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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明是古代的模式，模式是现代的文明。
    古往今来，“哀民生之多艰”者数不胜数，以至张养浩发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感叹！
今日中国，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相信市场，又不容忍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我们渴
望福利社会，又不想背负沉重的税务负担，而要破解这一难题就必须进行发展模式创新，笔者写本书
也是想为中国提供一个可行性的选择。
    去年秋天，笔者受邀参加美国一家知名媒体的访谈节目，主题是谈中国的仇富问题，当时嘉宾有三
位，一位是来自加拿大的知名华人经济学教授，另一位是旅居泰国的华人，再就是笔者。
在节目中，有入认为中国仇富问题的根本在于官员腐败，有人认为是垄断和国企问题，而笔者则指出
仇富是世界性问题，只有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但当时主持人并不完全认同笔者的看法．她认为“仇富”在美国并不严重，她举例说，很多美国的
富人跟穷人也在同样的超市购物，他们停于地下停车场的私人轿车也并未遭到穷人的攻击。
在节目中，由于时间关系，笔者并没有针对这个问题与她进一步讨论，但节目录制完没过多久，美国
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其实事实也就说明了一切。
    在这里提这个事情，笔者并不是要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分出个好坏，而是要说，现在的世界都面临同
样的问题，中国有问题，美国有问题，同样欧洲也有问题，整个世界都面临着“模式困境”。
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这种问题暴露更明显，任何一个经常关注国际时事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
    而要解决现在的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人类的历程，自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人类的发展可以归
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由主义模式，在本书中，笔者将其称为“世界模式1．o”。
在这种模式下，人类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种模式最终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成为经典，当
时的政府被称为“守夜人”政府。
在这种模式下，西方国家表面上也拥有了一切：财富、政治智慧和军事力量，在此期间，世界的霸权
也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传递到了英国手中，前后历时约500年。
但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表面风光，但其内部矛盾重重，而频繁的经济危机
、严重的阶级冲突以及风起云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宣告了这种模式的失败。
    在这种情形下，另一种模式诞生了，这种模式并没有诞生在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而是诞生在了另
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德国。
确切地说，当时还不存在德国，因为当时的德意志还处在封建社会。
全国由几百个骑士国组成，虽然资本主义发展迅速，但封建割据导致了国内缺乏统一的市场，严重阻
碍亍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俾斯麦极力地想统一德国，但德国也面临着严重的阶级斗争，这阻碍了俾
斯麦的对外征战，而当时国内兴起的“工厂立法”却吸引了俾斯麦的注意。
    工厂立法其实并非起源于德国，而是诞生于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
英国工人要求政府进行立法，缩短工时，英国资本家当时极其反对缩短工作日的“工厂立法”，并且
与工人展开了血腥斗争，直到缩短工作日，在工人状况有所改善的时候，资本家的收益也大大增加。
这是因为，在新情况下，一方面资本家不得不进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工人的体力和精神状态得到了
改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从而资本家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这种状况马上被德国注意到了。
当时德国依然落后，德国资本家如果要赶上英国资本家，并和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对手进行竞争，就不
能重复英国工厂立法的道路来缩短这个阶段。
因此德国的资本家们着急了，他们成立了协会，主动要求把工作日首先从十三个小时缩短到十二个小
时。
俾斯麦看到“工厂立法”对平息工人斗争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后，便亲自推动了这一进程。
1883年，德国通过了《疾病保险法》，《工伤保险法》在次年通过，就连最难通过的《老年和残障社
会保险法》在1889年也获得批准。
    现在，柏林市政厅二楼会议堂的一幅19世纪的油画显示的就是当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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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画中，俾斯麦身穿军服，手里拎着一把德国菜刀主持国务议会，讨论最难通过的《老年和残障社会
保险法》。
当时的气氛非常紧张，如果哪个利益集团的代表敢拒绝此法的通过，这位铁血宰相随时都可以将他的
脑袋削下来。
最后，所有人战战兢兢地顺从了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意志。
    就这样，德国成为世界最早通过立法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德国工人在世界上最早拥有了保险
和退休金。
