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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说经济学中有哪一个属于经久不衰的议题，我想那就是经济增长(或发展)，亦即什么因素导致或
阻碍了经济增长。
作为现代经济学诞生标志的《国富论》，其核心内容便是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此后讨论经济增长的著述层出不穷且不胜枚举。
进入21世纪以来，至少有两部以“经济增长”为书名的著作出自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其一是达龙·阿
赛莫格鲁(Daron Acemoglu)的《现代经济增长引论》(2008)，其二为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和夏威
尔·萨拉-伊-马丁(Xavier Sala-i-Martin)的《经济增长》(2006)。
或许是因为知道我长期关注这一问题，机械工业出版社的编辑3个多月前寄来一部译稿，书名叫《繁
荣的背后：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希望我写一篇序言。
翻看了一下前言和目录后我就允诺下来，因为我预感此书非同一般，读后会使人有感而发，而且我还
发现此书的叙述风格颇符合我的阅读口味。
    本书英文版见于2004年，其作者威廉·伯恩斯坦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探索那些19世纪早期出现的
引发当代经济起飞的文化和历史因素。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在历史叙述中说明世界是如何发展到现在的，建立起一个整理裁剪
史实的理论框架。
历史叙述如果平铺直叙，往往会冗长乏味。
为了使读者阅读时兴趣盎然，作者独具匠心地采集了众多引入入胜的历史故事。
他对所建立并运用的理论框架的要求是，既能够解释所有国家的情况，又能够指明世界将走向何方。
撰写序言意味着撰写者必须精读所“序”之书，而为这样一部书写序，真乃身心愉悦的过程。
    按照经济史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在《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一书中所做的估算，18世纪之前的世界人均GDP增长总体而言可谓一潭死水
，经济增长的历史性分水岭大约出现在19世纪20年代。
整个19世纪，当时位于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人均GDP增长率为2％，从而把其他国家远远地甩在后面
。
其实，资本主义兴起这一场伟大戏剧的开幕时间要更早些，捷足先登者为荷兰与英国。
在1500～1700年这两个世纪中，荷兰人均GDP增长率为0．52％，按不变价格计算，人均收入从754美
元提升到2 110美元，英国与之相应的数字分别为O．28％、714美元和l 250美元。
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大国中国和意大利停滞不前，均为零增长，法国则业绩居中，人均GDP增长率为0
．15％，人均收入从727美元增至986美元。
数字上的差异催生了问题：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为了回答人类近代史上这一重大问题，伯恩斯
坦搭建了一个可以被称之为“四位一体”的解释框架：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或科学方法)、资本市
场、交通和通信技术的改善。
在这四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现代财富增长逐渐生根发芽于英国格拉斯哥至意大利热那亚之间的地区
。
拥有了分析架构后，整部著作的叙述、论证的脉络便清晰可见，正所谓纲举目张。
    在伯恩斯坦看来，实现一国繁荣的关键是与之相关的制度，即人们在其中思考、互动和从事商业往
来的框架。
而在制度家族中，发挥顶梁柱功效的非财产权莫属。
所谓财产权，是指创新者和商人的劳动成果免遭政府、违法者和垄断机构随意征用或侵占的权利。
保障一个人获得其创造物的绝大部分的权利，是所有其他权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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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威廉·伯恩斯坦编著的《繁荣的背后(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讲述了：足足有两个世纪，雅典
人拥有着经济增长的绝佳条件：民主制度、财产权、自由市场以及一个自由的中产阶级，可是为何他
们在这一时期仍然处于极度贫困之中？

世界经济增长的分水岭大约出现在19世纪。
19世纪前，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就是“贫穷和短缺”，凶杀比意外死亡更常见，绑架是种谋生之道。
甚至，英国首相如果不携带剑、匕首或手枪，绝不敢贸然上街。
但在19
世纪后，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为了回答这一重大问题，《繁荣的背后(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作者威廉·伯恩斯坦为自己设
定了一个任务：探索19世纪早期引发当代经济起飞的文化和历史因素。
一方面，作者独具匠心地采集了众多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让人读来兴趣盎然。
另一方面，他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能够解释国家何以富裕或贫穷，何以民主或集权，何以弱小或强
大，甚至还能够回答一国国民是否对其生活状态感到满意。

这个解释框架包括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或科学方法）、资本市场、交通和通讯技术改善这四大因
素，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现代财富增长逐渐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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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威廉·伯恩斯坦William J. Bernstein
　　最初，经济学只是威廉·伯恩斯坦的一个业余爱好。
他本是哲学与医学的双料博士、神经病学专家，不过他却对储蓄、投资和资源配置的过程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

