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第 1期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发展

黄琪轩

 内容提要! 近几十年来, 世界面临发展困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困境削弱了

世界经济的社会基础,让整个世界都面临发展困境, 也使得危机的根源难以消除。世

界性的发展困境主要源于美国对世界发展模式的塑造。美国通过国际组织以及理念

输出等方式,用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改造了发展中国家, 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

构建之进程。国家构建的缺失使得发展中国家既无力应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也无

力整合国内政治经济秩序。在后危机时代, 美国相对衰落, 而中国的迅速发展使得中

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效仿对象;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也制约了美国 ∀新自由主义发展

模式 #的推广; 中国的成功还让世界有了不同的发展理念。因此,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

为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为陷入困境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提供了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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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世界面临发展困境

2007年,次贷危机 ( subprim e lend ing crisis)席卷美国, 随后在全世界引发了金融

危机。这次危机波及了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 也引发了全球企业破产浪潮。

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指标急剧下降,全球经济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冲击。世界主要经

济大国为应对危机,展开了广泛的合作。在各方努力下, 各国陆续出现了经济回暖的

迹象, 对后危机时代的探讨也提上了日程。

尽管危机已经逐渐过去,但是此次金融危机背后还掩盖了更深层次的危机, 即世

界面临着持续的发展困境。此次金融危机只不过是长期以来世界面临发展困境所积

累的矛盾的一次爆发。如果更深层次的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危机也不会就此销声

匿迹。我们知道,世界性的金融权力需要有国内的社会基础。∋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

能改善国内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这样的政策就能有效拓展该国金融权力的社会基础,

进而增强该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影响力。而国际性的金融权力也需要国际性的社

会基础。如果全世界的不平等在加剧,越来越多的低收入群体陷入困境,那么世界金

融秩序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社会基础就难以稳固。当今世界面临严重的发展困境,困

境也在动摇世界经济的社会基础,这正是我们时代的难题。

我们知道,近几十年来,无论是拉丁美洲国家、非洲国家以及前苏东转型国家,政

治经济都面临着严重的困境。在 20世纪 80年代和 90年代,拉美国家的经济乏善可

陈,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贫富差距拉大。在 1960- 1980年实施进口替代政策期间,拉

美国家的年人均收入增长率为 3. 1%;而在 1980- 2000年间, 拉美国家的人均收入增

长率急剧下滑,仅为 0. 7%。在 2000- 2005年间, 情况也没有好转,拉美国家年人均

收入的增长率仅为 0. 6%。( 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贫困率从 1980年的 40%上升到了

1990年的 48%; 直到 2005年, 贫困率才重新降到 40%。因此,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

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这个地区花了 25年的时间,把贫困降至 1980年的水平。)

同样是 20世纪 80年代以后,非洲国家也面临持续的发展困境, 而且问题比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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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更为严重。一般而言, 危机是相对短暂的,而非洲国家的困境被称为 ∀持续的危

机 #。∋ 在 80年代,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年人均收入不仅没有增长, 反而出现了倒

退,每年减少 1. 2%。到了 90年代, 该地区居民年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也仅为 0. 2%。

在 2000- 2003年间,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年人均收入增幅有所提高, 达到了

0 5%。即便如此,如果非洲国家继续保持这个增长速度,到 2020年,其人均收入还低

于 1980年的水平。(

除了拉美和非洲地区, 前苏东国家也面临长期的发展困境。苏东国家的经济转型

伴随着痛苦的过程, 不少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滑。就俄罗斯的情况而言,

∀ 1989年只有 2%的俄罗斯人生活在贫困中; 而到了 1998年下半年, 该数字飙升到

23. 8% ++有超过 50%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的家庭中 #。) 即便绩效相对较好的亚洲地

区,在 1997年也遭受了金融危机的重创,亚洲积累的大量财富在顷刻间消融。

因此,就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来看,大量的发展中国家面临持续的发展困境。世界

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世界的分化越来越严重。,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又使世界增加

了几千万的贫困人口。而困境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持续的分化还带来了发展中国家

长期的内战以及世界恐怖主义的泛滥。在 1950年的时候, 卷入内战的国家占世界国

家总数的 5%左右; 到了 1990年,这个比重接近 20%。而且是经济越不发达, 受内战

的困扰越严重。 1995年以后, 卷入内战的非洲国家数量还在迅速上升。− 由于内战,

难民也随之成为越来越严重的世界问题。

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与动荡也为世界性的恐怖主义提供了温床。从 1982年

到 2003年,重大恐怖袭击的数量显著上升:在 1982年,全世界发生了 20余起重大恐

怖袭击;到了 2003年, 重大恐怖袭击上升到了近 180起。在短短二十几年间, 重大恐

怖袭击的数量增长了 8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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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主要经济大国走出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仍面临更深层次的、更为棘手

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 不仅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会恶化,也会波及发达国家,全

球经济秩序的社会基础也会动摇,也为以后全球性的危机埋下了隐患。因此, 发展困

境不仅限于发展中国家,当前的发展困境是整个世界面临的发展困境。

经济学家常常指出,后发展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后发展国家既能从发达国家的发

展经验中吸取教训,也能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因此,世界各国的经济差距会

越来越小,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将会趋同。而事实上, 二战以后,尤其是 20世纪

8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世界并没有趋同, 相反, 世界的分化却

在加剧。如果这样的分化还在继续, 我们很难说世界走出了危机, 而这样的结构性分

化也可能会损害世界经济的社会基础,进而影响世界经济的长远发展。我们需要一个

更加平等、和谐的世界。世界各国不仅需要增强国内的社会凝聚 ( soc ial cohesion) ,也

需要增强世界的社会凝聚,只有这样,世界经济才能有效地运行。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世界性的发展困境呢? 在后危机时代,这一困境会继续恶

化,还是会有所缓解? 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在世界舞台将扮演怎样的角色,中国又为发

展中国家提供了哪些机会呢?

