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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译者序提出“不依赖增长的治理”这个话题，如同《皇帝的新装》故事所寓意的，耐人回味。
依赖经济增长的治理，一定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达内到极限，这一点已经广为人知。
正如皇帝的新装，在可见的变化穷尽之后，自欺欺人成为堂而皇之的选择。
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从信用经济到信用衍生产品，我们的增长已经越来越脱离自我生存的本质，
一件件虚幻的增长外衣正在使人类忘却发展经济的本意，是的，是本意，而不是本能。
1776年是一个有意思的年份，不论是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出版、经詹姆斯
·瓦特改良的博尔登–瓦特蒸汽机在波罗姆菲尔德煤矿首次向公众展示其工作状态，还是“美利坚合
众国”在《独立宣言》下建国，都让很多学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起步于此时。
距今236年的历史，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科技迅猛发展、文明快速进步的过程，经济增长逐步成为人
类社会的主旋律。
然而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人类由追求欲望逐步变得贪婪，进而忘了最初的追求和使命。
当下，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越发紧张，大自然对人类贪婪的对抗，就是本书作者的一个注脚。
如此依赖经济增长的背后，希望继续“美好”生活下去的根深蒂固的欲望，以及尚未找到变“增长依
赖”为“目标平衡”的治理模式（借用经济学的术语，用增长的方式来解决生存幸福和生存信念的边
际效益迅速下降），恐怕才是困扰我们转变的主要信念障碍和系统手段缺失。
时间来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中国经济的转型
等等，让这个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问题。
在经济问题主导的背后，世界政治格局变得越发复杂，环境污染事件层出不穷，科技的发展不断挑战
道德伦理的底线，经济诉求与人文精神变得格格不入，多元化目标下的种种诉求变得更加难以系统融
合。
236年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仅仅是沧海一粟，那么在优越的物质生活下，是否经济一旦停滞，人类的灾
难就要开始了？
长期致力于将经济增长作为首要政策目标，那么资源与环境还能支撑经济走多久？
人类社会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不懈追求，是否到了要作出调整的时候？
人类所不懈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本源命题，是否已经变成了一个传说？
正如本书作者开篇所言，经济是一个处在其赖以生存的生物圈中的开放系统，只是这个系统已经变得
非常复杂了，需要把诸多目标系统有机地整合，才能让经济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发展。
这看起来是一个老话题，但是作者给出了新的视角和认识方式。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作者试着回答了经济增长是如何变成人类的首要目标的，指出信息、资源、环境
与经济的相互作用机制，通过关注长期以来经济增长对于帮助各国实现其他重要目标所起到的效果，
来剖析经济发展与充分就业、减少贫困、保护环境的关系，以及如果不依赖于增长，能否做到和以前
一样，甚至更好。
作者提出了富裕国家应当最先开始推行不依赖增长的治理的三大理由，以及加拿大的成果、做法和政
策思考。
（富裕国家的人均资源占有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难以比拟的，这也会成为本书被众多经济流派
攻讦的把柄。
）无疑，本书是在向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乃至人类的基本价值认知发起的理性挑战，
主要思想可能注定在当期社会难以为人理解和接受，只是期盼被接受的时间不是人类走投无路的时候
罢了。
和作者从小被灌输了经济增长的价值观一样，当今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旅程已经持续了30余年，
进入壮年时期的中国，经济还能继续高速增长30年吗？
当下的中国没有西方发达国家富裕，还有很多贫困人口，还有13亿人口需要养活⋯⋯上述每一个问题
都促使我们将经济增长作为重中之重来看待，不依赖增长的治理看起来离我们很遥远。
然而，中国凭借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以及不均衡的资源和发展水平，成为最能体现当今地球上
人类以国家为单位构成的复杂系统特点的独立系统，因为中国是单一国家，却又足够复杂，活脱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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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球村的缩影。
不依赖经济增长和不需要经济是有巨大差别的，我们认为，需要前瞻性地预见经济自身的问题，提前
逐步有机地优化我们所处的系统环境，以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本源命题不再是一个基于道德的梦想
，而是一个现实的命题。
2006年加拿大的人口是3 260万，每平方千米3.5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
加拿大也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约有80%的居民生活在城市中，2/3的加拿大人生活在加美边境100
千米以内，再有就是约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4个城市里。
依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OECD）提供的数据来看，欧洲、美洲都是如此
，亚洲也类似。
城市是整个人类所发明的最为复杂的系统，是整个经济增长载体的核心、人类居住的核心、人类文明
的核心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核心。
如果不能透彻地剖析城市的起源与发展、城市自身的运行机制，以及如何让城市系统与自然社会和谐
相处，上述不依赖增长的治理目标将难以实现，这可能就是不依赖增长难题的答案之所在吧。
当然，要想改变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仅靠这一本书还不够，需要认同本书理念的人一道去影响更多
的人，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本源诉求。
我们相信在真正的高潮来临之前，实践的探索和理论的分析需要同步进行，很多被误读的学说和观点
终能真正回归。
