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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这本集子收集了自《经济学精神》出版后五六年以来，我的一部分随笔、文论等非专业
的文章。
因我既不写报刊约稿，也不作专栏，写作数量应不很多。
不过因特网的出现促进了我一下。
因《中评网》的缘故，我似乎有了为它写作的义务，所以才多了一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评论。
　　网络时代也带来了一些麻烦，即我无法按传统的办法注明这些文章的&ldquo;出处&rdquo;。
我的大多短文都是在《中评网》首发，但这个社会似乎还没有承认网站可以是文章正式发表的出处。
文章一旦在网站上发表，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报刊的转载就很难记住。
因此在本书中，我一般只注明文章的大致写作时间，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第一部分&ldquo;怎样激发心灵&rdquo;是一组有计划写作的短文，主题是对网络时代或曰&ldquo;
新经济&rdquo;的思考或回应。
可惜写作兴致和新经济的好日子一样，都不太长。
还有一些很好的题目，也许要等到网络经济的下一次崛起。
当然，这些文章几乎都首发《中评网》。
有一些在诸如《中国证券报》、《IT经理世界》等报刊上发表过。
　　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都是对经济事件的评论。
只不过前者侧重于产业和企业层次，后者侧重于宏观。
除了两篇较长的文章，《海尔与格兰仕》和《宏观变量和微观气象》是为《商界》所写，其他文章大
多首发《中评网》，并分别在《经济观察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商界》和《中国证券报
》等报刊登载过。
　　第四部分&ldquo;医治制度之疾&rdquo;主要是对社会事件的评论。
前面说过，这应归功于《中评网》。
尽管没有约束，《中评网》同仁们的约稿还是有压力的。
不过现在看来，这种压力还是有好处的。
它至少改变了&ldquo;经济学家不关心社会及弱势群体&rdquo;的印象。
与《中评网》组织的社会评论一起，使得天则所除了所谓&ldquo;经济自由主义&rdquo;的主张外，还
表明了它对&ldquo;弱势群体&rdquo;的关注。
当然所有这些社会评论都多少有一些制度经济学的色彩，它们更多地获得了如《中国青年报》、《经
济观察报》和《中国改革》及其内刊的倾心。
　　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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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汇集了作者盛洪近几年来所写的一系列经济学随笔，《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
》共分五大部分：怎样激发心灵，天听自我民听，宏观量与微观气象，医治制度之疾，为天地立心。
文章多涉及现实中国的经济问题，及至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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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盛洪，1954年12月生于北京，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6年和1990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相继获得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任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盛洪更侧重于制度的结构、起源和变迁的研究，文明的冲突、融合与整合
问题的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他组织翻译了罗纳德·科斯教授的论文集《论生产的制度结构》。
他的专著《分工与交易》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尝试之一；他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
济学》和论著《寻求改革的稳定形式》代表了这一领域的领先水平：他的随笔集《经济学精神》透露
了他普及经济学的努力和对文化与道德问题的关注：他的文集《为万世开太平》、对话集《旧邦新命
》和《以善致善》则交织着理性主义的冷静思考和关注天下未来的文化激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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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怎样激发心灵？

 我们正处在一个战略性转折的历史关头吗？

 人手的分工与人脑的分工
 知识的光芒
 宽容为什么有力量？

 是什么使人变成巨人？

 怎样激发心灵？

 英特尔的成功与运行中的机构
 主流意识形态与互联网管制
 谁来许可“许可制度”？

二 天听自我民昕
 重演联通故事
 功夫在诗外
 天听自我民听
 骰子与效率
 让价格弹性和规模经济起作用
 评价创造性
 海尔和格兰仕：经典模式之比较
 理解公司制度
三 宏观变量与微观气象
 做大乘数
 中国经济可望回升
 WTO效应：未来对现在的影响
 我们怎样赢得WTO带来的竞争？

 一年之计在于春
 公平的宏观结果
 既持续扩张，又兼顾公平
 宏观变量与微观气象
 恐怖的经济影响
 6000万对13亿
 论特殊的货币政策
 开拓市场经济的“边疆”
四 医治制度之疾
 该到了为“盲流”一词羞愧的时候了
 不公正不仅会杀人，还会杀社会
 不成文的合约
 在制服和公车符号的背后
 怎样保护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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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陵程序
 医治制度之疾
 修宪的意义
 让宪法起作用
 最沉重的负担
 女为查己者容
 走向流动社会
 只有自律，才能自由
 走向超越功利的社会
 让信用成为政府的政绩纪念碑
 平等与平均数
 都江堰：一个凝固的制度
 让农民自己代表自己
 学会道歉
 高考制度与“二十一点儿”规则
五 为天地立心
 交易的含义
 能避免下一次吗？

