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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社会史上，只有总结性、划时代性的理论学说，真正推动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
在这些屈指可数的理论学说中，我们特别要推荐物理学中的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经济学
中亚当&middot;斯密的&ldquo;看不见的手&rdquo;和本书作者提出的&ldquo;看不见的心&rdquo;。
　　1687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字原理》(简称《原理》)正式出版。
这是自然科学中物理学的奠基性巨著，他总结和发展了此前物理学以及自然科学上的重要成果，是人
类对自然界认识的一次重大飞跃，为18世纪的工业革命准备了&ldquo;真正科学的基础&rdquo;(马克思
语)，是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标志。
　　虽然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经典物理学在各个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同时也暴露了一些缺陷。
1905年，爱因斯坦连续发表了数篇论文，作为新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创立了相对论。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时虽然震惊了整个物理界，但是科学家作出正面反响的寥寥无几。
甚至多数人持怀疑、反对的态度。
然而正是相对论，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又产生了一次重大飞跃，引发了一场新的科学革命。
成为人类在核能利用、航天事业的理论基础。
　　1776年，英国的亚当&middot;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正式出
版。
作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他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以往的经济学说，创立了现代经济学理论，奠定了西方世
界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基础。
他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只&ldquo;看不见的手&rdquo;发挥着无形的作用。
在这个经济理论的指导下。
英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随后是欧洲大陆，再后来是美国等等。
这只&ldquo;看不见的手&rdquo;以其强大威力，统治了西方世界达二百年之久，至今还影响着全世界
。
　　虽然针对&ldquo;看不见的手&rdquo;(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的不足，英国凯恩斯又提出了&ldquo;
看得见的手&rdquo;(国家干预理论)。
但是，两者针对的仍然是以满足人们生理需求为主体的使用价值。
都还属于实体经济的范围。
已经不能对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以满足人们心理需求为主体的经济现象作出解释。
本书的两位作者，深切地感受着这个时代的脉搏，特别针对亚当&middot;斯密的&ldquo;看不见的
手&rdquo;提出了&ldquo;看不见的心&rdquo;。
两位作者郑重地指出，一个以广义虚拟经济(以下简称虚拟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时代已经到来了。
　　人是由身心两方面组成的统一体。
满足人们生理需求的是使用价值，人们创造、交换这种使用价值的&ldquo;物本&rdquo;经济活动，属
于实体经济的范畴。
&ldquo;看不见的手&rdquo;主宰着以往的实体经济时代的世界历史进程。
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是虚拟价值，人们创造、交换这种虚拟价值的&ldquo;人本&rdquo;经济活动，属
于虚拟经济的范畴，&ldquo;看不见的心&rdquo;决定着当今的虚拟经济时代的世界历史进程。
我们看到，从满足生理需求到满足心理需求，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从&ldquo;看不见的手&rdquo;
到&ldquo;看不见的心&rdquo;，体现了人类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过程。
&ldquo;发展是硬道理&rdquo;(邓小平语)，不仅体现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是硬道理，更体现为虚拟经济的
发展是硬道理。
　　在人类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一种是西方逻辑思维的理性认知方式，一种是东方直觉
思维的悟性认知方式。
我们认为，无论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是本书作者的&ldquo;看不见的心&rdquo;，不仅需要西方理
性认知方式，更需要东方悟性认知方式。
两位作者正是不仅有着西方科学的坚实基础，更有着东方哲学的深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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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才能特别地发现与总结出这颗&ldquo;看不见的心&rdquo;。
　　本书在2004年就已首次出版，只是两位作者的一本先导性的通俗读物，&ldquo;虚拟经济&rdquo;
真正完备的学术著述不久就会出版面世。
现在。
当我们将那个&ldquo;看不见的手&rdquo;理论比拟为当代经济学里的牛顿力学，而将这个&ldquo;看不
见的心&rdquo;理论比拟为当代经济学里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时，人们开始可能会感到惊怖、怀疑，甚至
绝对不能认同。
就像老子《道德经》曾说过的：&ldquo;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