就如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世人更多地记住了《国富论》中“人是利己”的观
点，但忘记了《道德情操论》中“利他”的观点，只有坚守“利他”的信念，“利己”的价值才能有
效发挥，亚当·斯密的学说才不会被误读。
祝愿本书作者所倡导的观念能够在加拿大率先与实践衔接，为我们开启一个良好的例证。
序　言对于身处平常时期的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一生中从未对自身乃至整个世界的状况作过任何整
体性的思考或评判。
—伯特兰·罗素，1918一次庆祝活动中，我的父母有了我，9个月后我出生在英国伦45年9月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人们以各种方式进行庆祝。
在敦北郊的一个犹太中产家庭。
我正好赶上“婴儿潮”的高峰期。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这一代的人口比重与社会结构极不相称。
我童年时代的冒险乐园是一座废弃的谷仓，由于无人管理，谷仓渐渐长满了杂草；另外还有当地一片
废墟，后来在原地上建起了伍尔沃思商店。
我先后就读于一所私立幼儿园、当地的一所小学和一所颇有名气的男子文法学校，之后进入伯明翰大
学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
之所以叙述这些早年生活的细节，不是因为它们特别有意思，而是你能从这些细节中了解我在战后英
国的成长过程中所获得的价值观。
这是典型的不依赖增长的治理中产阶层价值观：强调家庭、教育和努力工作的重要性，大体上将成功
等同于稳定的工资收入和充足的生活物资。
要想跨越自身的价值体系并加以反思，不至于说不可能，也绝非易事，而这就是我在本书中试图要做
的。
我也邀请你一同为此努力。
我所要质疑的主要价值观，乃是富裕国家普遍将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
有时经济增长会披上“竞争力”、“自由贸易”及“产能”等外衣，但是究其本质，仍是为经济增长
服务。
所有其他政策也都是从“经济增长”这一目标出发的：环境政策不得阻碍增长，如果确能刺激增长，
则在可能的情况下予以倡导。
这么看来，绿色经济将比褐色经济  的规模更大；教育政策必须确保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在“新经济
”环境下工作；交通政策应该促进商品快速流通；移民政策应该吸引教育程度最高和最富有的人群，
以满足经济不断增长的需要；支持文艺事业则是基于电影、戏剧、电视和艺术节对于经济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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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是根据各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衡量的。
经济增长支持多种彼此之间未必兼容的目标，如利润最大化、提升股东收益、增加销售额和市场份额
、提高工资以及促进消费等。
在以上各项中，我并没有提到幸福感，虽然人们通常认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因此
我假设经济增长也能带来幸福感。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通过实证研究来考察这种假设能否成立。
同样，我也没有提到自由、公正、平等、生活质量、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论”以及阿玛蒂亚·森与玛
莎·努斯鲍姆的“可行性能力”等。
部分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即使不能确保这些因素，至少也能起到促进作用。
当然，我也没有提到静谧安详的灵修生活。
我最感兴趣也是本书主要讲述的，是长期致力于将经济增长作为首要政策目标的理由，以及包括我的
第一故乡英国、第二故乡加拿大在内的一些国家是否有能力、是否应当推行一种不以增长为目标的管
理模式。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转而将零增长作为首要政策目标。
确切地说，我们根本无须考虑将增长作为目标，也不应将其视为与社会福祉关系更明确、更实际的具
体目标的附属品。
政策问题会贯穿全书，但你得耐着性子一直读到最后几章，我才会将“不依赖增长的治理”的部分政
策内涵加以汇总。
当然，如果你等不及，也可直接跳到全书末尾。
在第一章，我把经济定义为“一个处在其赖以生存的生物圈中的开放系统”。
接着在第二章，我讲述了经济增长是如何作为一项重大政策目标而出现并延续的，尽管其光芒或许被
“可持续发展”这一新兴词语所掩盖。
在后续章节里，我分析了富裕国家应当开始推行不依赖增长的治理的三大理由。
完成基础工作后，我以加拿大为例，继续深入探究在经济零增长或低增长情况下，就业、脱贫、环保
及稳健财政等方面能取得怎样的成果。
本书结尾部分，则是我对不依赖增长的治理相关政策的思考。
纵览全书，我使用了一些颇为简单的仿真模型来帮助分析。
这些模型对于一些问题的研究非常有用，比如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处理石油峰值问题，以及当地位
需求而非实用需求成为主要的消费动机时将发生什么。
另外，我也用到了一个费劲耗时但仍算简单的加拿大经济模型，以期进一步研究不依赖增长的治理的
可能性。
所有这些模型都可在网上找到（网址为www.pvictor.com），方便你使用并自行探究“不依赖增长的治
理”这一课题。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从小被灌输了经济增长的种种优点，你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还须摒弃对这一当代
社会基本价值观的信仰。
这是使此次读书之旅效益最大化的最佳方式。
当然，要想改变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仅靠这一本书还不够，但请听我一言。
我只希望你能考虑考虑不依赖增长的治理模式。
如果今后富裕国家有足够多的人相信，不依赖增长的治理即使不是唯一的方法也是最佳的途径，那时
真正的高潮才会来临。
到那时，我们将有不少实际工作需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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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两个世纪以来，经济增长被广泛认为是治疗现代社会各种主要经济疾病的灵丹妙药，包括贫穷、失
业、污染、环境恶化等。
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之一的GDP也越来越多地被人提及。
我们不仅认为经济增长有好处，而且几乎认为是必需的——增长提升了亿万人民的生活水平，增长为
解决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问题提供了资金来源，然而，经济增长果真越快越好吗？
换言之，GDP果真越高越好吗？
对一些强调经济增长的国家而言，将经济高速发展作为首要选择能给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吗？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增长无法成为全世界长远选择的未来。

