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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
义即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
本书收录了世纪之交以来作者的五十余篇文章，这些文章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分析了当前社会病害的制
度根源，指出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呼吁切实推进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对于传统社
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捍卫者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作者也做出了回答和辨析，希望与正在严肃思
考中国的前途与未来的人们共同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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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敬琏，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
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宝纲经济学教席教授，北京大学经济
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际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执行委
员会委员，麻省理工学院开放式教材（MIT OpenCourseWare）顾问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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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笑蜀：吴敬琏的法治梦　　50年代我们要赶英超美，结果非但未能如愿，反而招来三年饥荒，葬
送了数千万同胞的生命。
又过了整整半个世纪，虽然超美之路仍迢遥而曲折，但经济总量赶英却已毫无问题。
只是，我们却没有美梦成真的狂喜。
　　这固然是一种理性，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经济总量赶英，给我们带来的福利有限，梦已成真，
但梦并不那么美。
经济总量节节攀高，而底层社会依旧广泛存在，普通人的生活品质没有实际改善。
工资增长幅度远远比不上GDP和财政收入的增幅，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岿然不动，就是有力的
印证。
　　经济增长不能让老百姓受益，这种现象早就不是鲜为人知。
而要追问这种并非鲜为人知的现象，吴敬琏最近推出的《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不能不说是一本必
读书。
　　　　两种主要危险　　　　吴敬琏是以“吴法治”的身份，来推出这本书的。
早年，也就是1990年代之前，吴敬琏的社会形象基本上可以叫做“吴市场”。
换句话说，那时他是以市场经济的主要倡导者而著称于世的。
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逐渐落地生根，吴敬琏发现他早年对市场经济的幻想过于浪漫，“在我国改革的
早期阶段，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不少市场取向改革的支持者都认为，只要放开了市场，就能够保证经济
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而没有认识到市场的正常运行是需要一系列其他制度的支撑的。
没有这种支撑，市场经济就会陷入混乱与腐败之中”。
随着市场经济越来越变形走样，社会越来越无序和失范，吴敬琏大梦渐醒，从前的“吴市场”，就逐
渐变成了“吴法治”。
但他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却始终没有变化，只是更理性，更成熟罢了。
如何用法治来规范市场经济，保障市场经济，成了吴敬琏晚年思考的主题。
　　在这点上，吴敬琏完全是以三娘教子的心态，苦口婆心，不厌其烦。
《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主要就汇集了他多年来反思市场经济，多年来主张法治与民主的言论。
　　在吴敬琏看来，中国现在面临着两种主要危险，一种危险来自左，一种危险主要来自自己的阵营
，对手主要是他原来的同道，即当年和他一样因主张市场经济而成为另类，后来却越来越主流、越来
越飞黄腾达的某些老朋友。
个人友谊的淡漠固然令人伤感，但最让吴敬琏忧心的，还是那些老朋友所代表的那种势力，那种思想
倾向。
与老近卫军不同，这批人“并不愿意回到计划经济的体制中去，然而他们也不愿意看到规范化的、平
等竞争的市场的建立，而是希望维持甚至扩大目前的市场混乱和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的状态，以便
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自由自在地弄权‘寻租’、发财致富。
”在过去20多年中，“要求进行规范的改革往往被有些人说成是‘理想化’乃至‘保守思想’，而花
样百出的‘寻租’活动，例如，圈地运动式的‘土地批租’、掠夺广大中小投资者的金融魔术、鲸吞
公共财富的‘产权改革’等等却被这些人以‘改革’的名义歌颂备至。
”在吴敬琏看来，腐败之所以蔓延，就在于有那么一种强势力量，以行政权力干预市场交换，把市场
体制变成分肥体制。
他们只会在混水中摸鱼，水清了，他们就无鱼了。
所以，强大的法治体系，规范的市场秩序，恰恰是他们的噩梦。
但是，正是他们往往占据着改革的话语高地，他们一切混水摸鱼的丑行，都套上了改革的炫目光环。
　　两种力量，一个是因分赃不均而不满现实的老近卫军；一个是垄断了资源分配大权的当红新贵，
他们互相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组成了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同盟军，导致了市场秩序的倒退和
混乱。
　　如果说，在整个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初期，吴敬琏主要是跟反市场的老近卫军角力，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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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吴敬琏就陷入了两面作战，而且是把主要精力用来跟本来同属于市场派的新贵