而工人福利的改善，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发展，德国也一跃从西欧落后的国家迅速成为与英法抗
衡的强国。
当时的德国首相俾斯麦一直将“工厂立法”当成自己最伟大的成就，并将其称为“一切历史上的社会
改革之花”。
    德国崛起的经验反过来又触动了英法等国家，这些国家也纷纷效仿。
英国1905年制定了（《失业工人法》，1909年制定了（（退休法》和《劳工介绍法》，1911年通过了
《国民保险法》。
法国1894年颁布了《强制退休法》，1905年制定了《专业保险法））。
自此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始了自己的“工厂立法”进程。
这就揭开了“世界模式2．0”的序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另一个高福利的大国苏联开始崛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二战结束后，曾经的霸主英国不甘落后，痛定思痛，下决心建立世界上最完善、最先进的社会保障和
社会福利制度，而且不仅仅是简单复制德国模式，而是开辟自己的道路。
    1941年，英国成立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部际协调委员会，着手制定战后社会保障计划。
受英国战时内阁财政部长委托，经济学家贝弗里奇爵士负责这项计划的构思和设计。
第二年，贝弗里奇爵士提交了题为（《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
”。
这也是影响整个世界社会保障的经典著作，在英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重大影响，被业内人士
视为现代福利国家的奠基石。
而报告中最著名的福利社会三原则——普享性原则、统一性原则、均等性原则，也成为所有文明社会
的基本精神和核心制度。
    此后，福利国家的理念又被推广至北欧。
而且它们后来居上，成为西方福利国家的“橱窗”。
而当时的北欧，城市化才刚刚开始，到了上世纪60年代才进入高峰．它们大多是社会民主党执政，极
其重视劳动者的福利，当时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政府补贴建设住宅，为工人提供各种福利，就是这些措
施让野蛮落后的北欧地区在二战之后迅速崛起，并一跃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标杆性地区，影响至今。
    作为福利国家发源地的英国，在上世纪的大滞胀后，却走向了“去福利化”道路，而且这一削减福
利的浪潮也逐步席卷到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美国。
其实现在英国的福利制度早已不是贝弗里奇模式了；北欧地区才真正继承了英国模式的“衣钵”，成
为贝弗里奇模式的典范。
“入海方知天地远，出水才见两腿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那些“去福利化”国家的经济几成残枝
败叶，而北欧地区（冰岛有其特殊性，其经济民生属于北欧模式，但近年学习美国，大力发展金融，
结果在金融危机时发生了国家破产）却一枝独秀，散发着明星般的魅力。
    现在很多中国人都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最自由的国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2O11年世界人均GDP排名中，美国排第十四位，前面的基本上都是北欧国家，而来自多方面的研究
也证明北欧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区，可以说北欧高福利国家才真正实现了自由、人权和效率的完美结
合。
实践证明，北欧是正确的，美国的去福利化是错误的。
    然而话又说回来，那些已经“去福利化“的国家要想重回高福利也是不容易的，毕竟高福利也有高
福利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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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高福利必然要求高税收，而高税收又必然推高生存成本，而且现在人类面临的不仅是贫富分化的
问题，更是生存成本不断升高的问题。
    在书中，笔者虽然对福利社会不吝赞美之词，其实只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类社会从世界模式1
．0进化到世界模式2．0是进步，倒退没有出路。
现在世界面临的问题就是寻找世界模式3．O，笔者提出的方案就是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低生存成
本型社会模式不是对福利社会的替代，而是补充。
福利社会解决的是人类的生老病学等大问题，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是解决人类的衣食住行等细微方
面，其具体方案笔者在书中再进行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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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德国为何国富民强？
北欧为什么幸福合谐，美国是如何建成“伟大社会”的，世界为何又陷入长期性危机？
中国应对的方法在哪里？
大危机就需要大变革。
只有放弃旧思维，才能找到新出路！

澄清谎言：批判了目前流行的对经济危机种种错误陈旧、似是而非、利近害远的归因，总结了与福利
有关的七大谎言。

分析时局：分析了德国“社会国”模式、北欧“合作主义”模式、美国“伟大社会”模式、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等之优劣利弊。
内容翔实，理论扎实。

指出道路：中国的未来在于“新福利社会”，是继自由主义和福利主义之后的第三种模式，高连奎将
之称为世界模式3.0，是一种市场化的福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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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连奎，知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研究学者，“新福利社会”理论创始人，中国较有影响力的学者之
一。
现担任中国睿库研究院副院长，经济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员，中国金融智库成员、中国专家学