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rdquo;我们发现，越是在东方传统文化有深厚素养、有很好的悟性认知能力的读者(老子所谓
的&ldquo;上士&rdquo;)，越是能够非常敏捷、充分地把握与运用这一理论的精华与内涵。
当他们有缘认真地阅读到本书时，往往会不由地精神振备，无不心悦诚服。
我们可以肯定，这颗&ldquo;看不见的心&rdquo;将以一种更加神奇的威力，推动着各国乃至整个世界
形势再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
我们可以相信，有着五千年传统文化智慧的中华民族，只要认清和把握这个战略发展机遇，就一定能
在现代世界发展进程中发挥其独特的优势。
　　2002年11月，党的&ldquo;十六大&rdquo;报告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发展&ldquo;虚拟经济与实体
经济的关系&rdquo;。
这是我们党首次把&ldquo;虚拟经济&rdquo;这一新的经济概念写入了庄严的政治报告，有着十分深刻
的寓意，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勇于探索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
但是时过四年，在这个全新的时代，作为我们这个时代主导的经济形态&mdash;&mdash;虚拟经济，实
际上还未引起我们的经济学家与企业家的足够的重视。
在本书，两位作者采用通俗的对话体叙述方式，深入浅出，饱含激情。
从财富观念的沧桑巨变，揭示了作为货币背后所支撑的&ldquo;信用&rdquo;已经成为财富的标志，提
出了&ldquo;凝结人类生活过程的信息态就是真正的财富&rdquo;，即&ldquo;生活本身就是财富&rdquo;
，是对当今社会财富观念的历史性的革命。
对当今社会财富的源泉和本质作出了崭新的定位。
从世界格局之变，以不断演变的制海权、制空权到制信息权为基础的军事霸权逐渐让位于制文化权，
论述了一个国家只有掌握制文化权才能真正掌握当今社会的虚拟经济的主导权，并且解析了美国等发
达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战略决策。
从与时俱进的角度，提出了我们必须有效地认识到当今世界已经进入虚拟经济时代的本质，必须运用
虚拟经济时代的规則来迅速地发展壮大我们的国家，是我们实现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现阶段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大力发掘商品的虚拟价值。
使传统产业和商品形成新的高附加值，到通过虚拟经济的发展带动实体经济也得到更大的发展，阐述
了必须通过&ldquo;人气&rdquo;与&ldquo;题材&rdquo;这两个全新的经济要素，才能真正点燃现代社会
经济的各种产业。
同时指出，不同于以往实体经济的&ldquo;空间寻租&rdquo;方式，当今虚拟经济的&ldquo;时间寻
租&rdquo;方式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与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将更为巨大，这也是中国社会转型尤为创新的理
论指导。
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从实体经济时代到虚拟经济时代，人类社会又迎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
历史发展机遇。
无论是企业创新还是国家发展，都将面临着一次更大的考验与挑战。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虚拟经济理论相对于实体经济理论，就是当代经济学里真
正革命性的理论。
可以说。
当今时代不研究虚拟经济的本质，不把握它的发展规律。
甚至无视它的存在，就必然落伍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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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新的财富观念，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创新的理论武器。
研究与掌握这一理论武器，将会使我们从虚拟经济的被动、消极、自发的实践上升到主动、积极、自
觉的实践，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是实现和
平发展战略的要求，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
　　袁鹏　　2007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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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是由身心两方面组成的统一体。
　　满足人们生理需求的是使用价值，人们创造、交换这种使用价值的“物本”经济活动，属于实体
经济的范畴，“看不见的手”主宰着以往的实体经济时代的世界历史进程。
　　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是虚拟价值，人们创造、交换这种虚拟价值的“人本”经济活动，属于广义
虚拟经济的范畴，”看不见的心”决定着当今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世界历史进程。
　　我们看到，从满足生理需求到满足心理需求，从实体经济到广义虚拟经济，从“看不见的手”到
“看不见的心”，体现了人类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过程。
”发展是硬道理”，不仅体现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是硬道理，更体现为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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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晓林，1957年出生于福建漳州，先后做过技术工作，管理工作和政工工作，直至担任总经理，董
事长，党委副书记。
1998年11月，调任东北一家大型军工总经理、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期间获“五一”劳动奖章。