世界性的发展困境一直在吸引研究者的关注, 对这一议题的研究也非常丰富。只

不过不同的研究者往往给出大相径庭的答案。有的研究者强调技术进步,认为如果技

术进步乏力,那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可能越拉越大;也有的研究者强调人

力资本的积累,认为发展中国家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本积累, 势必导致它们与发达国家

的差距也会越拉越大。新制度经济学家常常强调制度的作用,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缺

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尤其是产权保护,那么这些国家的经济也难以得到有效的增长,世

界各国的差距也可能越拉越大。∋ 还有的研究者强调关税的重要作用, 认为如果发展

中国家不能有效实施关税政策,不能为国内的产业提供有效的保护, 则它们的产业会

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会越拉越大。( 也有学者强调不平等的

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认为世界的发展困境主要源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

依附。依附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剩余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发达国家,因此, 是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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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发达造就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 此外,还有的研究涉及地理、殖民历史、分配

不均、贸易以及文化等因素。这些因素对研究世界性的发展困境都非常重要, 也为后

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前期研究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世界政治的权力分布

给世界发展困境带来的影响,这也是本项研究试图提供的视角。

本项研究试图展示,世界面临的发展困境主要源于世界经济霸权美国对世界发展

模式的塑造。美国向发展中国家兜售的发展模式弱化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构建 ( state

building), 使得它们既无力应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也无力整合国内政治经济秩序,

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世界的分化主要源于国家构建的分化,

而国家构建的分化离不开外部权力的影响。中国的迅速发展使得世界的权力分布再

次发生改变,这为陷入困境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提供了新的机会。

二 国家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现代经济的发展往往离不开现代国家的发展。无论是市场的建立、人力资本的积

累,还是有效的关税保护、有效制度的建立,都离不开现代国家。而国家构建的任务即建

造一个现代的国家,这个国家能有效解决政治体系融入社会的问题,国家的政策也能得

到有效的贯彻。当前世界面临的发展困境很大程度源于发展中国家国家构建的困境。

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缺少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因此,它们的经济发展也步履维艰。

国家构建有几个基本的阶段 (和一些基本的任务, 只有完成了一些基本的任务,

现代经济才成为可能。

首先,国家构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统一 ( integration)。国家构建不仅要做到领土

统一, 还要做到经济的统一。国家不仅需要消除地方武装势力,还需要消除地方的经

济分隔,把国家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在不少发展中国家, 统一的任务远

没有完成,地方武装势力割据,市场也由各个地方势力所分割, 因此, 发展现代经济也

无从谈起。主流经济学往往假定存在一个自发的市场秩序,而事实上, 统一的国内市

场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国内市场的统一往往要靠国家大规模的、持续的干预才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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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美国甚至不惜用内战这种极端的做法来将美国聚合成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体。

而在这一点上,大量的后发展国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其次,国家构建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渗透 ( penetration)。在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

中,国家会逐渐消除地方势力、教会力量和贵族力量等与之竞争的力量。把人们对宗

教、地方的忠诚转化为对国家的忠诚。只有当国家有效地渗透到社会, 国家才能将自

身的政策贯彻实施。民族主义是国家完成渗透的重要工具,因此民族构建往往和国家

构建交织在一起。有研究指出,西方世界的兴起离不开所谓的 ∀资本主义精神 #, 但是

资本主义精神却不是马克斯 &韦伯 (M ax W eber)所讲的 ∀新教伦理 #, 而是民族主
义。( 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不是自然而然的,它需要民族主义的激励和支撑。民族主

义提供了一套新的伦理理念和社会观念, 赋予经济增长以正面价值, 并将分散的社会

能量集中到经济建设中来。因此,民族主义是国家渗透到社会的重要工具。而在不少

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民众效忠的对象仍是自己的宗族、村落,却不知道有国家。在总

结中国近代史上的教训时,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指出: ∀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

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 19世纪初年, 西洋的

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他指责

当时的湘军 ∀充满了宗族观念和家乡观念, 兵士只知道有直接上级长官, 不知道有最

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 而当前, 不少发展中国家与清末时期的中国并无二致,

它们的情况甚至更糟,国家渗透的工作也远未完成。

最后,国家构建还需要建立强大的官僚系统。有了强大的官僚系统,国家的统一

工作、渗透工作以及由此相伴随的征税活动才能有效实施。西方发达国家往往有着较

强的官僚队伍。从表 1的数据可以看出,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雇员数量远远低于发达国