者协会理事，新加坡《联合早报》、香港《信报》等多家国内外一线媒体专栏作家或长期撰稿人，看
过高连奎作品的读者很多都会发出“难得的学术清晰的学者”，“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之类的感
叹。
为此，在中国拥有众多忠实粉丝。
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大形势》《中国大趋势4：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大格局》《看懂中国经济的
第一本书》等。
其中《中国大形势》得到了当时中国出版业最高领导柳斌杰的特别推荐，且是柳斌杰仅推荐的两本书
之一。
《中国大趋势4：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一书得到了中国国家最高智囊结构，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
长李连仲的高度赞誉，成为中国政府部署未来十年的重要参考。
《大格局》被出版商务周报评为“2012年度风云图书”。
《看懂中国经济的第一本书》连续40余周蝉联当当网同类图书畅销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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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世界的模式困局 第一章 你不知道的经济现实：世界与你想的不一样！
 美国真的实现“民富”了吗？
 希腊真的是“高福利国家”吗？
 福利国家真的效率很低吗？
 国家干预的混合经济发展模式该不该受到重视？
 用富人慈善取代国家福利可行吗？
 直接慈善比间接慈善好？
 金融保险能取代社会保障吗？
 中国钱多？
中国人为什么不安？
 穷人信贷能取代社会保障吗？
 关于福利社会的七大谎言汇总 第二章 五大发展模式：20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否适合21世纪？
 为什么德国能够国富民强？
 为什么北欧能够幸福和谐？
 合作主义社会是怎么回事？
 美国是如何建设成“伟大社会”的？
 大滞胀：人类社会的分水岭？
 社会投资型国家与第三条道路为何失败？
 小布什模式：压倒美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何才能拯救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比尔·盖茨的新型资本主义创想能成功吗？
 为什么日本模式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为什么“亚洲四小龙”只有新加坡建成了中产阶级社会？
 第三章 问题在哪里：是“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精英”？
 中国现在是”富国”吗？
 中国是“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精英”？
 为什么血汗工厂是错的？
 中国有些经济学家为何缺乏良知？
 中国社会失序的源头是什么？
 文粹主义——影响社会进步的另一股力量？
 为什么政府决策必须绕开精英阶层？
 第四章 世界主要国家福利模式：微观体现于比较 美国社保体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英国是如何率先建立福利国家的？
 日本的养老体系是如何构成的？
 北欧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做法 德国的养老和社会保障制度 世界主要国家的典型医疗保障模式比较 
世界主要国家的教育福利制度比较 世界主要国家的家庭保障和福利一般有哪些？
 第五章 中国应学习：避免福利社会的弊端 如何避免其他国家的弊端？
 为什么说福利社会是必要的？
 社保模式的种类与比较 为什么福利社会难实行？
 现在的福利社会还有哪些缺陷？
 第六章 世界模式3.0：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 为什么“大同社会”和“理想国”并不理想？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是怎么回事？
 如何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有什么好处？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适用于中国与世界 第七章 我们该以什么态度研究中国问题 中国改革不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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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分“好坏” 中国改革的阻力与动力有哪些？
 2030年中国创造人类福祉的奇迹 研究中国要用“大经济观” 研究中国如何避免偏激 影响中国经济研
究的两股因素 当代中国应该“多谈些模式，少谈些价值” 美国“进步运动”如何改变美国 中国学者
需重拾墨家情怀 附录 后记：时代需要经济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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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钱多的”与“不安的”虽然都是中国人，但根本不是一群中国人。
“钱多的”是有钱人， “不安的”是穷人，他们虽然都是中国人，但是生活处境有着天壤之别。
真正有钱的人，其实根本就不用买什么保险，李嘉诚、巴菲特根本不用担心养老问题，真正需要买保
险的反而是没钱的人。
 文明国家解决民众不安，主要靠建立福利社会，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而绝对不是发展商
业保险。
比如，北欧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新加坡为百姓提供住房，这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而
不是让民众自己去买保险。
 打倒“孔家店”的不是金融，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日益细化的劳动分工。
幼儿园剥夺了爷爷奶奶们含饴弄孙的乐趣，物业服务公司让人们省去了亲自打扫院落的劳累，这些都
是需要付费的，这是现代工业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必然结果。
