的是

，

美国货币当局的上述举动
会对已是美国头号主权债务债权人的中
国

，

会产生何种影响
。

将推高中国的流动性

摩根斯坦利公司的利率研究小组预
计

，

这些政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
，

1 0

年
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有机会再探

2.06%

的
低位

，

2- 1 0

年期国债收益率曲线会趋于
平坦

。

上述政策将对美元走势产生负面
影响

，

美元汇率将出现转折
。

从跨国比较看
，

中国的总体储蓄率
很高

。

中国有三种方式来运用其高额储

蓄
：

一是加大国内固定资产投资
，

二是购
买境外的实物资产

，

三是购买境外的金融
资产

。

中国一直对资本外流实行从紧控
制

，

因此
，

大约有
7 0%

的境外资产是通过
央行以官方外汇储备的方式持有的

。

我们估计
，

中国的官方外汇储备大约
65%

投资于美元资产
，

大多是美国国债和
政府机构债券

。

从经济学分析角度看
，

国
内固定资产投资的边际机会成本

，

应该等
于美国国债或机构债的收益率

。

考虑到美
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将有力地压
低美国债券的收益率

，

国内固定资产投资
的机会成本也随之降低

。

换言之
，

随着持
有国外资产收益率的降低

，

中国应该更多
地将高额储蓄配置到本土的物质资本上

，

即加大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
。

在我们看
来

，

既然国内融资体制中
80%

是通过银行
进行的

，

那么为了推动固定资产投资而快
速扩张的银行信贷就是合理

、

合算的
。

实际上
，

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下降意味
着中国人民银行所持资产的回报率下降

。

这使得中国人民银行有降低自身负债成

本的动机
，

一是通过降低央行票据的发行
利率

，

央票是央行负债栏下的一个主要项
目

；

二是降低法定准备金率
；

三是降低法
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利率

，

目前它们分
别是

1 .62%

和
0.7 2%

。

这些政策变化
，

也将
有利于降低银行间市场的资金成本

。

将带动人民币贬值

2005

年
7

月
21

日
，

中国宣布进行人民
币汇率体制转向有管理的浮动制

，

人民币
与美元脱钩后转向参考一篮子货币来确
定汇率水平

。

但实际上
，

美元与人民币之
间的走势更像是典型的爬行钉住体制

。

2005

年汇率体制以来
，

人民币兑美元升值
了
20%

，

然而自
2008

年
7

月后
，

人民币一直
在
6.81 - 6.85

的区间内窄幅波动
。

在汇改
3

年
、

升值
20%

之后
，

人民币看上去更像重
新回到了对美元的准

“

硬钉住
” 。

考虑到定量宽松政策将导致美元走
弱以及人民币准

“

硬钉住
”

美元的现状
，

美联储的举动将会导致人民币名义有效
汇率出现贬值

，

这将有助于中国国内形

成宽松的货币环境
。

在我们看来
，

美联储的定量宽松政
策降低了中国海外资产的回报率

，

将有
助于巩固中国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立
场

。

我们预计
2009

年上半年将会有再度
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法定利率

。

银
行信贷的快速增长也将会得到央行和银
行监管部门的默许

。

事实上
，

中国人民银
行和银监会已于

3

月
24

日联合发布指导
意见

，

鼓励商业银行贷款支持投资
。

注意相关风险

如果中国当局认为美联储的定量宽松
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地稀释美国债务的行
为

，

中国就可能会对官方的外汇储备投资
组合的存量部分进行调整

，

例如
，

快速地卖
出美国国债

，

买入其它类型的境外金融资
产及实物资产

（

如大宗商品
） ，

那么
，

相关
的市场有可能出现无序调整的风险

。

我非
常赞同我的同事

G reen law

的观点
，

他认为
美联储的定量宽松无疑意味着政府债务的
货币化

，

不过
，

在未来的几年里
，

我们并没
有太多的理由担忧恐惧通胀

。

（

作者系摩根斯坦利大中华区首席
经济学家

。

谦石

/

译
）

强势的民族主义
？

� � � �被《时代》视为“《中国可以说

不》续集”的《中国不高兴》于

3

月

出版， 一问世就吸引了国外媒体

的关注。 美国《时代》周刊在

3

月

20

的报道中这样定义：“这是继

1996

年不满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

国影响的一部民族主义畅销作

品。 ”

