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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做对了什么———评兰小欢《置身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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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复旦大学兰小欢教授新著《置身事内》是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有价值的窗口,它强调要

读懂中国经济,必需首先读懂中国政府的作用。作为对该著作的简单评论,本文认为,我国的各级

政府之所以有动力维护汲取与发展之间的平衡,恰恰是因为它们“置身事内”的缘故。同时,通过

对比亚当·斯密的自然自由体系,行政当局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也应该承担起不同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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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

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做

了一次演讲,名字叫作:“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后

来,这篇演讲收录在周其仁教授于第二年出版的一

本书里,那本书的名字叫 作———《中 国 做 对 了 什

么》[1,2]。
在这本书中,周其仁教授首先肯定,中国经济

增长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足以使中国改革开放

一定会被写入历史。而对于这项伟大成就的成因,
人们却持有不同的看法。对此,周其仁教授的观点

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

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2]

周其仁教授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一个曾经

的上海青年,上山下乡时还曾在完达山打过猎的

他,对于改革开放降低制度成本的感受,是非常深

刻的。说到底,以中国特有的方式界定了产权,重
新迎回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把企业家请回中国,
是他心目中做对了的关键所在。

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不仅有数千年的帝制

时代的制度与精神遗产,而且还有1949年新中国成

立后确立的计划经济体系这样的体制遗产,中国的

发展,脱离不开具体的制度约束条件。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兰小欢教授2021年8月

出版了一部介绍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成果的科普著

作———《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1],清晰而

客观地讲述了他眼中的中国发展故事。此书出版

之后,各方好评如潮,它所牵涉的主题,正如它封面

上的一句话所点出来的那样:“读懂中国经济,必需

读懂中国政府。”
这本书共分两部分,分别是上篇的“微观机制”

和下篇的“宏观现象”。微观机制篇主要从地方政

府的权力与事务、财税与政府行为、政府再投融资

中的角色以及工业化过程中的政府角色四个部分,
对我国政府治理的特点以及相关的机制进行较为

详细的描述。宏观现象篇则主要着眼于城市化进

程、债务与风险、国内国际失衡三个角度来阐发。
本书的定位是关于中国经济的一本通俗读物,应该

说是非常贴切的,该书是目前了解中国政府在经济

发展过程中作用和功能的一本很好的入门读物。
无疑,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离不开

改革开放以来的各届政府的强力推动。后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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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建立起符合自身发

展要求的市场机制,缺少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的推

动,是很难想象的。
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经济学达龙·艾西莫格

鲁在研究了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地区国家能力薄弱

所带来的严重黑手党犯罪问题后,认为一个地区如

果其国家能力太弱,就无法形成对产权的有效保

护,那 么 所 谓 的 发 展 也 就 是 空 中 楼 阁,不 可 企

及[1,3]。但是,如果国家汲取过强,反而会侵害产

权,从而危害发展。在这过强与太弱之间,存在着

一个的平衡,只有在这样的平衡之下,才有经济的

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年多年来,在经济领域内,各
种力量因缘际会,促成了这样的平衡局面的出现。
而我国的各级政府之所以有动力维护这来之不易