2001年7月，任中央某直属大型企业；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至今。
2003年被评为“中国创业企业家”“和中国改革之星”2002年考入长江商学院政读EMBA。
2002年出版《再造魂魄——企业家精神与民族工业的世纪对话》（与秀生先生合著）著有，《国企老
总的十条军规》等企业管理文章。
近年来致力于对邪气经济问题的研究，发表《单边主义把世界引向何方——解读美伊战争》等文章。
本书是作者与秀生先生多年思考和研究的一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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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秀生：其实，在财富形态沧桑巨变的背后，时代让稀缺这个概念也嬗 变了。
经济活动一直是由“稀缺”这根魔杖驱使的。
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是 稀缺，不同时代有不司的稀缺，从而产生了不同的财富。
实体经济时代， 物品的稀缺导致了经济活动的产生，而稀缺本身又具有人为性质，也就是 说稀缺可
以被创造，从而带来社会的富有。
举例来说，面包房可能是庄稼 汉最初为自己享用而创造的，开始还只是缘于自然的稀缺。
当大规模、高 效率的面包生产开始以后，无疑造成了铁匠和牧民等不具有高效率生产面 包技术的人
们感到面包的稀缺，因此，分工又导致了人为的稀缺，铁匠和 牧民不得不创造出更多的铁器和牛马来
换取面包，于是社会总财富增加了 。
自然的物质稀缺促使人们去创造物品，从而产生分工；然而为了更多地 创造它，人们却通过扩大分工
来创造人为的稀缺。
稀缺导致面包师、铁匠 和牧民对自身利益的关切，从而产生了交换活动。
于是，财富开始流动， 资源得到配置，创造和分配财富的经济活动就此应运而生。
稀缺反而带来 富有，这是亚当·斯密为我们描述的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和逻辑。
 晓林：的确如此。
劳动创造价值，分工促进交换，人为的稀缺驱动着 人类的经济活动规模不断扩大。
但是，这恐怕还是实体经济时代的逻辑。
 现在，稀缺的“魔杖”转移了。
在面包师、铁匠、牧民、庄稼汉接踵比肩 的时代，还没有出现邮票贩子和股票经纪人。
同样是劳动者，前者创造什 么价值，后者创造什么价值，在我们这个时代恐怕有所不同：同样是分工
，前者是从事什么劳动的，后者是从事什么劳动的，恐怕又有所不同；同 样是交换，前者拿什么交换
，后者拿什么交换，恐怕也有所不同；同样是 人为的稀缺，由于时代的沧桑巨变，前者稀缺什么，后
者稀缺什么，更有 所不同。
从蒙古人关心欧洲有没有牛羊，到今天财富向股市的聚集，人类 社会正在迈向商品经济的新时代——
广义虚拟经济时代。
这些变化集中表 现为稀缺本身的变化。
这个时代，不只是物品的稀缺拉动了人们的物质需 求，推动了经济增长，而且是差异化的生活拉动了
人们的心理需求，推动 了经济的增长。
因而，文化（用以表征人类生活方式的概念）的差异成为财 富的重要源泉之一，生活的差异（本质上
也是稀缺）成为最大的稀缺，从而 产生对经济发展更大的推动力，而绝不再只是劳动技术的差异而导
致的物 品稀缺推动经济发展。
由此可见，以生活、文化差异为关键词的“虚拟经 济”概念，与以知识、技术差距为关键词的“知识
经济”概念相比，更能 揭示今天这个时代的本质。
 一号资源是什么：荷兰衰落和晋商兴衰的启示 秀生：伴随着财富形态、“稀缺”魔杖的沧桑巨变，
资源也应重新定 位。
在虚拟经济时代，“稀缺”反而给人们带来富有，这种现象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表现得突出。
比如说土地吧，它作为不可再生资源，永远是人类 最为重要和稀缺的资源，这是古今中外人们的共识
，但在今天，往往正是 在工地资源最稀缺的地方出现富有的现象。
就拿中国来说，“地大物博” 一直是我们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我们世世
代代 赖以生生不息的最宝贵资源。
可是，今天的现实是，财富并非取决于土地 这样传统的自然资源。
经济学家的统计资料表明，2002年中国各省人均GDP 水平和土地资源并无关系。
人均耕地最少的省份其人均GDP达到13870元； 人均耕地中等的省份，人均GDP为8647元；而人均耕地
最多的省份，人均 GDP却只有7279元。
可见土地稀缺不但没有减少财富，反而带来了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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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么，究竟什么是第一号的资源？
 晓林：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人是第一资源。
对于以上的现 象，“穷则思变”是唯一令人信服的解释，反之就是“因富而衰”，最为 典型的例子
大概就是所谓的“荷兰病”。
20世纪50年代，荷兰突然在海岸 线发现了储量巨大的天然气。
大量的天然气开釆很快就使荷兰成为一个天 然气出口国，掌握着能源就意味着掌握了财富。
上帝突然的恩赐，使荷兰 得到了巨额财富。
可是，不幸的是，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恩赐，荷兰人创新 动力逐渐消失了，带来的是其他工业在荷兰逐
步萎缩，荷兰的经济在很多 方面都失去了国际竞争力。
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今天留在人们心目中 的只剩下鲜花和风车。
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荷兰病”的现象。
在今 天的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荷兰病”的现象十分突出。
拥有大量石油的阿 拉伯国家是如此，非洲、南美等相对于其人口来说明显属于“地大物博” 的地区
也是如此。
所以自然资源的丰裕并不能带来富有，反而是资源的稀 缺带来了富有！
它逼迫人们发出疑问：资源是物资，还是人本身？
（P23-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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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看不见的心》作者提出了财富的空间属性、时间属性与生活属性，并加以全面阐述，系统地提
出了崭新的财富革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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