家,而且越是落后的国家或地区,政府雇员占总人口的比重越低。发达国家政府雇员

总数占总人口数的 7. 7% ,居于世界最高水平;而非洲国家政府雇员仅占总人口比重

的 2%,位居世界末位。中央或联邦雇员占总人口的比重,发达国家为 1. 8%, 也是最

高的;而非洲为 0. 9% ,仍名列末位。地方政府雇员占总人口比重,发达国家为 2. 5% ,

非洲国家为 0. 3%。由此不难看出,发达国家并非所谓的 ∀小政府、大社会 #,即便到了
今天,发达国家政府雇员占总人口的比重也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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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庞大的官僚系统,其经济社会职能才能得到有效的履行。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府雇

员不足,很多基本的国家职能都无法履行,经济发展也无从谈起。

表 1 20世纪早期政府雇员占总人口比重 (% )

国家 /地区
所有政

府雇员

中央 (联邦 )

政府雇员

地方政

府雇员

教育与卫生事业的

政府雇员

非洲 2. 0 0. 9 0. 3 0. 8

亚洲 2. 6 0. 9 0. 7 1. 0

前苏东国家 6. 9 1. 0 0. 8 5. 1

拉美及加勒比地区 3. 0 1. 2 0. 7 1. 1

中东和北非 3. 9 1. 4 0. 9 1. 6

经合组织国家 7. 7 1. 8 2. 5 3. 4

全球平均 4. 7 1. 2 1. 1 2. 4

资料来源: Sa lvato re Sch iavo - C am po, G iulio de Tomm aso, and Am itabha M ukher jee, ∀ A n

Interna tiona l Statistica l Survey of Gove rnm ent Em ploym ent and W ages, # Policy Research W ork ing Pa

p ers, W o rld Bank, N o. 1806, 1997, p. 5。

因此, ∀在发展中国家, 政府软弱、无能或者无政府状态,却是严重问题的根源#。∋

只有发展中国家有了较好的国家构建,才能有效地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

必要的帮助,也才有可能摆脱发展困境。但是,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不少发展中国家

的国家构建工作不但没有得到加强, 反而被极大地削弱了。这让人不禁要问, 是什么

原因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国家构建的弱化呢? 当然,发展中国家自身要负一定的责任,

除此以外,享有优势地位的美国给发展中国家施加的约束可能要负更大的责任。
而本文将会展示,美国用新自由主义塑造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

家最需要国家构建的时候,这一模式让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构建工作受挫,进而也挫败

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三 美国重塑世界发展模式 通过国际组织

要理解发展中国家国家构建的失败, 除了这些国家自身的问题以外,还离不开考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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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2007年版,序。



察国际格局的变迁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影响。在 2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 苏联

经济遭遇更多的困难,相对而言,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开始增强,美国向世界输

出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努力也随之增强。 90年代初苏联解体,美国优势地位更加

巩固, 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力更为明显。同时,发展中国家也面临更大的自由化压力。∋

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优势地位非常显著, 在军事、经济、科技等领

域, 其他国家都难以望其项背。与其他国家相比, 美国的军事开支优势十分明显。

2006年,美国的军事开支是第二号大国的十多倍。同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 GDP)

占世界经济规模的近 1 /3,是日本的三倍,是中国的五倍。在国际关系史上,美国这种

优势地位是 1750年以后的世界政治中从未出现过的。因此,这是一个美国享有明显

的优势地位,却没有遇到有效制衡的时代。( 在美苏两极格局期间, 美苏之间的发展

模式还存在竞争,发展中国家还可以选择不同的模式。到了苏联发展式微, 尤其是苏

联解体以后,世界缺少了替代性的发展模式。美国开始利用其史无前例的优势地位,

向世界推广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在这一情况下,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就被

美国重新塑造了。

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倡导一个 D- L- P公式, 即放松管制 ( deregu lat ion)、自由

化 ( libera lization)与私有化 ( pr ivatization)。 )发展中国家按照这份菜单开始实施国内

的政治经济改革。在发展中国家最需要国家构建的时候,美国利用自身在世界政治中

的优势地位,用新自由主义塑造了它们的发展模式,进而瓦解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构

建。

美国向全世界推行其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 有着几种重要的方式,大家所熟知

的就是美国通过援助和制裁迫使发展中国家就范。除此以外,美国推行其新自由主义

的发展模式还有几个更加隐蔽的方式,即通过国际组织与通过理念输出。世界上最重

要的国际经济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世界贸易组织 )在不少场合充当

了美国重塑世界的工具。美国通过这些国际组织撬动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变迁,要求发

展中国家放松对经济的管制,推行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以及私有化。

我们看到,即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学者也指出,金融自由化既不是快速经济增

长的充分条件 (中国和印度都有选择性地开放本国金融市场,但是经济业绩比其他金融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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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化的国家都好 ) ,也不是快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相反,金融理论宣称没有管制

的金融市场存在巨大的风险。即便发达国家也对此长期持谨慎态度,它们在很长一段时

期里对金融实施严格的管制。直到 20世纪 70年代,欧洲国家才开始放松对资本市场的

控制。但是美国和相关国际组织却鼓励发展中国家尽快地进行资本市场自由化的改革。

这些改革导致热钱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金融风险使得这些国家

无法吸引长期投资,给经济增长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既然知道金融自由化有如此重

大的问题,为何美国政府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要如此热衷地推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