　　
《不依赖增长的治理：探寻发展的另外一种可能》的作者援引加拿大、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为案例，
论证了经济增长并不是一剂良药，只是一种迎合重要的社会、经济以及环境目标的笨拙方式——经济
增长并没有消除失业与贫穷，收入与财富的分配更加不均等，经济增长加剧了环境问题，也令资源枯
竭、气候变迁的危险迫在眉睫。

　　
那么，除了经济增长，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么？
我们能否在全无经济增长或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下经营下去？
我们能否在增长的过程中调整结构，能否在不放弃以消除本国失业与贫困、改善民生、舒缓GDP与环
境以及公平正义等社会冲突和矛盾为目标的前提下，同时为世界环境做出重大贡献？
在这一系列尖锐问题面前，在当前社会发展的大格局之下，如何“稳中求进”，如何用一种新的视角
审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正是《不依赖增长的治理：探寻发展的另外一种可能》这本书
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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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不依赖增长的治理>>

书籍目录

译者序
前言与鸣谢
序 言
第一章 经济增长理念
第二章 为何要推行不依赖增长的治理
第三章 系统、信息和价格
第四章 增长的限制因素—资源
第五章 增长的限制因素—滤池和服务
第六章 增长的限制因素—生态合成
第七章 规模、组成和技术
第八章 经济增长与幸福感
第九章 令人失望的经济增长
第十章 加拿大不依赖增长的治理：探索其可能性
第十一章 不依赖增长的治理政策
参考文献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不依赖增长的治理>>

编辑推荐

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GDP增长不等于我们就幸福了。
《新周刊》上有一句话这么说：“我们没法想象没有经济增长的生活，如果经济停止增长，整个社会
体系就会崩溃。
我们也知道这种依赖于经济增长的体系是不可以持续的，但我们不知道如何解决现状。
”即使存在对未知的恐惧，我们也要思考以下的问题：· 1.长期致力于将经济增长作为首要政策目标
，资源与环境还能支撑经济走多久？
· 2.人类社会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不懈追求，是否到了要有所调整的时候了？
· 3.人类所不懈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本源命题，是否已经变成一个传说了？
· 4.当今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旅程，已经持续了30余年，进入壮年时期后的中国，经济还能继续
高速增长30年吗？
《不依赖增长的治理：探寻发展的另外一种可能》还原了经济增长的真相，重新审视经济增长与社会
发展的关系，探寻发展的另外一种可能。
只要开始考虑问题并勇敢面对，一切都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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