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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个奇迹 我的学术生涯潇洒终结
張五常
为高斯的芝大会议提供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是我在学术上的严谨论著中最后的作品了。
不会再写。
专栏文字还会继续一些日子吧。
不少旧文需要整理，三卷本的《经济解释》还要修改，但正规的学术文章──结构慎重、注脚详尽的
那种──我是不会再染指的了。
七十二岁，还有其它有趣的要做──书法也愈来愈有看头──以《中国的经济制度》终结学术生涯既
有意思，也很痛快。

多年来我担心思考能力走下坡自己不知道，写出令人尴尬的学术分析。
一些老了的朋友遇到这样的不幸。
就算自己得天独厚，跟大自然斗法是斗不过的。
《中国》一文是得意之作，向前看，这样水平的学术文章自己无法重复，再向前走，下坡必然，就此
终结，仰天大笑，不亦潇洒乎？

我的《佃农理论》发表于一九六八，《中国的经济制度》二○○八，刚好四十年。
加上《佃农》之前的创意争取，是四十三年。
史德拉曾经以出版日期算，从一个经济学者的第一件重要作品到最后重要的，依稀记得，最长不到三
十年。
我达四十，上苍网开一面，于愿足矣。

二十个月前，高斯要搞一个中国经济改革的研讨会议，问我意见。
我想，他九十六岁了，还能搞什么呢？
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他选的日子刚好是中国经改的三十周年。
我回信说:「如果你要搞，我可以提供一篇题为《中国的经济制度》的文章。
」以为他只是说说，会议多半开不成，文章不一定真的要写。
但我可不是信口开河。
当时我肯定地知道《中国的经济制度》会是一篇大文，之前没有尝试过那么重要的。
二○○四年底我大致上解通了中国经济制度的密码，知道这制度史无先例，写得深入全面此文的重要
性自成一家，但题材复杂，牵涉到的理论与事实非常广泛，还有很多细节要再作调查或复核，恐怕自
己不会有需要的魄力了。
说说无妨，建议无妨，但真的动笔是另一回事。

殊不知个多月后，高斯的助手传来一个暂定的会议程序表。
我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开场，给我两个小时，跟着是两个诺奖得主评论该文，加上其它人的讨论占
了整个上午，其它提供文章的是空白格子，要填上，每人仅得二十分钟。
高斯跟着来信，说要以我的开场文章引导整个研讨会议的发展。
一九九一在瑞典见过他，当时我的女儿刚进大学，今天已有两个懂得欺负我的孩子了。
难道高斯忘记了我早就是个老人家？
昔日他欣赏我的来去纵横的思想，还在吗？
他怎可以假设我还宝刀未老？

我逼着去信，说:「答应你的文章我会写，但不少被邀请的人会来自中国，费用不少，会议的经费怎样
，要我帮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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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信说不需要资助，他自己的基金足够。
我想，那应该主要是他的诺贝尔奖金，很感动。
跟着想，我欠他，中国也欠他，大家来日无多，他要搞，我就舍命陪君子吧。
于是给他信，说:「我答应你的文章将会是我平生最重要的作品！
」
是经过很长的调查与思考的时日了。
一九七九我开始跟进中国的发展，时疏时密，没有中断过。
八五年起深圳与北京的朋友给予很多方便，需要的资料有求必应。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发展愈来愈复杂，也很混乱，要到好些年后回顾，大手而又武断地简化，才得到
一个自己认为是可靠的大略，怎样取舍我要集中于制度的发展，不少话题要被拨开了。
我是一九九七才惊觉到中国经济制度的重点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史无先例。
当然，地区竞争某程度世界各地都有，但中国的是一种特别的生意竞争，外地没有出现过。

