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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今天，要写一部资本主义制度史是一件相对容易的工作，因其内容几乎尽人皆知：自由市场、私有
制、货币、银行存款、保险、汇票、自由创业等。
不过，要写一部西方国家兴盏的历史却相对很难，这是因为，在有关西方国家如何兴盛的问题上，不
同的人总是有不同的解释，歧见百出，难有定论。
在这点上，生物学家的研究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生物学家们已经认识
到，自然的演进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生物体系，小到蛋白质分子，大到沼泽地的生态系统。
这些系统精巧、复杂，超出了人类的认知范畴。
或许，一如自然的演进过程，西方经济增长系统的演变同样有偶然性、试验性，不能为人所设计和左
右，并有自己的生存标准。
不管怎样，生物学提醒我们：对于西方如何兴蛊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事件，不要期望会有一个现
成的解释。
在开始论述西方经济增长史并厘清成就其增长的各种原因之前，我们要提出几个初步的观点：第一，
非经济因素在西方摆脱贫困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各国政府在19世纪初所起的作用。
第二，组织管理对经济活动有重要影响。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等级制度并非组织管理的唯一形式。
第三，本书中的“资本主义”，或任何其他以“主义”结尾的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称谓，所指的都是现
代西方所采用的具有尝试性的、实用主义的制度体系。
这种制度体系所涉及的政策和实践与教科书中有关资本主义的论述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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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从贫困社会步入现代社会，是因为机缘巧合还是剥削，抑或是军事征服？
罗森堡和小伯泽尔以大量生动翔实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是一种能够不断创新的机制促进了西方现代
社会的经济变迁。
而要确立这样一种创新机制，必须具备三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创新决策权的分散化；实施创新的能力
和手段；持续不断地激励创新者。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西方的技术和组织方面的创新活动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并形成了现代化的制度
体系。
中国正在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现代社会，西方向现代社会变迁的
历史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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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内森·罗森堡，著名技术史专家，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曾出版过《创新之路：美国20世纪的技术变
化》、《技术与国民财富》、《黑匣子：技术和经济学》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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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贫困的标准回顾人类历史，如果要用现代标准去评价我们祖辈的经济生活，那几乎就是个无穷无尽的
苦难故事。
在当时的社会中，只有少数人能过上像样的生活，而绝大多数人都在极端贫困中挣扎。
文学、诗歌、传说以及神话所赞颂的都是富有的人，而遗忘了那些生活在贫困与苦难中的人们，也正
因为此，我们很难了解那些时代的深重苦难。
文学艺术将苦难处理成了神话，有时甚至将其粉饰成田园生活的黄金时代，这与事实大相径庭。
只是在过去的两百年中，西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及地区才开始进入历史上少有
的繁荣时期，社会的进步和繁荣才开始惠及10％以上的人口。
为简便起见，尽管在地理上并不那么确切，我们还是把上述地区统称为西方。
非常明显，到19世纪初，在英国、美国和西欧的部分地区，人口中已有非常大的一部分比古代中东、
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和伊斯兰文明时期（也就是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饮食更好、更健康，
生活也更安定（这种情况随后也出现在西方其他国家）。
从全社会的意义上看，从贫困走向富裕，就是物质富足程度的不断提高。
当然，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或实际工资等统计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这一进步。
对人类来说，死亡从来都是最大的威胁，因此，由贫困走向富裕的过程，首先要求远离死亡。
衡量这个进步的主要指标包括平均寿命、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等。
接下来是饥饿的问题。
营养不良的改善及相关疾病发生率的下降，也是从贫困走向富裕的一个方面。
有关统计表明，瘟疫是人类早期苦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所有致命或致残疾病的祸首。
摆脱瘟疫也是从贫困走向富裕的重要内容。
在很多时候，贫困常常与文盲、迷信、无知以及缺少见识等联系在一起，因此，摆脱贫困通常也意味
着向识字、接受教育和增长见识等方面转变。
在贫困的生活中，活下去是首要甚至唯一的目标。
在那种生活状态下，住房极为拥挤，也毫无个人隐私可言，个人选择的空间极为有限。
走向富裕也意味着享有更多的个人隐私和选择机会。
简单的统计数据不能完全反映社会从贫困到富裕的转变。
即使是最简单的经济，要对它所生产的无数产品和劳务进行最一般的统计，都需要用货币单位来表示