的平衡,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因为它们“置身事内”
的缘故。

亚当·斯密是经济学之父,他的名著《国富论》
是古往今来引用率最高的经济学著作[1,4]。虽然这

本书的内容包罗万象,但纵贯全书的却只有一个核

心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斯密二十几岁就已经悟出

的自然自由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人们支配劳动权

和财产权的自由,构成了商业繁荣与经济进步的基

石,有限政府的正当职能仅限于为市场运行提供必

要的司法正义、和平环境以及一些必要的公共设

施。在这个体系中,自由竞争的市场可以有效地协

调商业社会里的生产和贸易活动,福泽万民。
亚当·斯密的自然自由学说对自然法理学做

了重要拓展,尤其值得一提,这可以从他对洛克的

政府理论的发展上一窥究竟。洛克的自然法理学

认为,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财产方面就会出现不

平等,这就有了引入民政政府的必要,以解决社会

成员或群体之间的冲突。斯密把这一学说放进了

他关于人类社会多阶段演进的史学框架中,清晰界

定了商业社会中政府职能的正当范围,从而大大扩

展了洛克的政府理论。商业社会的发达程度,远远

超过以前的农业社会,国家在维持和平与社会秩

序、保护私有产权以及公共工程上的职能也相应增

加,这就需要对国家行政力量所能介入的范围加以

界定、分割和约束。在斯密的有限政府理论中,作
为社会大分工的重要一环,司法权会从行政权中独

立出来,与行政权分庭抗礼。政府有所为有所不

为,方能使自然自由秩序顺利运行与扩展,通过促

进竞争,诱发社会分工上的收益,带来效率、繁荣与

公平。
但不得不说,斯密时代的英国,与20世纪末叶

的中国,在思想资源、社会结构以及政治格局等各

个方面,都有着天差地远的差别。斯密指出了英国

繁荣的根基,也指出了一个良治下的市场体系中政

府所应扮演的角色。而刚刚走出十年文革的中国,
要想实现经济起飞,却又很难具备斯密所要求的那

些条件。一句话,市场不是凭空而来的,它需要构

建。而在当时一穷二白下的中国,构建这样的市

场,以当时的制度约束条件,政府握有大量的资源,
由中国政府来担负起这样的重任,似乎是逻辑的

必然。
兰小欢教授的这本书,主要介绍我国发展经济

的一些具体做法,在介绍这些具体做法之前,也对

我国政府和经济体制的特征进行了实证的描述。
这个国家的许多发展政策,都不是照搬欧美国家的

模式,更不是按照教科书的范本在照抄。它既是摸

着石头过河得到的宝贵经验,同时也不免包含着诸

多失败的教训,但无论怎么样,这都是值得我们认

真研究、反复沉思的历史性尝试。不过,对于中国

经济在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之后所积累的社会问题

以及政府在这些方面的举措,本书并未涉足,事实

上,这些方面如果处理不当,既有的经济成就也许

会失去制度的保障,我们的社会也就无法像亚当·
斯密的自然自由体系那样实现更进一步的繁荣和

发展。正如斯密在《国富论》第三卷结尾处的一段

话:一旦简单明了的自然自由秩序自发涌现,“行政

当局就被完全解除了督导私人产业的运作、指点私

人产业的资源配置,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职

责。若旅行这种职责,行政当局很容易不陷入不计

其数的失误。人世间也永远不会拥有足够的知识

和智慧,可供行政当局使用,胜任这份工作。”[2,4]

历史如大河奔流,变动不居。正如兰小欢教授

在这本书的总结一章中所写:“在经济发展早期,市
场机制缺失,政府在推动经济起飞和培育各项市场

经济制度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

展和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政府的角色也需要

继续调整。”[1,2]揆诸各个发达经济体,无论是于十

九世纪后期崛起的德国,以及经历野蛮增长的“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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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时代”而成为世界霸主的美国,还是经由明治维

新而国势大振的日本,虽然它们在起飞之时,各有

各的特色,未必尽契亚当·斯密心目中的典范———
大英帝国,但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政府对权利

的保护和对民生的关注,未尝有异。而对于我们国

家这四十余年来之不易的平衡局面下形成的政府

对产权保护的激励如何能够不被改变,自然也会成

为我们时代接下来的重大政治经济课题。
兰小欢教授的这本书,于中国经济制度以及经

济发展的多个方面,做出了细致的阐发。这本书既

讲述了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精彩

的成功,也有对各类政策后果所做的客观冷静的利

弊分析,尤其是各章后的扩展阅读,更是可以令人

一窥中国经济发展研究的诸多文献。这本书的畅

销,是很容易想见的。
当然,作为一本介绍性读物,本书并没有追求

思考的全面性和分析的彻底性,在这种介绍过程

中,也隐含着作者的某种方法论立场和价值取向。
在这本书的结束语中,有这样一段被广为传扬的

话:“我出生于1980年,长在内蒙古的边陲小镇,在
北京、大连、上海、深圳、武汉都长期待过,除了在美

国读书和生活的六七年,没离开过这片滚滚红尘。
虽然见过的问题和麻烦可以再写几本书,但经历和

见闻让我对中国悲观不起来。我可以用很多理论

来分析和阐述这种乐观,但从根本上讲,我的乐观

并不需要这些头头是道的逻辑支撑,它就是一种朴

素的信念:相信中国会更好。这种信念不是源于学

术训练,而是源于司马迁、杜甫、苏轼,源于‘一条大

河波浪宽’,源于对中国人勤奋实干的钦佩。它影

响了我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处理信息的方式,我接受

这种局限性,没有改变的打算。”[1,4]但我们要知道,

就在四十多年前,同样是这个司马迁、杜甫、苏轼的

国度,同样是这个高唱“一条大河波浪宽”的国家,
同样是勤奋实干的中国人民,却生活在极度的贫穷

之中。四十余年弹指一挥间,我们的国家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一定做对

了什么才会有这样了不起的成绩!
这段话又让我想起了亚当·斯密。亚当·斯

密当年写作《国富论》的时候,同样洋溢着乐观的精

神,对于商业社会的人类前景充满着期待。要知

道,“国富论”的英文“Wealth
 

of
 

Nations”中的na-
tion,是复数,也就是说,斯密乐观地认为,所有的民

族和国家都将享有他所预想的那种美好的财富前

景。与小欢教授不同的是,斯密是根据自然自由学

说对人类进入商业社会之后的财富前景表达着乐

观,而小欢教授是因为相信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有品

质而相信她必然有着美好的未来。
我衷心地希望,这两种乐观最终会走到一起来。

利益冲突: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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