自由化呢? 要理解这样的政策偏好,也离不开对美国优势地位的考察。

美国拥有庞大的金融资产,华尔街的金融人才储备堪称世界之最, 美国金融部门

的管理技能娴熟。我们可以说, 美国金融部门在全世界享有的绝对优势是无人能企及

的。金融自由化不仅为美国金融部门的投机行为带来丰厚的利益,还能为美国左右他

国的政治经济打开方便之门。即使金融自由化存在风险,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金

融帝国,其抗风险的能力也远远强于发展中国家, 各方承担的风险与收益并不对称。

因此,冷战后,美国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倡导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改革。而在这个

过程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但是, 这两家

机构都是由发达国家控制,尤其是由美国控制。根据惯例和不成文的规定,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的负责人一般由欧洲人担任,而世界银行的负责人一般由美国人担任。) 即

便在欧洲人担任负责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也仅有一个国家具有有效的否决权,即

美国。美国正是通过影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让发展中国家接受其新自由

主义的经济政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为新的传教机构,通过它们, 这些 (新自由主义

的 )观点勉强地在贫穷国家推行,而这些贫穷国家往往非常急切地需要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贷款和赠与。虽然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经常会怀疑这些政策,但是如果必要的

话,这些贫穷国家的财政部长们宁愿改变他们的信仰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资金。#,在

20世纪 80年代拉美经济危机期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极其严格的限制性贷款,让

拉美国家减少财政支出、取消贸易保护、禁止其货币贬值、防止工资上涨,以让拉美国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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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最终实现减少财政赤字的目标。拉美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不得不削

减政府开支,出售国有资产,停止对失利企业的补贴。这一过程让拉美穷人承受了巨

大的苦难,但却没有动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心。为了对这一过程进行监督, 世界

银行还设计出了一套结构调整贷款 ( structura l adjustm ent loans) , 只有当这些国家的

政策转向能满足其要求时,才向它们发放贷款。∋ 因此,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

行常常利用其掌握的经济资源,迫使发展中国家进行自由化的调整。

在推动金融市场自由化上,这两家机构都可谓不遗余力。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美

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东亚金融市场自由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让韩国接受

了相当苛刻的金融自由化的条款,而这些条款是美国在与韩国几十年的双边谈判中根

本无法让韩国接受的。现在, 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面, 美国顺利实现了自身的目

标。( 尽管金融自由化让亚洲承受巨大的风险,金融自由化改革也面临巨大的不确定

性,但是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将之在亚洲各国推广。它们的努力如愿以偿,

它们打开了亚洲国家金融市场的大门。同样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有一张比较有争

议的照片还引发了印度尼西亚民众的游行。在这张照片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

歇尔&康德苏 (M ichel Cam dessus)双臂交叉, 站在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旁边,他的

姿态让人觉得是在羞辱苏哈托,苏哈托在温顺地签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协议,

像是在给西方签署投降书。因此,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化转向并非自愿的, 而是面

临很大的外部强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声称它从来不下达任何指令, 每一个贷款协议都是与借

贷国就贷款条款进行谈判而达成的。但这些谈判都是一面倒的, 在谈判过程中, 所有

力量都集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手中,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寻求帮助的国家都迫切需要资金++韩国的经济学家们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

加给他们国家的政策将会是灾难性的++但韩国的经济官员们却都保持沉默++他

们不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建议公开地表示反对。#) 这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不仅能够削减对韩国的贷款,而且还能影响其他国家和机构对韩国的投资。在权

力极度不平等的情况下,韩国没有办法,只能对强加的条款保持沉默。我们看到,连韩

国这样有较强国家能力的 ∀发展型国家 #都难以抵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攻势, 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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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条约 #,其他发展中国家则更难以抗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政府的要求。
美国不仅通过国际组织推进金融自由化, 还试图通过国际组织影响发展中国家对

外资的管制。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这些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一直对外资加以严格控

制,以便让外资服务于国家的长远发展。美国历史上对投资的管制更为明显。从美国

赢得独立战争直至 20世纪中期, 为了让国家不受外资冲击,保证国家对关键经济部门

的控制,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通过了大量的法律以保证战略部门不受外资控制。这

些部门涉及金融、造船以及自然资源等领域。∋ 而美国通过国际组织, 制定相应的国

际规则,敦促发展中国家放弃对外资的管制。由于外资的涌入,外资逐渐取代发展中

国家的本土工业,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技术反而出现了退化。不仅如此, 发达国家的技

术转移还导致发展中国家买办阶层的形成, 这个阶层依附于外资, 并试图阻挠技术升

级,以获取买办利益。(

此外,美国还通过国际组织敦促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在某些条

件下对经济的发展有着正面的影响, 但是被外部势力强加的、不分发展阶段的、无条件

的贸易自由化就可能引发严重的问题。

欧美历史上都经历了长期的贸易保护, 英国与美国在其经济的赶超阶段, 是世界

上关税最高的国家之一 (它们的关税税率达到了 45% - 55% )。) 而以美国为代表的

发达国家在保护本国产业的同时,却通过国际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大肆推行贸易自由

化,而且是让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更为 ∀自由#的贸易自由化。即便是美国推动贸易自
由化, 也是有选择性的。在美国享有世界政治优势地位的情况下, 世贸组织的议题和

决议往往被其左右。

世贸组织乌拉圭回合谈判将服务贸易纳入到谈判的议题,这是在为美国庞大的服

务业打开世界市场。美国的服务业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巨大的优势,服务贸易的拓展能