们交锋。
反市场的老近卫军对他自然是咬牙切齿，如有杀夫之仇；新贵们则认为他多管闲事，碍手碍脚。
吴敬琏就这样两面不讨好，两面不是人，挣扎于两种力量的夹缝之中。
　　　　三个方向的挑战　　　　好在，虽然在精英层面几乎落落寡合，但在群众中间，吴敬琏以其
独有的道德形象，而赢得了广泛的尊敬。
但随着市场经济无序状态愈演愈烈，底层乃至中产阶层都因为市场的无序而饱受煎熬，一度被人们寄
予厚望的市场经济，其声誉一落千丈；群众开始走向市场经济的反面，作为市场经济主要捍卫者的吴
敬琏，因此在群众中也开始失去原有的尊敬，彷徨孤立达于极点。
市场经济的这种尴尬境遇，吴敬琏其实有所预言。
第三次改革大论战爆发前夜的2004年，他曾这样预言：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中，弱势群体可能由于各
种原因受到了损害，但对于是什么样的制度或政策使他们受到损害，可能并没有深刻的了解和把握。
如果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两种力量结盟蒙蔽群众，就有可能把群众误导到反市场的方向上去。
第三次改革大争论中，本来已成明日黄花的老近卫军，竟然赢得部分群众的喝彩；甚至某些自由派学
者，也盲目附和群众的激愤，扮演起民粹主义先知的角色。
这在在印证了吴敬琏预言的精确。
所以，争论巅峰中的2005年12月，吴敬琏曾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著名论断来结束自己的演讲，以此提醒
同道：　　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组织生产和安排分配的方式。
然而，它的发展需要一系列良好的制度安排作为其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的建立和维护需要一个
良好的政治环境。
这种政治环境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威胁，第一个威胁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已经在市场中占据了强
势地位，还企图继续维持其地位。
第二个威胁来自庞大的贫困人群。
这两方面的人群，看起来彼此地位极其悬殊，可是它们一旦在反对市场体制的问题上结成联盟，就会
发挥巨大的影响力，政府对市场采取干预行动。
这种行动表面上打着改进市场缺陷的招牌，实际上却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
而大众不但不会抗议，甚至还要喝彩，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未来会因此受到损害。
　　无论是老近卫军的狙击，还是新贵的作祟，这一切其实都在情理之中，意料之中，因而都是无所
谓的事情。
对人杀伤力最大的，应该是部分群众的倒彩。
群众往往是非理性的，他们只是凭感觉做出选择，凭义愤采取行动。
实际上因为信息不对称体制，他们也根本不可能获取足够的资讯，也就不可能理性得起来。
而嘈杂的剧场效应，比的只是姿态，比的只是调门高，谁敢于附和群众，谁就容易得到群众，也就容
易最后操纵群众。
这已经是被历史千遍万遍证明了的铁律。
不幸的是，这个铁律在当下中国还很管用。
第三次改革大争论就部分呈现了这个特点。
吴敬琏看出了这个危险的苗头，但有多少人能够认真倾听他呢？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吴敬琏的这声呐喊在民粹主义的喧嚣中，那么苍白乏力，那么孤苦无助。
　　老近卫军，当红新贵，以及从底层抗议中派生出来，而为部分精英推波助澜的民粹主义潮流，当
下中国的市场经济就面临着来自这样三个方向的挑战。
市场经济走到今天，其力量的确在不断壮大之中。
但毋庸讳言，反市场的力量，并没有因为市场力量的壮大而稍有衰减。
老近卫军固然已是气息奄奄，但政府管制的力量，行政垄断的力量则仍在不断强化之中，民粹主义也
在潜滋暗长。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态势并非不可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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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市场经济发展进程被人为终止的悲剧，无论是别的国家，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上，也并非
没有发生过。
对此吴敬琏有清醒认识。
他曾反复提醒人们：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搞市场经济，但是好的市场经济并不多，它们的教训值
得借鉴。
他并这样语重心长地告诫道：　　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初期总是比较乱的，经济发展了，自然就会规范
起来。
这种想法可能过于天真。
亚洲有的国家曾经有过很好很快的发展，但是几年十几年以后，因为缺乏法治，都陷入了一个坏的市
场经济的泥坑，遇到一点风吹草动，或遇到一种外来的冲击，经济一下子就崩溃了，而且长期不能从
泥坑中走出来。
历史发展存在路径依赖，这种情况要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
　　　　经济结构的背后　　　　吴敬琏坚信，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组织生产和安排
分配的方式。
但自由市场经济在当下中国遭遇的困境充分说明，没有一系列良好的制度安排作为其基础设施，市场
经济的正常发展就是不可想象的。
法治则是支撑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
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洋洋数十万言，全部旨趣无非在此。
　　中国必须要法治，这其实早已经是人所共知。
但法治从何而来？
吴敬琏的答案反反复复就一个，那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这答案了无新意，但问题是，除了改革政治体制，我们确实也没有别的法子可想。
　　开篇已经讲过，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没有让最大多数国民受益。
原因何在？
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经济结构问题。
我们的主导产业，都是传统的加工制造业。
它们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最低端，因而附加值最低。
这就注定了从事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的劳工阶层，必然收入微薄，从而注定了中国必然存在一个庞