当然，金融确实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但相对于工业革命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要小得多。
让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模式的变化。
“孔家店”是农业社会、家族社会的产物，进人工业社会之后，不打自倒。
如果都归功到金融上是非常可笑的。
现代人能买养老保险，古代没有养老保险的情况下，只要你有钱，也照样不愁养老。
 金融的运用也是有副作用的，那就是加大社会成本。
传统互助型社会是一种低成本的生活模式，而用金融代替后必然导致生活成本上升，因为金融服务不
是免费的午餐。
以买房为例，按揭这种方式确实给人们买房带来了一定的便利，但是也使得我们将巨额利息给了银行
。
传统社会，一家有事大家帮，可以让生活成本变得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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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后记：时代需要经济学精神    经济在汉语中是“经世济民”、“经邦济世”的意思，是一门高尚的学
问，在西方经济学中，悲天悯人也是经济学家的基本精神，甚至大经济学家马歇尔把经济学视作“精
明的科学和热爱人民相结合的一种职业”，可见经济学精神在东西方是相通的。
    的确，现实中经济学家们也总是承担着这样的责任。
那些经济学大师们总是一些强烈关注他们那个时代重大政策的人，他们研究经济运行的目的就是提供
较好的经济政策。
    而笔者写这本书，一方面是要重新唤起中国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精神，另一方面也是要解决现实问题
，那就是现在人类社会虽然存在着“福利超载”，但是“去福利化”绝对解决不了福利超载的问题，
反而是经济危机的根源。
福利超载是现代化发展的结果，倒退不是人类的出路，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只能用更加现代化的
方法来解决。
    其实，经济越好时，人们就表现得越有爱心；经济越困难时，人们表现得越自私自利，这也是中国
民间出现反福利声音的原因所在。
但这并非真正的民意，而是哈佛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所描述的“经济困难时的自私”状态。
中国如果真正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也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应该总是盲目煽动民众的非理性恐惧，而是要为全社会创新出一
种能够共生、共赢的经济社会发展之路。
笔者提出世界模式3．0其意旨也就是在这里。
    如果硬说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的话，那一切风险都可以归结为“生存风险”，而在生存风险中，生
存成本升高所导致的风险又是最主要的。
因此，人类必须建立低生存成本社会，来解决福利超载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是历史
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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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陈思进    加拿大皇家银行顾问央视顾问    本轮百年不遇的欧美危机充分暴露了当下世界模式的不可持
续性，全球都在探讨新的模式。
特别向大家郑重推荐《世界如此危机》中提到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
    刘植荣    前世界银行项目顾问经济学家    三百年来，产生了多个经济学流派，大都非黑即白，互相
对立，很难说哪个流派符合社会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本书以全新的视角剖析了经济学上广为争论的问题，大胆提出了新的经济模式，令人耳目一新，发人
深思。
    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家    代表西方资本主义的两大发展模式目前都出现了严重危机
，世界开始茫然，除了市场驱动和政府驱动的模式，这个世界还有没有第三模式？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那就是“社会自治”。
“低成本社会”正暗合了这一历史发展逻辑的合理内核。
中国正步入一个大变革时期，不仅需要经济的全面转型，更需要社会的全面转型。
如何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手段配置资源，推动改革意义深远，相信《世界如此危机》给我们会带来一
些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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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如此危机》是首部由中国人写作的，世界级水准的大主题著作，最有水平的解读，最需要知道
的知识，最能解决问题的主张；最牛学者解读，分析世界各国模式成败，美国、德国、北欧、英国、
日本、新加坡、多种模式，同台打擂，最具视野，超级过瘾，探索中国改革路径、为中国圆梦助力，
最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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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加拿大皇家银行顾问央视顾问 ——陈思进 本轮百年不遇的欧美危机充分暴露了当下世界模式的不可
持续性，全球都在探讨新的模式。
特别向大家郑重推荐《世界如此危机》中提到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
 ——刘植荣 前世界银行项目顾问经济学家 三百年来，产生了多个经济学流派，大都非黑即白，互相
对立，很难说哪个流派符合社会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本书以全新的视角剖析了经济学上广为争论的问题，大胆提出了新的经济模式，令人耳目一新，发人
深思。
 ——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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