让美国获得丰厚的回报。尤其是美国金融部门的服务和信息技术的服务占据了非常

明显的优势,因此,美国也力图通过世贸组织推动这些领域的自由贸易。但是, ∀乌拉
圭回合的谈判却不包括海运服务和建筑服务, 而这些服务业正是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

优势的领域。美国吹嘘各国从服务贸易自由化中获得了利益,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得

到成比例的利益份额++世界银行的一项计算表明,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 南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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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因为乌拉圭回合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收入下降超过了 2% #。∋

由此看来,即便世贸组织这样一个表面上看各成员国地位相对平等的组织, 仍然

被发达国家 (尤其是美国 )所左右,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对世贸组织的决议产生实质

性的影响。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平等地位仅仅是 ∀有组织的伪善 ( organized hypocri

sy) #, 世贸组织的决策还是以国家权力为基础。( 而美国正是凭借其优势地位, 影响

世贸组织决议,进而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

上面的例子让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世界贸易

组织, 都受到了美国权力的影响。通过这些国际组织,美国更巧妙地包装了其新自由

主义的发展模式;也正是通过这些国际组织,美国成功地重塑了世界的发展模式,也让

发展中国家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利益。除了通过国际组织,美国还通过另外一个更为

隐蔽的方式向世界输出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即通过价值观念。

四 美国重塑世界发展模式 通过价值观念

除了通过国际组织影响发展中国家以外, 美国还不遗余力地输出其价值理念。有

研究宣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及其价值理念给世界带来了深层次的危机,因此,他

们是全球危机的制造者 ( globa l crisis m akers)。) 正是这些经济学家主导了国际金融

机构,影响了政府决策,让政府放弃对经济的积极管理。因此,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

影响了世界经济模式的转向。这些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建立了广泛的跨国联系和

影响巨大的智库。朝圣山学社 ( M ont Pelerin Society )、史开夫家族慈善信托基金

( Sca ife Fam ily Foundat ion)以及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为他们的学术交往提供了很好的

平台。这些学术共同体向世界推广其经济信仰, 让世界变得更 ∀新自由主义化#。但

是,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在各个时期都存在,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支持,这样的思潮是难

以主导世界的。在美国政府的资助和支持下, 美国经济学规范开始塑造全球经济学的

职业规范。, 美国通过其各种学术机构,向世界输出其价值理念,塑造学科规范, 进而

转变世界的发展模式。其中一个比较直接的做法是为发展中国家培养新自由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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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我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就是 ∀芝加哥男孩 ( Ch icago Boys) #。

为了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美国理念,芝加哥大学设立了 ∀智利计划#, 这个计划旨在
为发展中国家知识界培养人才, 在思想领域展示与苏联的竞争。在 1957年,芝加哥大

学向美国国务院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这个项目的主要目的是为智利培养经济事
务上的知识领袖。#而美国国务院正是这个计划的资助者。他们从智利天主教大学的
交换项目中选拔学员,输送到芝加哥大学学习。而这群智利青年的精神导师就是新自

由主义的领军人物 米尔顿 &弗里德曼 (M ilton Friedm an)。到了 1965年, 这个项

目从智利扩展到了整个拉美地区, 其中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显得更为积极。∋ 这个

项目用比较隐蔽的方式,为拉美地区培养了一批新自由主义的新生力量。

除了芝加哥大学以外, 还有一批拉美学员在美国其他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或者在

美国大学接受了培训。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都承担了培训任务。

在 20世纪 70年代,佩德罗 &艾斯普 ( Pedro A spe)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

后来他担任了墨西哥的财政部长。阿里加多 &弗克利 ( A le jandro Fox ley)在麻省理工

学院做访问学者,后来他担任了智利的财政部长。多明戈&卡瓦略 ( Dom ingo C avallo)

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来他担任了阿根廷的财政部长。在美国期间, 这些未

来的拉丁美洲财长和未来的世界银行副行长、继而又担任了美国财政部长的劳伦斯&
萨默斯 ( Law rence Summ ers)成为好友。这些拉美学员也同时与任哈佛大学教授的杰

弗里&萨克斯 ( Jeffrey Sachs)成为了好友。萨克斯后来成为拉丁美洲和苏东国家自由

化改革的智囊,再后来,人们熟知的就是萨克斯倡导的改革对苏联造成的持续损害。

这些拉美学员还同斯坦利 &费希尔 ( Stan ley Fischer)会面, 而费希尔后来担任了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副总裁。因此, 拉美学员和美国的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有着密

切的联系。( 这样的跨国知识群体及其信奉的理念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奠定了

基础。

这批拉美学员学成回国后,很快占据了拉美学界与政界的重要岗位,并将他们的

理念付诸实施。到了 1963年,智利天主教大学经济学系 13名全职教授中,有 12名是

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这些 ∀芝加哥男孩 #回到智利以后, 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自由

化改革,让价格市场化、贸易自由化, 取消对金融部门的管制,大规模地进行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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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73年,智利的国有企业达 500多家;到了 1980年,降到 25家。∋ 他们用极快的速

度拆散了智利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新自由主义对拉美的影响波及整个地区,巴西的

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索 ( Fernando H enrique S ilva Cardoso)原来是依附论的学者,