大的底层社会。
　　但是进一步追问就不难发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经济结构的背后，其实是政治结构。
既然加工制造业附加值最低，我们为什么不选择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呢？
是我们笨，是我们知识不够，因而在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失去竞争力了吗？
当然不是这样。
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国发展不起来，不是人的素质问题，而是一个制度环境问题。
　　对制度环境问题，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有过很好的解读。
陈志武教授认为，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对制度环境敏感度低，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
业，对制度环境敏感度高。
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跟人打交道，主要是一种非人格化交易。
而非人格化交易必须保证安全，才能持续。
而要保证交易安全，就需要一整套的规则体系。
没有一整套的规则体系做保障，交易成本就会居高不下，就会让人望而却步。
　　交易成本从根本上说，无非一种社会关系成本。
社会关系越简单，越规范，交易就越简单，交易成本就越低。
社会关系越复杂，越失序，那么交易就越麻烦，交易成本就越高。
当下中国的社会状况显然属于后者。
既然没有确定的规则体系保证跟人的交易的安全性，人们就只好主要跟物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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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跟人打交道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就不可能发展得起来。
这就是说，制度环境注定了中国只能做世界加工厂，而做不了世界设计师。
　　其实，知识经济时代之前的西方国家，也曾遭遇底层社会庞大的困境。
工业化的突飞猛进，并没有对无产阶级的生活品质有多少实际的帮助，反而导致无产阶级普遍的贫困
化，进而导致席卷世界的社会主义潮流。
只是从19世纪中期起，依托于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西方国家迅速实现了产业转型，在转向高附加值
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之后，从前的无产阶级队伍才逐渐消失，劳动者才逐渐上升为中产阶级
，由此缓解了全面的阶级对抗，而进入了和平发展阶段。
　　今天中国的诸多社会问题，根子就在这里。
看看发达国家的财富巨头，他们大多是知识经济的弄潮儿，他们的个人成功，往往主要凭借于他们的
创造，他们的创造非但不需要以盘剥他人为前提，反倒给他人提供无数高附加值的工作机会和创业机
会，带动更多人致富。
比尔?盖茨就是如此。
而我们的财富巨头，除了来自非市场领域，真正来自市场领域的，则往往是加工业巨头。
他们的巨额利润，大多是底层劳工贡献出来的，与古老战争年代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何尝有本质
区别？
　　中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还是套用古老战争年代的人海战术，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制度环境。
实际上是整个底层社会用自己的血汗和生命，在为我们的制度环境买单。
为什么老近卫军即便气息奄奄仍能在一段时间内蛊惑人心？
为什么反市场的力量尤其是民粹主义在中国有社会基础？
原因只能从这里得到解释。
只要庞大的底层社会仍然存在，市场经济之路在中国就不可能不坎坷。
　　　　改革我们的规则体系　　　　正因为如此，一直强调社会公正的吴敬琏，并不满足于主张全
民低保，主张划转国有资产供国家偿还老职工社保欠账之用。
在他来说，仅仅这些救济型的社会福利措施，并不足以让底层真正走出困境。
西方国家是通过产业转型来改善劳动阶层的处境而实现均富的，这条路中国也必须走。
所以吴敬琏坚决主张增长模式转型，坚决主张转向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
而要实现增长模式的这种转型，就必须改革我们的规则体系，就必须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使一切权
力皆受制约，“而不容许有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以杜绝权力搅买卖、权力搅
市场。
西方国家增长模式的转型，主要依托于宪政民主体制；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也必须以政治体制
改革，以政治体制的现代化为前提。
没有政治上的平权作为依托，政治上的特权就必然导致经济上的特权，就必然导致垄断和腐败。
只有政治上的平权才可能带来经济上的平权，才有真正的经济自由，和建立在经济自由基础上的平等
竞争可言。
　　市场经济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原始市场经济，一种是现代市场经济。
身处文明时代，中国已不存在发展原始市场经济的空间。
沿着原始市场经济一路狂奔，中国最终必然要面临西方国家在19世纪上半叶所普遍面临的社会问题，
反市场力量的膨胀就会无从遏制；而中国的国际国内环境，注定中国不能承受大的震荡。
中国必须完成增长模式的转型，转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才能普遍提升底层社会，才能真正实
现社会和解。
而从原始市场经济转到现代市场经济，起化学作用的关键元素就是法治。
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法治，促成政治平权和法律平权，使得任何权力主体都在公认的规则体系的制
约之下，这是吴敬琏晚年最大的梦想，实际上，这也应该是一个民族最大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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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讲述改革中的市场经济。
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
义即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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