我要到二○○三年才肯定县是地区竞争的主角，这种竞争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竞争，为何如此不容易
解释。
复杂难明的问题多得很，而最后一个难关要到二○○四年底，深夜彷佛睡着时突然想到一九六六年读
到的马歇尔的一个注脚，才解通整体。
要是我没有从始就跟进中国的经改发展，没有亲自替家传的拋光蜡到国内找地方设厂，没有深入地研
究过佃农分成、公司性质、合约理论等，我不可能解通中国经济制度的密码。

解通是一回事，写出来是更头痛的另一回事了。
不打算写出来，因为认为要用一本书的篇幅才能处理，而自己老了，体力应付不了。
另一方面，我熟知高斯的固执品性:只要还健在，他说要做的一定会做，答应了他我是走投无路的。
以一篇文章处理，反复考虑多处删减，一篇长文的结构想出来了。

重要的困难是要有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来支撑着整篇文章。
为此，去年四月起我一连写了十一篇关于经济学的缺环，是基于跟进中国的发展多年的思维，补充了
自己早期的制度研究。
这十一篇发表后，再多想两个星期，把心一横，我决定放弃自己多年来用惯了的产权分析，转用以合
约约束竞争的角度，而交易费用则变为约束竞争的费用了。
有这样的需要，因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一连串的承包合约的组合──整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是一个庞大
的合约组织。
这个有一般性的理论是后来文章中的第三节，是原创，高斯喜爱，认为重要，建议我把该节起名为《
合约的一般概念》。
这是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没有人到过的层面了。

去年七月开始动笔。
知道要一气呵成，但年逾七十，短暂的记忆大不如前，是长文，思维的连贯性不可以写一阵停一阵。
于是决定不睡觉地一口气写了三个星期，减了五磅，写好了自己满意的初稿。
其间每天稍事休息多次，昼夜不分，足不出户。

《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写法跟我以前的学术论著还有另一点不同。
那就是我只写给高斯一个人读。
四十年前在芝大校园我跟他怎样对话，这次动笔就怎样说。
我要向他「汇报」一下从中国的研究得到的收获。
此前对他说过，我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再不是有趣的学问了。
一士谔谔，思想杀出了重围，何处觅知音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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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还在，大家有共通的语言，高山流水一番有意思吧。

去年八月初稿传了给高斯，过了一天叫他不要读，因为将会有第二稿。
他读第二稿后显得兴奋，对助手形容为powerful（后来蒙代尔在芝大评论该文时用上同一个字）。
高斯跟着给我的信，只说:「不用担心，你的文章完全满足了我的要求。
」
个多月后，高斯给我一封长信，说他和助手一起花了几天再细读我的文稿，提出了二十七处认为要修
改的建议，但说改不改由我。
其中大部分是文字上的小修，举手之劳。
有七处比较麻烦，其中三处我认为不应该改。
余下来的四处怎样处理我决定搁置几个月再想。

到了今年初，高斯催促要看第三稿。
我见时间还多，再等。
四月修改，第三稿花了两个星期，琐碎耗时的是加进五十三个注脚。
四月底高斯收到第三稿，更满意了，对助手说我改了很多。
其实不多，我只是把四处他不满意的地方再写，也删去了部分不易懂但不是那么重要的。
没有听过高斯给其它文章更高的评价，但他认为该文难读，对读者的要求甚高，同时又说这难度看来
是需要的。

高斯没有读过第四稿。
那是在正式「交卷」前我从头复核一次所有用上的资料，作了几处小修。
还会有第五稿的，那是要将一处常被误解的再加澄清，而一个重点我认为不言自明，但读者一般看不
出其重要性:资源使用的权利界定（私产）重要，但不同的合约组织可以有很大的效率差别，单靠市场
的自由选择是不可以达到中国制度的合约组织的。
自由市场不成，计划经济也不成。
成事要靠经济压力——资源贫乏十三亿人要吃饭的压力——也要有一个懂得疏导交通的政权。

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个奇迹，既精彩又重要。
一脚踏中这个题材是万中无一的机缘巧合，而我平生所学刚好全部用上。
天助我也！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國的經濟制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