后来转变成为自由主义者,并当选了巴西总统,引导了巴西的自由化改革。

美国的理念输出不仅限于拉美地区,也扩展到了世界其他地区,如亚洲和非洲。

在印度尼西亚,也存在一个与 ∀芝加哥男孩 #类似的 ∀伯克利集团 ( Berke ley M afia) #。

从 1956年开始,在福特基金的资助下, 有一批印度尼西亚学生到美国学习。他们回到

印度尼西亚以后,开始按美国倡导的经济模式改革印尼。我们知道, 芝加哥大学的经

济学家到拉美的圣地亚哥, 帮助智利建立新型的经济学系。而福特基金则把美国的经

济学家送到雅加达,帮那里建立起了新型学校。福特国际培训和研究项目部的主管指

出:福特总统认识到, 当苏哈托淡出政权后,这些接受过美国培训的人员会领导这个国

家。( 而正是这个集团给印度尼西亚带来了美式的价值观,让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

在印度尼西亚落地生根。

因此,美国培训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向世界输出其价值理念,新自由主义开始在世

界范围内扩展。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一趋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值得注意的

是,美国政府输出的这一模式并非美国的成功经验。恰恰相反,从历史上看,美国在成

为世界上第一大政治经济体之前,政府一直在起积极的作用。美国政府长期实施高关

税保护,以促进本国产业的发展。即便是二战以后,美国也不是自由放任的、守夜人的

国家。) 美国国内的经济干预相当显著,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美国联邦政府为企业提

供了各种各样的支持,尤其是促使企业技术升级方面。美国政府不仅实施贸易保护,

还直接补贴研发。在 20世纪 50年代到 80年代期间,美国联邦政府对研发的资助占

到研发总额的 47% - 65%。, 没有美国的产业政策,就难以看到当今美国在飞机、计

算机、芯片、互联网等领域的成就。因此, 有研究宣称美国是 ∀隐蔽的发展型国家 ( h id

den developm ental st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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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是这样一个 ∀隐蔽的发展型国家#,却让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放弃了国家构

建,放弃了对经济的积极管理, 让发展中国家丧失了对国外与国内经济的管理能力。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并非是真正的世界主义,而是变相的民

族主义,这是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它推广对发达国家有利的政策措施,却损害了发

展中国家的利益。∋ 发展中国家在最需要发展国家能力进行国家构建的时候, 却被美

国的发展模式瓦解了国家构建这一意义重大的工作,也使得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持续的

发展困境。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 当发展中国家

缺乏必要的国家构建时,这样的发展模式给它们带来的问题更大。

由于新自由主义要求政府紧缩财政, 不少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大量削减政府服务,

包括医疗、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被大幅度私有化。公共服务的减少对穷人造成了持续

的损害,也损害了这些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有研究甚至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要

对非洲艾滋病的泛滥负责。( 由于过度相信市场机制能够自行解决艾滋病问题, 政府

的无能与放任使艾滋病在非洲日益严重。同时,由于全球性的自由化改革加剧了全球

的不平等, )贫富差距的拉大使得不少发展中国家国内矛盾持续紧张, 国家却缺乏必

要的救济措施, 矛盾的持续激化甚至引发了暴动。 ∀ 2001年, 阿根廷的经济崩溃了

++最终,在连续七年的高失业率情况下,阿根廷的市民不得已发生了暴动,这毫不奇

怪,奇怪的是他们竟然能够非常安静地忍耐这么长的时间。#,更为严重的是, 由于国

家构建的缺失,这些国家难以有效整合社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大量的认同危机,不少

发展中国家陷入无休止的内战,恐怖主义也就找到了滋生的温床。

因此,当发展中国家正需要国家构建的时候, 美国向世界推广的新自由主义严重

削弱乃至摧毁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构建, 致使不少发展中国家既无力应对国际政治经

济的挑战,也无力整合国内的政治经济秩序,进而带来了持续的发展困境。因此,有学

者说: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冒牌的自由的世界里, 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利用其权力,推

行重商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政策++让世界变得更加不平等。它们利用世界治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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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了南半球的弱势国家, 不让发展中国家推行有利于自己国民福利增长的发展战

略 #, ∋也使得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困境。而中国的迅速发展则为发展中国家走出这

一困境提供了机会。

五 中国的发展:替代的选择

改革开放后,中国取得了惊人的经济业绩。中国作为世界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正

在迅速崛起。2010年,中国的经济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全球政

治经济的影响力持续上升。

2007年的一份调查显示, 当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受访民众被问及:中国与美国的影

响力在受访国家是否上升的时候,中国表现不俗, 在非洲的表现更为显著。在接受调

查的十个非洲国家中,认为中国影响力上升高于美国的占了七个。在马里, 中国的影

响力比美国多出 23个百分点;而在科特迪瓦,中国比美国多出 24个百分点;在塞内加

尔,中国多出 28个百分点。在拉美的委内瑞拉、智利等国家,也有更多的民众认为中

国的影响力在上升。(

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在继续, 世界各国都看好中国的前景。如图 1所示, 大部分国

家的受访者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和美国经济实力旗鼓相当,甚至超过美国。中

国的成功经验是中国政府没有放任市场的扩张。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扮演了

积极角色。因此,中国的成功不仅仅是市场化,成功的市场化需要政治前提,即成功的

国家构建。

有学者在总结中国的经济模式时指出,中国经济模式由四大支柱构成: ( 1)国家

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的有限土地使用权; ( 2)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