 “读书声”与“天下事”
 从超越生死到道德教化
 为天地立心
 英国的“自由贸易”：一个划时代的谎言
 读激发想象力的书
 最好的纪念
 隔次报复
六 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
 不要将学术讨论意识形态化
 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
 《产经通讯》卷首语
 《天下论丛》总序
 现代化就是现代人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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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手的分工与人脑的分工　　人手的分工与人脑的分工　　享利&middot;福特可谓是工业化时代
的伟人。
说他是伟人，是因为他深谙工业化的秘诀。
T型车的设计是标准化思想的充分体现，大众汽车的构想通过推动大规模消费实现大规模生产，而生
产流水线的创造则将分工与专业化的好处推向了极致。
传说享利&middot;福特处处都想推行他的生产方式，以至他曾设想用流水线的方式写文章，但最终不
得不承认，&ldquo;生产&rdquo;文章的最小单位，是一个人写一篇文章。
　　老福特不可能超越他的时代。
较之传统社会，工业化时代的劳动分工有了长足的发展。
所谓劳动分工，也就是体力的分工。
较形象地说，就是人手之间的分工。
分工的好处，经济学家一开始就注意到了。
亚当&middot;斯密在《国富论》开篇中说道，&ldquo;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
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rdquo;。
由于市场的扩大和分工的发展，终于出现了像福特流水线这样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即工业化时代的典
型生产方式。
仔细想想，所谓大规模生产的特点，就是大批量复制智力的成果。
比如汽车生产，就是复制某一汽车设计方案。
只不过这一复制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先要按照设计图纸生产出成千上万种零部件，然后将零部件组装成整车。
整个生产过程是一组非常庞大的劳动分工。
因此可以说，在工业化时代，存在着人手与人脑之间的分工。
只是由于人脑的产品必须以人手的产品为形式，才能受到市场的承认，如同汽车设计是与汽车一起卖
给消费者的，所以人脑与人手之间，尤其是人脑之间的分工，往往采取企业内分工的形式；知识产品
必须附着于物质产品才能获取市场的回报。
　　然而就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了另一种产品形式，如报纸或电影等媒体产品，也采取了与汽车
制造类似的形式，却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复制过程相对简单，这就逐渐突显了智力工作的重要性。
再后来，电视的出现，导致了电视节目的生产与电视接收机的生产的分工；而计算机的问世，更提出
了软件和硬件的概念。
直到因特网的出现，信息交流和传播成本的急剧下降，最后使知识的产品从物质形态中完全独立了出
来。
当人们称今天的经济是知识经济的时候，并不是说唯有这个经济是依赖于知识的，因为人类经济史一
直与知识的积累和创新联系在一起的，而是说，在如今的经济中，知识产品终于大量地采取了独立的
形态。
　　一旦知识产品独立于物质产品，生产两者的过程也就能够实现社会分工；同时一种知识产品也就
能独立于另一种知识产品，从而进一步促进知识生产本身的分工。
因此相对于工业化时代的人手的分工，知识经济时代的特点，就是人脑之间的分工。
应该说，人脑的分工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正如人手的分工也不是工业化时代才有的一样，但我们可以
预见，人脑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将会出现革命性的进展。
一方面，有关知识的生产将会更为专业化。
这不仅因为通过因特网，某一更窄领域的知识会获取更大的&ldquo;市场&rdquo;，使得进行如此专业
化的人能够获得足够的经济回报。
例如在英国对莎士比亚鼻子感兴趣的人不足以支持一个这方面的专家，但通过因特网，全世界的莎士
比亚鼻子迷将使这个专家安身立命。
而且因特网上强大的搜索功能，将会极大地降低成为一个专家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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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单纯从技术角度看，专家的部分工作，就是搜集和积累资料。
另一方面，又可能出现对知识的新的综合。
由于做一个专家的成本降低了，就更有可能集大成；又由于因特网为我们展现了几乎是无限的维度（
正如www的汉译&ldquo;万维网&rdquo;所表示的那样），所以就有可能将过去不曾交叉过的维度综合
起来，形成前所未有的知识新综合。
其结果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
关键是，谁是信息化时代的福特呢？
　　写于2000年3月21日　　知识的光芒　　知识的光芒　　在我国小学课本中有一段关于韩愈上学时
的故事，讲的是老师让学生们用一个铜板买来一种可以装满屋子的东西。
我们知道，这即使在物价最便宜的时候也难做到。
然而韩愈买来的是一枝蜡烛，当他点亮蜡烛时，光芒充满了整个屋子。
后来韩愈成为当时最为博学的人之一。
这更使得蜡烛的故事寓意深刻。
