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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制度创新入手介绍“中国奇迹”中的重要内容——制度变迁，即从国有制为基础的中央计划经
济转变为基于多元产权制度的市场经济体制。
然而，回到80年代，世界上有几个经济学家会料到中国改革能够有这些成就？
谁又料到，中国共产党在保持执政稳定的前提下，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经济体制的自我“革命”？
诸多学者把中国改革的成功归功于“渐进主义”的改革战略；但是前苏东各国的改革也采用了渐进主
义，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
为什么渐进改革之路，在别处失败，而独在中国成功了？
这也许是政治经济学的世纪之谜，等待着你来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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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2.1 政治基础一个政府关心其政治基础问题，是因为它的存在没有得到它所属社会的法律程序或习俗
的认可。
军事力量可以让一个组织获得权力，但却无法给它政治基础；民众可能在表面上变得顺服，但在心里
抵制军事统治。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执政党从民主程序中获得政治基础，这些程序是全体公民同意并用来选举官员的
；也就是说，政府的政治基础问题预先已经解决了。
政党可以仍然是泛利的，但不是因为对政治基础的关心，而是从更多的选民那里获得选票。
正因为此，在一个选民的内在能力较低或信息很容易被操纵的社会里，政党给社会提供表现的动机可
能下降。
相反，在一个政治和社会制度没有给统治者提供一个预设的程序去获得政治基础的社会里，对政治基
础的关心反倒可能促使统治者给社会提供表现。
中国每个朝代的开国皇帝便是一个例子。
若从皇帝所代表的人数来看，他自然不具有相对于社会的泛利性。
一位新皇帝总是经由暴力推翻前一朝代的末代皇帝，进而登基的，然而，传统的儒家思想往往认为这
是篡权夺位，是不道德的。
也就是说，一个新朝代的政治基础在初期常常是被质疑的。
为了获取政治基础，开国皇帝以及或许随后的几位皇帝，都会努力为社会提供一些切实的利益，以获
取精英阶层和普通百姓的认可。
如此一来，这些皇帝拥有了相对于社会的泛利性，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何最初几位皇帝在位的时候总是
一个朝代的鼎盛时期。
当政治基础问题解决之后，皇帝的思想就会变得日益狭隘，耽溺于铺张和酒色之中，王朝逐渐衰落，
最终在一场大动荡之中被另一个新朝代所取代。
上述故事当然不意味着一个集权政府会因为寻找政治基础而自动变成泛利性的——毕竟，世界上存在
许多失败的威权国家。
要使一个集权政府成为一个泛利性政府，一个社会还必须具备其他条件。
这里想强调的是，不同的政治基础来源可能导致政府的不同表现。
一个民主政府的政治基础是基于程序产生的，我们称之为“基于程序的政治基础”；一个集权政府不
是经由一个预设的程序产生的，因此必须从表现——它能给民众带来的实际收益——获得政治基础，
我们称这样的政治基础为“基于表现的政治基础”。
在发展中国家中，一个观察是，很多实行民主的国家没有实现经济增长，而一些威权国家却实现了高
速经济增长。
这是摆在社会科学家面前的一个需要解释的难题。
3.2.2政治和经济联盟让我们以张宇燕和高程（2005）就近代中国的衰落和英国的同时崛起所提供的一
个有趣解释为例开始我们的讨论。
对于英国的崛起，广为人知的观点是由诺思及其合作者提出的（North and Thomas，1973；North
andWeingast，1989），他们认为，英国之所以成为工业化的先驱，是因为英国，尤其是在“光荣革命
”之后建立了一套为个人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
张宇燕和高程的见解不同。
他们的分析前提是，一个国家能否发展，有赖于占经济主导地位的阶层是否也拥有足够强的政治势力
，或者是否和占政治主导地位的阶层缔结联盟。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则政府实施的政策更有可能有利于占经济主导地位的阶层，而该阶层又是经济
增长的动力，所以经济更有可能得到发展。
这个理论有力地解释了古代中国和“光荣革命”后英国之间的反差。
首先，17世纪的英国革命是在国王和新兴商人阶层之间展开的，1688年的“光荣革命”限制了国王的
权力，同时增强了商人阶层控制下的议会和普通法法庭的权力，因而宣告了商人阶层的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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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商业迅速发展，由其衍生的配套制度均对商人阶层有利，包括价格革命、英格兰银行的建立、
商业银行的兴起，等等。
在中国，虽然官商勾结形成了一个垄断集团，但吊诡的是，这个集团不是稳定的，而且，商人在其中
也没有取得主导地位。
张宇燕和高程认为，这和中国缺乏贵族阶层有关。
在英国，商人有可能被授爵，且爵位可世袭，但相应的头衔在中国仅限于皇族。
商人取得政治权力最保险的途径，便是让他们的儿子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从而成为统治阶级的
一员。
由于取得进士——朝廷任命官职所需要的最低头衔——的机会很渺茫，许多富裕家庭的年轻人在科举
中浪费了他们的生命。
所谓“富不过三代”，不仅适用于纨绔子弟败坏家产的例子，也适用于读书子弟失败于科举的例子：
一些人孤注一掷地想要通过科举取得一官半职，却因此荒废了经营家族生意的能力。
张宇燕和高程指出，这对古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负面影响。
既然获得官职如此艰难，最终取得官职的人总是想通过压榨其他商人和农民来弥补之前的损失，腐败
因此便成了官场的游戏规则。
科举制度的优点在于促使古代中国成为世界上阶级流动性最高的社会，但其缺点在于造就了一批“流
寇”——由于他们的地位不能世袭，因此要在自己在位时大肆掠夺，而并不在乎国家的发展远景。
英国的贵族阶级在本质上也是腐败的，但他们更接近“坐寇”——他们的地位可以世袭，因此更可能
关心国家的未来，希望能从老百姓那里获取源源不断的税赋。
于是，相较于中国的皇族和官僚，英国的皇室和贵族具有更多关乎社会的泛利性，这可以部分解释近
代史上两个社会发展路径的分岔。
以上故事听上去合情合理，但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反例。
在近现代的世界历史上，我们更多的是发现政治和商业精英的联盟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停滞的例子。
在当代发展中国家，这种联盟更倾向于分利而不是国家的长远发展。
张宇燕和高程的故事中缺失的东西是如何能够排除精英联盟——不论它们代表多么先进的生产力——
利用其垄断地位轻松谋取垄断利益而不是靠增加投资来获得正常利益的可能性。
这里的关键可能不是政治精英是否和生产性阶层——在很多时候这本身就是一个界线模糊的阶层——
结成联盟，而是执政者能否采取相对于社会的中性态度。
我在下面的意义上使用“中性”这个词，即执政者不偏向社会中的任何阶层或集团。
对于这样的一个执政者而言，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最优选择是采纳有利于全社会的经济政策，因而他更
可能具有泛利性。
3.2.3信念第三个促成小型泛利性组织的因素是成员对社会所抱有的信念。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只是一小群人，他们既没有政治基础问题，也不代表某个阶级。
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宪法中写入恰当的条款，只是因为他们对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和繁荣的美国的
信念。
在每一个社会中，总有那么一群人，他们视国家的命运高于一切，甚至愿意为之牺牲生命。
倘若让这些人治理国家，他们会比其他人展现更多泛利性。
另外，有些文化更强调社会，而非个人；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中的组织更有可能具有泛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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