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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将人放在重要位置的经济学论述，一本直指心灵、抱持希望，并对未来彻悟的书。
出版以来不但是畅销书，而且是世界经济学最具启发性和颠覆性的论述，其二十年前的论点，在今日
看来仍切中时弊，历久弥新。
在作者眼中，西方世界引以为傲的经济结构，不外乎个人追求利润及进步，从而使人日益专业化，使
机构成为庞然大物，带来经济的无效率、环境的污染、非人性的工作环境。
　　作者因提倡中间技术，以小巧的工作单元及善用当地人力与资源的地区性工作场所等基础观念，
为经济学带来全新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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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F.舒马赫（1911-1977），知名的经济学者和企业家，曾与凯恩斯和J.K.加尔布雷思共事。
他出任过英国驻德管制委员会的经济顾问，在1950至1970年间担任英国国家煤炭局的局长，也是适用
于发展中国家的中间技术概念的原创者，曾担任斯科特·巴德公司的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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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除非我们刻意而坚决地将重点由物品转到人身上，否则发展的第二个十 年的结果不会比第一个十
年好。
真的，如果不作改变，援助的结果只会造成 越来越大的破坏。
 当我们淡到推动发展的时候，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人还是商品?如果是 人，那么是哪些特定的人?他
们是谁?他们在哪里?为什么他们需要帮助?如果 他们没有帮助就上不了路，那么，他们真正需要的又足
哪一类帮助?我们又 怎样和他们沟通?如果关心的足人，就会有数不尽的这类问题。
而在另一方 面，商品就没有这么多问题了。
特别是在汁量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研究它们 的时候，商品甚至不可以再一一辨认，而成了国民生产总
值、进口、出口、 储蓄、投资、基础没施等。
由这些抽象的东西可以建起令人印象深刻的模型 ，而这些(经济)模型也很少有容纳真正的人的空间。
当然了，“人口”会把 他们包括进来，不过也只是把他们当作一个被除数，在除数(也就是可供使 用
的货品数量)决定后再派上用场而已。
于是模型会显示，发展(也就是被除 数的增长)在除数增长的情况下，会停滞或倒退。
 和商品打交道要比和人打交道容易多了——至少因为商物没有它们自己 的想法，也不会有沟通上的
问题。
当重点放在人身上的时候，沟通问题反而 更为重要。
谁会是施以援手的人，谁又是受援助的人?施以援手的人一般而 言会是有钱、受过教育(多少从专业意
义来说)、住在城里的人。
最需要帮助 的人则是贫穷、没受教育、住在乡下的人。
这就表示有三道鸿沟将两者分开 ：富与穷的鸿沟、受过教育与未受教育的鸿沟、城里人跟乡下人的鸿
沟，这 也包含了工业与农业的鸿沟。
发展的援助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为这三个鸿沟 搭桥。
这可得需要大量的创意、研究和爱心。
适合于相对而言较富裕、教育 程度较高的城市人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思想与价值体系的，便不可
能适 合于穷苦、半文盲的农民。
穷庄稼汉不可能摇身一变，就拥有高雅的城里人 的外观和习性。
如果人们不能适应这些方式，这些方式就得转过来适应人。
 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
 不仅如此，富人社会里还有许多现象本身不但问题重重，而且也不适合 穷人社会。
穷人如果成功地适应了这些现象，反而是毁灭的开始。
如果变动 的本质会造成上一代再没有什么可以教导下一代，而下一代也再也没有什么 可从上一代承
袭的，那么家庭生活就会崩溃。
所有社会的生活、工作与快乐 都有赖于若干无比珍贵而又极度脆弱的“心理结构”。
社会凝聚力、彼此合 作、互相尊重、最重要的自信、面对逆境时的勇气，以及吃苦的能力——所 有
这些以及其他更多的事物——一旦这个“心理结构”受到重创就会土崩瓦 解、烟消云散。
一个人如果自认为无用就完了。
没有任何的经济增长能补偿 得了这样的损失——虽然这其实很可能是空话，因为通常这些因素会阻碍
经 济增长。
 我们的经济发展学家所研究的令人愉快的理论，并未发现这些可怕的问 题。
发展的第一个十年里所产生的失败现象，被归咎于分配的援助不够，或 是归因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或
人口中所潜藏的某些缺陷。
研究当前文献，就 会让我们认为，决定性的问题在于援助是双边性或多边性的，或是初级产品 贸易
条件的改善、贸易障碍的移除、私人投资的保障，或是有效的节育等才 是唯一真正关键的事情。
 我绝对不是在建议这些问题都不相干，但是这些问题似乎未能切中要害 。
而环绕着这些问题所做的无数讨论，几乎没有提出任何具有建设性的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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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问题的核心乃是世界上的贫困问题基本上是由于有两百万处村 庄，因此也就是有二十亿农
村人口这个事实。
解决方案不可能在贫穷国家的 都市里找到。
除非偏远地区的生活得以改善，否则世界的贫困问题不但无以 解决，而且必将越来越糟。
 我们如果继续根据数量，以及那些高度精简的名词——如国民生产总值 、投资、储蓄等等——来思
考发展问题的话，所有重要现象都无从理解。
这 些观念在探讨发达国家的时候有其用处，但对发展问题却是毫无意义(而且 它们在富裕国家的实际
发展过程中也不曾扮演任何角色)，援助只有当能帮 助受援国动员社会大众的劳动力量，并且在不“
节省”劳力使用的情形下提 升生产力时，这个援助才能算是成功的。
一般所称的成功评判标准，也就是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完全是误导，而且事实上一定会导致只能被
称为新殖 民主义的现象出现。
 我很不愿意用这个字眼，因为它声名狼藉，而且似乎暗示援助者有此意 图。
真的有此意图吗?我想应该是没有。
但这却让问题变得更大而不是更小 。
无意中发展出来的新殖民主义反而比有意追求的新殖民主义更难以对付。
 只适合(令人怀疑)于富裕社会的生产方式、消费标准、成功或失败的判定标 准、价值体系、行为方式
，一旦在贫穷国家建立起来，就会把贫穷国家钉死 在完全依赖富裕国家的情形上。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不断增加的负债。
这个现 象众所周知，而心存善念的人导出一个简单明白的结论，就是赠与比贷款好 ，而低利贷款又
比高利贷款好。
没错，但是日益增加的负债还不是最严重的 问题。
毕竟，当欠债的人还不起钱的时候，他干脆就不还了——这个风险是 贷款者必须经常记住的。
 P15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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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梁小民、潘石屹作序推荐，联合利华、汇丰集团等众多公司据为发展理念，20世纪风靡全球，广
被采纳的经济学公理，缩微化的全球化3.0时代，仍具无可替代的启发意义。
　　如果一本书出版三十多年之后还有人在不断地读，并从中获得启示，这本书一定是经典著作。
《小的是美好的》就是这样一本书。
　　——梁小民（著名经济学家）　　我现在怀着无比虔诚的心情把这本书推荐给那些乐于思考未来
的朋友们：无论明权的、无权的人；无论是穷人、富人；无论是年老、年轻的⋯⋯相信这本书会给每
个人以智慧的启发。
　　——潘石屹（SOHO）公司董事长兼联席总裁　　这本书代表了经济学家的逆向思考，省思如何
生活才是值得的与快乐的。
作者的示范肯定了一件事：杰出的经济学家在骨子里依然是一位人文学者。
　　——傅佩荣（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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