香港 《亚洲周刊》 在

3

月

18

日的报道中称，《中国不高兴》是

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标

志，“南沙群岛问题、钓鱼岛问题、

俄罗斯军舰击沉中国货轮问题、

法国佳士得拍卖行拍卖圆明园兽

首问题， 这些都激起了中国民众

反弹，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

英国《经济学家》也注意到了

中国民族主义抬头的新迹象，该

刊在

19

日的文章里说，“中国的

崛起在国内使中国的民族主义抬

头，左派卷土重来。 在国际上中国

领导人至今还保持着邓小平韬光

养晦的方针。 但国际上有

G2

，即

中美两大国掌握着世界经济命运

的说法， 这也让一些中国学者和

评论家一直在鼓吹中国利用这次

危机推动中国战略影响。 ”

“不要穿和服在武大拍照！ ”

“穿和服的日本人滚出去！ ”

3

月

21

日下午

3

时左右， 一对母女在

武汉大学樱园内穿和服拍照，引

来众多学子围观声讨。

面对众人的指责， 母女俩委

屈的表示：“穿和服拍照只是觉得

好看，没考虑其他的，没有任何意

图。 ”

对于此事舆论反响强烈 ，

特别是网络舆论， 支持学生行

为和反对学生行为的观点都非

常鲜明。 反对学生行为者认为：

母女俩穿和服赏樱拍照是个人

行为，与政治搭不上边，没有必

要干涉。 支持学生行为者认为：

武汉大学的樱花有其特殊历史

含蕴， 在这样的场合穿着和服

是自找没趣。 母女俩穿和服赏

樱拍照为崇洋媚外、忘记国耻？

学生的行为是狭隘的民族主

义？ 这些都再次成为人们认真

思考的问题。

“

强势
”

的一周
？

一周舆情综述（3 月 20 日 -3 月 26 日）

强硬的官方态度
？

� � � �旷日持久的金融危机暴露出

国际货币体系已经出现了严重缺

陷，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

3

月

23

日公开发表文章，提出“创造一种

与主权国家脱钩、 并能保持币值

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 从而

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

的内在缺陷”。 这一言论被境内外

媒体视为用“世界元”挑战国际货

币体系中的美元霸主地位。 随即，

美国总统奥巴马、 财长盖特纳与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明确对世界货

币的提议持批评态度。

3

月

20

日， 中国国务委员

兼国防部长梁光烈会见日本防

卫大臣浜田靖一时表示， 中国

是惟一没有航母的大国， 中国

不能永远没有航母。 这是我军

方高层首次公开地正式作出这

项表明。 虽然， 自去年年底以

来， 中国军方多次释出有关航

空母舰的讯息。 但当“中国国防

部长明确表示中国将造航母 ”

的报道出现时， 还是另人觉得

官方态度趋于强势， 不再像以

前遮遮掩掩。

强势的团体
？

� � � �国家发展改革委

24

日宣布，

鉴于近期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

上升， 根据完善后的成品油价格

形成机制，决定自

3

月

25

日零时

起将汽、 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

290

元和

180

元。

在油价稍稍上涨之际， 两大

石油“巨头”的涨价有了名正言

顺的理由。 然而，

2008

年原油一

路暴跌的时候，发改委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并未同步下调，现在油

价刚上涨却说要接轨，这些做法

都值得商榷。 凤凰网上

6

万余名

网友参与的调查表明，

94.9％

的

网友不认可发改委此次调价理

由，

97.7％

的网友认为中国成品

油价格存在“追高不追低”的现

象。 在经济危机还未见底的时

期， 再上调油价， 显得非常不合

时宜， 垄断企业的强势令人心

寒，对“心暖则经济暖”显然是个

打击，对经济危机下的国内企业

复苏非常不利。 众多网友在发表

意见时都对强势的垄断企业表示

出无可奈何之感。 只得引用温家

宝总理的话回击着这次涨价，那

句话就是：“是人民在养着你们，

你们自己看着办。 ”

3

月

18

日，《小康》 杂志社记

者陈勇在网上致信湖南省委书

记， 称在长沙采访时遭到城管的

殴打， 报警后事情也没有得到解

决， 希望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推

动此事尽快解决。

22

日，在湖南长

沙市岳麓区中南大学新址的拆迁

工地上，陈勇在拍摄拆迁冲突时，

再次与城管和联防队员发生冲

突，被多名城管和联防队员群殴，

血流满面。

对于城管的强势， 民众早已

耳闻目睹， 不过多在执法对象为

处于社会底层的小商贩，城管两

次殴打同一记者的事件实属罕

见。 令人深思的是，陈勇第一次

和城管发生冲突时被一位警官

告知，他被打“只是因为他们（城

管）不知道是记者，而且更不知

道是从北京来的记者”，令人不胜

唏嘘。

（

胡江春

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