　　他决定与人们分享他学到的知识，因此，他建立了efficientfrontier.com这个网站，如今，网站已经
成为深受独立投资者喜爱的论坛。
除了经典之作《繁荣的背后》，他还写过若干本关于投资的著作，大受欢迎：《投资的四大支柱》
（The
Four Pillars of Investing）、《聪明地配置资产》（The Intelligent Asset
Allocator）、《伟大的交易》(A Splendid Exchange)、《投资者宣言》（The Investor's
Manifesto，中文简体版已有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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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正如克朗普顿的“纺纱骡子”使英国赢得工业革命的胜利一样，它在军事领域也是如
此：机关枪使英国在19世纪许多殖民战争中获胜。
例如，苏丹的乌姆杜尔曼战役，英国仅以损失几十名士兵的代价就能残杀11000名僧兵。
同样，纳粹德国司令部在波兰、荷兰和法国北部发动空战和坦克战，很快就打败了实力更为强大的英
法同盟。
当然，胜利不仅在于购买或发展军事设施（在扬基棒球场中获得胜利的人并不是棒球生产者），现代
战争变得越来越综合和立体化。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没有高质量的球棒，扬基队也会遭遇失败。
除了自然财富和先进的武器外，在追逐国家权力的过程中，获得勇敢而领导得当的士兵和地缘政治优
势同样需要具有耗费大量财富与付出鲜血的意志。
在极权主义国家（实际上，历史上大多数国家都是极权主义国家），这并不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哈布斯堡和苏联的统治者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实施残酷的掠夺政策，从而使得国民变得赤贫，并驱使
农民充当战争的炮灰。
另一个极端则是现代的欧洲和19世纪的美国（除了南北战争时期），它们宁要财富不要权力，这直接
导致其将尽可能少的产出转化成军事力量。
令人惊讶的是，处于权力鼎盛时期的英国竟然属于后者。
由于其军事力量远远强于其他殖民竞争对手，英国仅需要很少的支出就能管理帝国军事，军事开支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小于3％。
此外，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会超过世界总产出的1／10（美国在194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世界总产出
的2／5，目前是1／5）。
直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军人的数量还不到法国的一半，相当于俄罗斯的1／3，甚至少于德国和奥地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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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果把经济增长比做蛋糕，那么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资本市场和通信与运输技术创新便是面粉、
鸡蛋、酵母和食糖⋯⋯缺一不可不等于同等重要。
换言之，它们四者并不处于同一层次。
在我看来，财产权乃四根支柱中最粗重的一根，是制作蛋糕过程中的面粉；资本市场等价于鸡蛋，科
学理性主义和通信与运输技术创新分别等价于酵母和食糖。
显然，缺少任何一样都做不成蛋糕。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面粉对蛋糕而言可谓举足轻重。
没有糖蛋糕不会好吃，但没有面粉根本就不会有蛋糕。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作者为我们呈现了一部既严谨又
好读的力作，书的内容涵盖了文明社会各方面历史，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制度。
屏住呼吸，马上打开这本书吧，你会为之深深震撼！
　　——约翰·伯格 先锋集团创始人、指数基金教父本书以出色而有效的非小说文学，帮助读者理解
周遭的世界，伯恩斯坦揭示了经济繁荣的起源，探讨了文明将走向何方，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是必然
的结果，我们必须小心翼翼。
　　——水皮《华夏时报》总编作者以非正统经济学家和投资者的眼光，重新审视了当今财富的增长
。
书写得好看生动，而丰富的资料和论证，又不能不让人严肃对待。
其总结的四大财富增长动力，依然有着非凡的意义，让我们深思。
　　——张剑荆《中国经济时报》总编这本书探讨了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更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现实问
题的洞察力。
　　——王立鹏《中国经营报》常务副总编、《商学院》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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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繁荣的背后: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读者、媒体、专家热烈推荐的民间经典！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专文导读。
“探讨繁荣的根源，教我思考现世!”“作者勾勒出了有史以来人类经济增长的曲线。
”“一位哲学与医学双料博士，一位神经病学专家写的另类经济学著作。
”“资料真实，有自己观点!开拓读者思维!”“可靠的财产权、科学理性、资本市场、交通与通信技
术这四方面，充分证明了财富就像活生生的生命一样诞生了。
尤其是在今天看来，这四方面也是、仍然是财富发展、壮大的必要条件。
”“每个人都应该看的书。
”“作者知识很渊博！
大视野。
”“对经济史的一次梳理，是对我们理解这个社会进步的最好的一本教材性的书。
”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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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如果把经济增长比作蛋糕，那么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资本市场和通信运输技术创新便是面粉、鸡
蛋、酵母和食糖⋯⋯缺一不可不等于同等重要。
换言之，它们四者并不处于同一层次。
在我看来，财产权乃四支柱中最粗重的一根，是制作蛋糕过程中的面粉；资本市场等价于鸡蛋，科学
理性主义和通信运输技术创新分别等价于酵母和食糖。
显然，缺少任何一样都做不成蛋糕。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面粉对蛋糕而言可谓举足轻重。
没有糖蛋糕不会好吃，但没有面便根本就不会有蛋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宇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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