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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
中国改革的新思路，会首质量、互助会的倒会风险、得会价格折价与规模——基于浙江省的实证分析
等，可供广大读者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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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论文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
　　摘要：本文首先澄清了中国转型期的三重性——“文化－经济－政治”，以及这一转型期经济行
为的特征。
其次，鉴于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和指导中国转型期经济行为与公共政策时发生的理论困难，此处提出
的替代方案是作为“演化社会理论”一部分、适用于中国转型期社会的经济学的特征刻画。
第三，与此相关的，是晚近发表的演化社会理论的学术文献综述，以及基于这一综述的对未来研究方
向和可能得到的结果的描述。
　　关键词：演化；社会转型；经济学　　引论　中国“文化一经济一政治”转型期的界说　　中国
社会目前所处的时期，与目前史料所描述的中国社会长期的演变状况相比，应称为“转型期”。
根据最常见的看法，这一转型期始于鸦片战争——此为“外因说”。
根据另一种看法，这一转型期始于明末或南宋——此为“内因说”或“外因－内因”说。
何谓“转型”？
这是要求澄清的第一个问题，虽然它未必有明确解答。
　　人类在“人科”之内的历史，若是从四足猿演变为两足猿（纤细型南方古猿）的时代开始计算，
大约超过了600万年。
若是从树栖人猿首科开始计算，大约超过3 000万年。
不难推测，如此漫长的历史，在外部与内部因素的作用下，应由许多转型期和稳态期构成。
所以，只要延续的时间足够长，人类的每一个“社会”（家庭、洞穴、部落及群体的其他形态）都可
能经历转型期。
　　稳态与转型（“过渡过程”），是工程学的术语。
这里首先需要定义但通常很难定义的，是“状态”（states）——世界的状态，也就是将静态的世界嵌
入于动态的过程内。
这里涉及的，是哲学家和物理学家论证过的两种不同的世界观。
在动态的世界观念里，有空间和时间，两者相互依赖，称为“时空”。
在静态的世界观念里，每一主体感受到的每一事物与这一事物在这一主体其他时刻的感受无关，从而
，“主体”自身也只不过是一系列原本相互无关但可由联想或假设产生关联的感受。
不论如何，我们通常持有的，是动态的世界观。
　　在动态世界里，每一时刻，主体的认知范围，可称为那一时刻的“世界”。
认知主体对特定时刻的世界的感受与表达，假如能够量化，或可表示为一组“量”的关系——每一关
系可视为从感受世界到量化世界的一次映射。
这些数量关系当中，相互之间有依赖的可称为“变量”，对其他变量发生影响但独立于其他变量的可
称为“参量”。
　　基于尼古拉的库萨及在他之后的莱布尼茨的看法，当主体感受到世界在此时与在彼时有差异时，
就定义了这两个不同时刻及同一世界的不同状态。
这一感受，在量化世界里表达出来，就是变量和参量依时间变动的过程。
假如主体对“时间”的感受可以量化，则任一时刻，上述的那一组数量关系就定义了世界的一个状态
。
又如果在认知主体的感受中，世界在此时刻的状态依赖于世界在彼时刻的状态，则世界是演变的。
因此，我们可以隐含地定义：如果“过去”影响了“现在”，那么世界是演变的，虽然只是根据某一
理论，我们才可区分时间的过去与现在。
　　在我们感受的量化世界里，如果描述了世界状态的那些变量的变化速度不均匀，那么，仅当它们
的变化速度能够被称为“零”的时候，世界处于“稳态”时期。
在任意两个稳态时期之间的时期，称为“转型期”。
　　此处需要几点说明。
首先，“我们的感受”，它要求主体之间的交往——即“社会交往”，并要求在这一交往过程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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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主体——称为“群体”，能够达成他们关于世界的感受的一些“共识”。
　　其次，我们每一个人感受世界的量化通常有许多变量和参量。
例如，马赫曾将“心智”视为一组变量，与那些刻画着外部世界的变量相互作用。
那么，当我们认为世界的状态不再是稳态的时候，我们所指的，是心智变量的转型期（内因说），还
是心智的外部世界变量的转型期（外因说）？
　　与此相关的是，第三，在我们能够讨论两个稳态之间的转型期之前，从第一个稳态，在那些变量
已被视为不变的时刻，什么样的力量使这一世界再度发生了变化呢？
遵循系统工程学的习惯，我们假设“参量”是系统从一个稳态过渡到另一个稳态的最终原因。
由前所述，这些参量可以是心智的也可以是心智外部的。
　　目前，中国社会经历的这一转型期可称为“三重转型”，其一是文化的，其二是政治的，其三是
经济的。
与其他社会经历过的转型期相比，中国社会这一次转型的主导因素是经济的——不论是旧体制之瓦解