。
货币是衡量价值的通用尺度，不管其衡量的产品或服务在形式及内容上有着怎样的差别。
这意味着，统计数据本身并不能反映出，经济增长是因为同类产品和服务的增加，还是源于改变了整
个生活方式乃至社会生产和消费方式的产品和服务的出现。
事实上，即使在西方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人们的消费、工作以及生活的方式也都会发生变化。
最初的变化或许小得可怜——饮食中增加几样蔬菜和一点肉，由穿木鞋改为穿皮鞋等，统计数据能比
较清楚地反映这些变化。
但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童年时做工变为童年时上学；在庄园或农场劳作谋生变成在城市经商、在工厂工作或从事自由职业；
住房也由乡间小屋换成了城市住宅或公寓。
任何总量统计数据都不能具体反映出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化所产生的影响，也反映不了19世纪的铁
路和20世纪汽车的出现给生活方式带来的变化。
对个人而言，贫富差别主要在于钱财的多少，这种看法或许并没大错。
但就整个社会而论，从我们掌握的为数不多的例子来看，贫富差别不仅体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高
低，更体现在富裕社会中的成员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造成统计数据缺陷的另一个原因在于：除非是生产可供出售的产品（如农产品），许多家庭劳动并不
会带来货币收入。
举例来说，当妇女从家务劳动转向有酬劳动时，根据20世纪的统计，妇女工资收入的计入会带来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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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总值的增加，而在有些人看来，这样的转变可能意味着生活质量的下降。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一些经济商品和服务按市场交易价格计算货币价值，而另一些则根据税收或管
制的情况来计算货币价值。
由于换算方式不同，在衡量这两种交易所带来的物质福利时便缺乏统一标准。
一个值得我们考虑（至少是顺带考虑）的问题是，新增因素和既往存量对西方经济发展所作贡献的相
对大小如何。
在通常情况下，西方经济每年的生产总值中约有95％来自年初就已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存量，只有5％或
更少来自于当年新增的因素。
但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上述的相对关系几乎就颠倒过来。
在美国，经价格调整后的1985年的人均产值中，有85％以上得益于1885年以来的新增因素。
当然，这一数字还不是反映这个国家公民物质福利变化最完备的指标。
但是，人们明显喜欢1985年的生活方式，而且也许除了十分富有的人以外，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就像
数字指标所表明的一样，令人印象深刻。
也有这样一种可能，一个社会从贫困发展到了富裕，但人们并未对此感到满足。
事实上，容易自我满足的人能否由贫困发展到富裕，首先就令人怀疑。
一般说来，身体健康而心理不健康的人可能比因饥饿而麻木的人要更难应付。
不过，尽管高度富裕的国家仍需依赖心理健康产业，并面临随个人选择扩大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分歧，
但人们对实现贫困到富裕的转变仍充满向往。
社会变革本身就会带来一连串新问题，并取代那些老问题。
相对而言，人们更喜欢研究富裕带来的问题而不是贫困造成的问题，这一点无可指责。
脱贫致富的故事中充满了各种传奇、神秘以及悲喜剧，这本身已值得我们去重述这一过程。
当然，对于那些关心公共政策、西方经济制度相对重要性以及西方经济前途的人来说，理解西方经济
富裕的原因非常重要。
而且，这也能为我们的后代进一步改善生活环境提供更好的机会。
西方财富增长的渐进性’要解释西方经济增长的原因，我们必须从其最令人疑惑的方面开始，即西方
经济增长的渐进性。
在19世纪和20世纪，先进的西方国家完全摆脱了贫困而达到了相对富裕。
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国家的经济产出并未发生过突变，而只是持续不断地、年复一年地增长。
经济增长率略高于人口增长率——英国和荷兰在更早时期就已开始了这样的增长。
日本在1868年以后仿效西方工业化，也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
即便如此，日本的成就也是通过渐进增长而获得的。
经过很长一段时期的发展之后，所有西方国家的人口与人均产出都实现了成倍增长。
在一年甚至十年中，剔除人口增长因素后的经济增长并不显著。
因此，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只有富人才能感受到经济的增长，而穷人大多体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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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生动、睿智地将经济学观点和经济史实交织在一起，以轻松的笔触揭示出深刻而精准的学术思想
。
　　——唐纳德·麦克罗斯基（DonaldN．MeCloskey），《纽约时报书评》编辑本书对西方自中世纪
以来的经济发展进行了清晰而深入的研究，认为政治经济因素与组织技术多样性之问的关系对西方当
时乃至今天的政策都至关重要。
本书生动、内容深刻，一定能够激发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
　　——斯坦利·恩格曼（StanleyEngerman），罗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本书可信且有说服力地纠正
了那些曾引致灾难性实践后果的不正确观念。
　　——威廉·赖克（WillianlH．Riker），《华尔街日报》记者本书有力地反击了西方的发展建立在
帝国主义、剥削以及敲诈基础上的错误观念，解释了为什么以法令和强迫的手段来实现经济发展注定
不会成功。
　　——简·雅各布斯（Janelacobs），《城市经济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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