( 3)自由的劳动力市场; ( 4)自由竞争的商品 -资本市场。四大支柱分成两部分, 一部

分是 ∀国 #,一部分是 ∀民#。国与民两部分互为支撑,故称 ∀国民#经济模式。) 正是由

于中国政府对土地、金融、大型企业以及事业机构的有效管理,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

才能更有效地化解国内外政治经济难题, 这些经验是值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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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世界各国对未来中美经济的预期

数据来源: T he Chicago Counc il on Fore ign R e la tions, World Publics Th ink Ch ina W ill Catch up

W ith the US and That∗ s Okay, 2007。

中国的迅速发展尤其是经济迅速发展,伴随着美国经济地位的相对衰落。此次世

界金融危机的发生使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明显。而中国的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

展提供了另外的可能。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随着中国发展的成功,发展中国家开始主动学习与效仿中国的成功经验。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往往相互效仿对方成功的经验。∋ 这种效仿不仅存在于安全领

域,也存在于政治经济领域。随着中国的成功, 中国的经济业绩也让中国的发展模式

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效仿的对象。 ∀中国的经验最令人瞩目的一个方面是,一直强调

对发展和转型终极目标的关注:不仅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且还有更高的生活

水平以及平等和可持续的增长。至少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忘记社会正义和休戚与共

的重要性。当中国沿海地区的增长极为迅速时,中国也依然关注西部省份、东北以及

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中国在推行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 一直保持对公平与正义的

关注,也一直注意国家构建,引导公平正义目标的实现。因此,这一成功的故事使得发

展中国家有了新的效仿目标。除了美国模式以外, 它们有了其他选择。尤其值得注意

的是,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更为相似的经历,保持了长期的友谊,中国的发展经

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具参考价值。美国和中国不同, 美国使用强制、威胁乃至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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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段促使一些国家满足美国的需要。因此, 美国的发展模式有着明显的强制性,美

国在世界推广的新自由主义已经变得越来越不自由。∋ 而中国不把自己的发展模式

强加给他国,中国政府很大程度上遵循了 ∀礼闻来学, 不闻往教#的传统, 尊重各个国

家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派学员到中国学习中国经验。

北京大学就设立了相应的 ∀发展中国家高级行政人员公共管理硕士项目 (M aster Pro

gram in Pub lic Policy for Leaders in Deve loping Countries) #。该项目学员来自发展中

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大学教师,他们来自马拉维、埃塞俄比亚、几内亚、南非、孟加拉国、

蒙古、越南、菲律宾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这些学员学成回国后,将成为促进广大发

展中国家发展模式改革与调整的积极力量。

第二,中国的发展是对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推广 ∀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 #的牵制。

权力分布的调整是影响未来世界政治经济走向的一项重要基础。后危机时代,中国的

发展使得世界的权力分布重新做出了调整,这就可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选择。比

较明显的就是,在中国的影响和帮助下,发展中国家抵消美国影响力的力量在增强。

事实上,在当年日本崛起的时候, 日本政府也做出过类似的努力。从 20世纪 80

年代开始,日本曾经试图挑战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 90年代初期, 日本

通过世界银行发布的颇具争议的报告 ∃东亚的奇迹 % 向世界提出新的发展宣

言;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 日本试图建立亚洲发展银行 ( A sian D evelopm ent Bank) ,并

企图将美国拒之门外; 在亚太经合组织建立的过程中, 日本也试图排除美国干扰。(

此类事件不一而足,但是,日本却没有成功。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不是传统意义

上的大国。日本土地面积狭小、人口相对稀少、自然资源匮乏, 军事上也依赖美国,这

些结构约束使日本难以独立行事。此外, 日本的经济奇迹没有持续, 也让它为世界提

供另一种选择的努力没能实现。而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世界再次面临新的可能。

∀中国崛起的意义极其重大。中国不像日本或台湾地区, 它不是美国的附庸,中

国也不是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尽管它的军事力量不能与美国相比,其制造业增长仍然

依赖于对美国市场的出口, 但美国的财富和力量对进口廉价中国商品的依赖以及对中

国购买美国国债的依赖如果说不是更大的话, 那也同样很大。更重要的是, 中国越来

越取代美国,成为带动东亚和其他地区商业与经济扩张的主要力量。#)随着中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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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的增强,中国也削弱了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支配性影响。

我们前面提到,在美国享有优势地位的时候,美国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国际组织,通

过它们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而中国的迅速发展使得国际组织中出现了平衡

的声音。有学者指出, ∀国际机构失败的部分原因是, 它们在许多方面是不民主的。

它们经常是不透明的,而且有许多决策是关起门来制定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充分

的尊重。它们未能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或者没能对其加以反应,部分原因是它们在

本质上是不民主的#。∋ 而中国的积极参与和对话让国际组织出现了另外的声音,这

有利于打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垄断国际组织议题的局面。我们看到,中国在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在增加;同时,中国对世界银行的制约也在增多。中国向发展

中国家提供的贷款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 这冲击了国际组织的贷款, 它们难以再将新