　　看来知识有某种与蜡烛的光芒相类似的性质。
蜡烛可以照亮他人，知识也可以照亮他人。
蜡烛驱散的是物理上的黑暗，而知识驱散的是人们心智上的黑暗。
无论多么便宜，制造一支蜡烛也要花费劳动，获得知识也要付出成本。
不仅要细心钻研，还经常要&ldquo;吃一堑&rdquo;，才能&ldquo;长一智&rdquo;，并且往往要耐心等待
。
如果以个人为单位，在知识的道路上前进的速度是缓慢的。
然而有幸的是，人类不仅天生具有其他动物不可比拟的沟通能力，而且借助于技术发展出了越来越有
效率的通讯手段，每个个人就不见得要为他获得的知识付出直接的成本。
当一个人付出个人的代价获得某种知识后，可以通过言传身授，也可以凭借著书立说，将知识传播给
其他人。
对于这些人来说，除了要听课和读书以外，获得知识几乎是免费的。
他们就像没有蜡烛、但仍&ldquo;被照亮&rdquo;的人一样。
其实人类作为一个群体、一个社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人们在不同的领域中探索着，把自己获得的知识告诉他人，也分享着他人创造的知识。
就像茫茫黑夜中，有许多人手持蜡烛照亮着彼此前进的道路。
我们因此也可以推断，那些在传播技术上有所突破的人群，会在发展上走在前面；正如造纸技术和活
版印刷术给它们的故乡带来了千年以上的领先和繁荣一样。
当然在创造知识方面，并不是所有人都具有同等的能力。
其实如果在这个方面上帝不够公平，也许是人类社会的大幸。
因为如果知识可以几乎免费地传播，存在着一些才智超常的人，也许会为整个人类社会带来更多的知
识增量。
　　知识的这种性质使它具有很强的公共物品性质，然而在知识的供给上又主要是以个人和机构为单
位。
在知识的获得和积累只是其他活动的副产品、并且不经常发生的时候，知识的个人供给和它的公共性
质并没有太多冲突，一旦将知识的&ldquo;生产&rdquo;独立出来，成为一种社会分工，创造知识的人
就要有他们独特的利益。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保证这些人利益的制度，这个社会就会因知识供给的贫乏而受到抑制。
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市场制度可以满足供给的激励和低费用的享用这双重目标。
因为尽管知识的创新可能耗费很大成本，但某一特定知识的公用性越强，说明享用这一知识的&ldquo;
消费者&rdquo;越多，从而可以使知识的&ldquo;生产&rdquo;获得规模经济，即由于消费者很多，平摊
到每一个知识&ldquo;复制品&rdquo;上的成本会变得很低，从而达到以较低成本分享知识的目的。
然而市场制度并不能满足所有的情况。
比如有些知识的享有是人的基本权利，如我国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所涵盖的知识，不能因为某些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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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就拒绝&ldquo;销售&rdquo;给他们。
还有一个原因是交易费用问题，即尽管知识&ldquo;复制品&rdquo;的平均成本已经很低，但由于知识
的传播不应受到地理的和其他方面的限制，如果强调市场规则，为履行交易义务的成本就可能很高，
以至妨碍了知识的传播。
再有就是知识的易复制的特性。
由于可复制，有关知识的分享或交易就与实质物品很不相同。
知识的供给者或&ldquo;知识产权的拥有者&rdquo;并不会因将知识传播给另一个人而失去知识，从而
将知识&ldquo;卖&rdquo;给他人的&ldquo;损失&rdquo;不像实质物品那样大。
由于易复制，又使得保护知识产权私有的成本相当高昂。
　　因此，实际上，在近代以前人类社会有关知识的制度，一般是将知识视为公共物品的；即使近代
以来强调知识产权，也应注意，实际上是与将知识视为公共物品的制度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的。
例如在美国这个高度重视知识产权的国家，大学就是一种提供公共知识的制度。
它由政府和民间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并且无偿地公开它的研究成果。
即使有某些收入，如出售书籍的进款，也远不能补偿其成本。
如果大学将使用公共资源而发现的知识隐藏起来，并用于商业目的，则要遭到公众的谴责。
这样一种制度保证了知识免费地、至少是低成本地传播，这也是美国科学发达的重要原因。
同时它与知识产权制度并行不悖。
一些较为专业的、技术性的知识，由于不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则可以由人们拥有产权并用于商业目的
。
值得注意的，倒是这两种知识的边界。
近年来由于许多基础研究（如生物技术的研究）越来越多地蕴含了商业机会，以至再坚持这些知识的
公共性就会使企业没有动力进行商业开发，美国国会于1980年通过了贝耶-多尔法令，允许大学部分拥
有利用政府基金获得的研究成果的专利权。
这种调整说明了知识公共性与知识产权制度之间存在着动态的均衡，也告诉我们政府应根据社会发展
的大势推动制度结构的演变。
人们对这两者之间微妙关系的态度，也许可以用中国民间的客气话&ldquo;借光&rdquo;来比喻。
一个手持蜡烛的人自然不应介意照亮别人，因为他没有什么损失；但被照亮者仍然要承认蜡烛是这个
人的，光从他处来，因此仍然要&ldquo;借&rdquo;。
　　写于2000年7月10日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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