还是新体制之尝试。
　　人类之为“社会性哺乳动物”，基于其社会性而有了“个性”与“群性”这两方面的心性特征，
又基于其哺乳动物的特性而有了“情感”。
人类的脑，在“脊椎动物一哺乳动物一灵长目”的数亿年演化中，形成了三套由低级到高级的基本结
构——分别被称为“爬行动物脑”、“哺乳动物脑”、“大脑皮质”。
既然如此，这三套结构之间或许会有冲突。
例如，在目前这一演化阶段，根据脑科学家勒多克斯的阐释，人脑内的哺乳动物脑结构与新脑结构尚
未完全相容，于是每一个体都可因内在冲突而自杀或癫狂。
另一方面，虽然没有明确的数据表明人脑内的爬行动物脑结构与哺乳动物脑结构之间存在着不能自发
协调的冲突，我们仍可假设它们之间有冲突的可能性。
因为，就每一个体而言，确实存在着情感与生理之间暂时失调的情况。
例如，情感创伤可导致生理系统失调，反之，生理疾病也常导致情感的紊乱。
　　情感的表达，称为“情感方式”，需要借助姿势、表情和言语（声音、话语、文字及其他类型的
符号）。
因此，情感方式是文化的一部分。
有情，然后有人心。
心为思之官，人心发动，始有思想。
思念与想象，引发欲望，然后有行为。
　　强以类别，任一行为，约可名之：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情感的和信仰的。
虽然，其间互有重叠。
经济行为旨在供养身体、维持再生、延续物种。
政治行为旨在表达群体诉求、调解利益冲突、于群性之中升华个性。
社会行为泛指个体之间一切非功利性质的交往，旨在缓和由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所积累的不适宜性。
情感行为首先是私人性质的，幸福、悲哀、恐惧，称为“原初情感”；内疚、焦虑、嫉妒、怨、悔、
惆怅等，称为“次级情感”。
最后，有一种特殊情感，称为“信仰”——超越个体生命和有限时空的永恒感。
　　诸如经济行为这样的人类活动，引出了文化的另一部分，更接近钱穆先生阐释的“文明”概念，
可称为“生活方式”，即个体和群体生活的可被表达的诸种形态。
故而，我们可将“文化”视为情感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综合体。
所谓“生活方式”（the way of life），相对于“情感方式”（the way of feeling）而言，是更为外在的和
更具物质性的，例如经济生活的形态和政治生活的形态，依外在环境的不同而有重要差异，导致了不
同的文明。
与“文明”相比，情感方式是更为内在的和更具精神性的，例如信仰的形态和审美的形态，依内在体
验的不同而有重要差异，导致了不同的伦理与宗教。
　　当不同的文明相互接触时，每一文明之内的人据以判断“异己”文明的，无非是他自己的情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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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能够提供的判据，也就是他的文化传统能够提供的判据。
因此，所谓“文明的冲突”，无非是不同文化传统所提供的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之间发生的冲突。
　　当代中国社会的三重转型，始于中国文化传统的近代转型，始于中国文化传统近代转型之艰难性
——由器物至制度，再至文化，直至追溯文化传统之根源，始知“全盘西化”实不可能，故重返制度
层面，寻求适合于中国人的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制度。
这样一种“思想循环”，在100年里发生了两次——当然是“循环式上升”的过程。
只是在“集中计划制度”的社会实践被普遍认为彻底失败了之后，中国才转向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市场
化的制度实验。
这一转向被称为“经济转型”，通常认为需要50年才可完成，因为经济转型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行为
及政治行为方式（即政治体制）的转型。
　　由于前述的100年思想循环及中国文化传统的近代转型的累积效应，在1990年代中期被再度解禁的
市场化过程的冲击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迅速地西方化并与其内在的情感方式发生并积累了严重的冲
突。
每一个中国人，不论他持有自由主义立场还是新左派立场，或无法在一切问题上自洽地坚持任何一种
立场，甚或在任一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可表达的立场，总之，与前述的思想循环不同，现在，他的生活
方式已经与他的情感方式严重离异，故而他不可能借助西方人的任何立场来化解这一冲突。
为化解这一冲突，中国需要有“本土的”社会科学——植根于本土问题意识并且具有普遍主义视角的
社会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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