自由主义的改革与贷款挂钩。中国对非洲的贷款使得世界银行不得不调整在非洲的

工作,由于非洲业务的萎缩,世界银行不得不减少雇员。因此,中国实力的增强以及中

国对国际组织影响力的增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让它们能够摆脱美国

以及国际组织设定的新自由主义议程,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第三,中国的成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与 ∀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不同的价值理
念。当前,美国向世界施加的新自由主义理念遭遇了正当性危机。目睹了美国向世界

推行的 ∀华盛顿共识#及其灾难性的后果, 国际知识界也形成了 ∀后华盛顿共识 ( Post-

W ash ing ton Consensus) #。后华盛顿共识重新认识到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 而中国的迅速发展为这些学者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学术市场。一些经济

学家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 Joseph S tig litz)、丹尼&罗德里克 ( Dan i Rodrik)、威廉&

伊斯特利 (W illiam Easterly)以及拉维&坎布尔 ( Rav i Kanbur)等开始更为有力地质疑

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这些学者不时地表达了对中国经验的欣赏,中国经验也常常

是他们笔下的最重要论据。更为重要的是, 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 中国学者也开始意

识到需要成为 ∀知识的生产者#,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在各自的领域总结中国的

发展经验。中国学者开始自觉地为世界提供更多的中国理念与知识。因此,在发展理

念上, 中国的知识界和国际知识界开始尝试为世界提供不同的声音, 这个声音不同于

美国主导下的 ∀新自由主义 #理念。发展中国家有了更大的空间,它们可以选择更适

合自己的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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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值得指出的是,随着中国的发展, 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合作更

加深入地展开,中国的贸易、国际直接投资、金融、全球治理、移民、环境等问题都在影

响其他国家,进而使得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在影响其他国家。∋ 发展中国家在与中国的

交往与合作过程中,有更多的机会对自身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与改进。

从 2001年开始, 很多反新自由主义的积极分子在世界社会论坛 (W orld Socia l Fo

rum, W SF)的旗帜下组织起来, 他们提出的口号是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 Another

W orld Is Possib le) #。( 美国的霸权放大了新自由主义的负面影响, )而中国的迅速发

展让另一个世界变得更为可能。迅速发展的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效

仿的目标,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也制约了美国 ∀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 #的推广。此外,

中国的成功还让世界有了不同的发展理念。面对新自由主义世界性的扩张,英国首相

撒切尔夫人曾说过:我们 ∀别无选择 (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实际上, 我们有选择,

迅速发展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

六 结论

本文试图展示,世界性的发展困境很大程度上源于世界经济霸权美国对世界发展

模式的塑造。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的新自由主义削弱了这些国家的国家构建,使得

它们既无力应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也无力整合国内政治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正

需要加强国家构建的时候, 却受到国际组织、国际规范的束缚, 致使其国家构建失败。

由于国家构建的缺失,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能有效融入社会,不能让自身的政策得到

有效的贯彻,也无法为现代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本、制度、产业保护等基本条

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世界的分化会损害世界经济的社会基

础,在一个缺少社会凝聚的世界,世界经济也难以有效运作,全球化也难以有效推进,

危机的根源也难以得到有效的消除。在后危机时代, 美国相对衰落, 迅速发展的中国

为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为陷入困境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提供了新机会。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变革是一次契机。危机中往往有受损者,有获

益者,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也往往能改变以往的力量分布,无论是国际的力量分布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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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力量分布。美国 20世纪 30年代的大危机挫败了国内的保守力量,使得国际主义

的势力大获全胜,也让美国开始以更高调的姿态融入世界经济, 塑造世界经济。∋ 而 80

年代拉美的债务危机也使得美国能够对拉美施加更深刻的影响,促使拉美做出重大调

整,放弃了长期执行的进口替代政策, 开始了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尝试。亚洲金融危

机也让亚洲成功的典范 ∀发展型国家#进一步衰落。而这次金融危机同样可能带来

重大的变迁。此次危机削弱了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势力。同时,这次危机也让不同的声音

更为明显地表达出来。以往,不少学者常常对非洲固守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政

策提出质疑,而非洲领导人往往对此置之不理。经济危机的冲击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

提供了一次从根本上反思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等极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机会。

拉美有的国家已经开始尝试改革,这些改革力图提高公民的基本保障和权力,而这些政

策转向可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 发展中国家不用再固守一种意识形态和一

种发展模式,尤其是中国的迅速发展,让发展中国家看到了不同的替代选择。可以说,在

后危机时代,中国的迅速发展为世界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我们还需要注意,中国自身也要抵制新自由主义的过分侵袭, 这样才能成为世界

发展更好的典范。市场化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如果市场化释放的能量不能被有效

地管理,就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害,社会也会出现反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

较好的发展业绩,这离不开中国政府对市场力量的控制。有效的国家构建让中国能够

防止市场化对社会造成的过度伤害。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扩展导致 ∀全球冲向谷底的

竞赛 ( g loba l race to the bottom ) #,全球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削减教育、医疗等公共服
务的情况。中国正在迅速发展, 市场化也在相应推进,如果听任市场化的扩展、听任

∀冲向谷底的竞赛 #发生,不仅可能伤害社会, 还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削弱中

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因此,面临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 中国也需要加强自身的国

家构建,有效地抵制外力强加的市场化,积极为社会提供保护。唯有这样,中国的经济

才能更好地发展;在未来的世界舞台上,中国才能为世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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