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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经济增 长理论 自 ∀# 年代中期以来在经济学领域获得了新的生机
。

以罗默 ∃% &∋ ( ) ∗ + ,− .

和卢卡斯 ∃) ∗ / , − 0 1 ∋ , & 2 .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 ∃, 3 4 ∗ 5 , 3 ∗ ∋ 2 , , ∗ 3 ∗ + 6, 5 − ∗ 7 08.理论的诞生

是传统经济增长模型无法解释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结果
。

根据传统理论
,

长期经济增长率将

最终取决于人 口增长和技术进步等外在因素
,

而各国的人均资本
、

人均产量和人均消费将趋

于相等⋯⋯
。

这就是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有名的经济增长收敛定理 ∃9 ∗3
: , − 5,3 ;, 08, ∗− ,二.

。

但是
,

各国经济增长迄今为止的实践表明
,

富国与穷国的人均收入的差距在不断扩大
,

各国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差别也越来越明显
。

更令人深思的是
,

为什么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

的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
,

如 日本
、

韩国
、

香港
、

新加坡和台湾等已先后跃入发达国家和新工业

化国家和地区 的行列< 为什么以新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和人均国民收入要比以天主教为主要

宗教的国家在均数上多出三分之一 < 难道文化因素如中国文化中的节俭 ∃=− ∋ 5 &( 60>. 和西方受

新教影响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 ∃08 , 2 ? − 60 ∗ = , & ? 60 & (62二.在起作用<

罗默和卢卡斯等在解释世界上各国不同增长速度时
,

关键是在生产技术的假设里引用了

外部经济和收益递增
。

在一定意义上
,

传统的收益递 减假设导致 了经济增长的收敛定理
。

而

正如罗默 ∃( ∀ ≅. 所证明的
,

在收益递增的假设下
,

各国人均收入与生产率在长期来看不必收

敛
。

收益递减或递增 当然是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

但我认为
,

在生产技术之外
,

各

国文化因素的差异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非常需要加以考察
。

东亚经济之受中国儒家文化

影响和西方世界之 受新教影响便是最有力的实证
。

文化对经济的作用已为社会科学中的许多

领域所认可
。

问题是如何在现行的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里把文化因素引进去
。

部分地
、

试探

性地解决这一问题
,

是我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的重要内容之一
。

具体地讲
,

这篇论文的第一

章是把韦伯 ∃Α & Β Χ , / , − . 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精神加以模型化
,

并把这种模型用于解释现实

世界的经济增长
。

在这里
,

我将略述此章的大致思想
,

省掉许多数学内容
,

而补充一节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节俭观和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所作的比较研究
。

本文以下几节的安排如下 第二节将证明
,

资本主义精神在经济增长中的作 用 历 来 为

近
、

现代伟大思想家如亚当
·

斯密
、

马克思
、

韦伯
、

凯恩斯
、

熊彼特等所强 调
。

在 第 三 节

作者 Δ ∀ 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Ε

Δ ∀ 年秋加入世界银行
。

现任世界银行研究部公共经挤学处经挤 宇琳
。

本

文的观点绝对不代表世界银行
,

特此声明
。



里
,

我将 从数学模型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精神与长期经济增长率和储蓄率之 间的关系
。

本文

的第四节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节俭观在当今世界里怎样转变成 为积累而积累的资 本 主 义 精

神
。

我在第五节里援引四个用资本主义精神和 中国儒家文化去分析 世 界 各 国经济增长的例

子
。

二
、

资本主义精神及其数学表达

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型里
,

经济生活中的代表者的福利函数或效用函数通常定义在人均消

费盈上
。

以著名的卡斯 ∃Φ & :6 4 9&2 2. 模型为例
,

这种代表者的 目标函数是极大化如下的数学

表达式

∋ ∃,. , 一 &0
4 0 ∃ Δ .

这里
, 9

为人均消费量
。 ∋ ∃,. , 是效用函数

,

它满足
∋ ’

∃,. Γ ∗
, ∋ ”, , . Η ∗

, ∋ ,
∃ # .

·

;∗
∋ ‘

∃;∗ . Ι ∗
。

希腊字母占为主观的时 Δ’,4 偏好 ∃0 6+ , ? − , =, − , 3 , ,.或时 ϑ’Α 贴现率 ∃0 Κ + , 4 62 ; ∗ ∋ 3 ‘

−& 0 , .
。

0 为时间
。

式 ∃ Δ .实际上是从今天起到无穷遥远的将来的效用贴现值
。

式 ∃ Δ .的动态约束条件为

4 Λ Μ 4 0 Ν = ∃Λ . 一 , 。

∃ ! .

在 ‘ ! . 式里
,

Λ 为人 均 资 本 量
。

=∃Λ . 为人均产量
。

它满足 =
‘
∃Λ . Γ #

,

=“ ∃Λ . Η #
,

=
‘
∃ # . Ι ;∗

,

=’∃;∗ . 二 # ,
4 ΛΜ 40 为新增人均资本量

。

为简单起见
,

我假定资本的折旧率为零
,

另外
,

人口增长也为零
。

这些假设只是为了简化计算而已
,

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

对人均

产量= ∃Λ 少
。

∃ Δ .和 ∃ ! .两式
,

通过动态最优化求解便得出关于长期资本积累的有名的修正了的黄金

法则 ∃+ ∗ 4 6=6, 4 5 ∗ (4 , ∋ : ∋ (, .

=
,
∃Λ Ο . Ν 4 子  .

这就是说
,

长期最优人均资本Λ Ο 的边际生产率=
,
∃Λ Ο . 等于主观的时间贴现率占

。

由∃  .式

可知
,

如果世界上各国的生产函数和主观贴现率相同
,

那么
,

长期的最优均衡资本 量 也 相

同
。

注意效用函数∋∃ ;. 并不影响长期的资本积累
。

这就是有名的经济增长收敛定理
。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

作为经济生活中的代表者的资本家
Ε

他们的效用函数 果真只定义在

消费上 < 根据韦伯 ∃( ! #. 的理论
,

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大特征是资本家阶级为积累而积 累
,

而

不仅仅是为着资本积累所带来的物质享受如消费而积累
。

据此
,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代表人 的

效用函数应定义在消费和资本积累二者之上
。

譬如说
,

我可用下面的特殊函数形式来表达资

本家阶级的效用函数
∋ ∃, . Π 口: ∃Λ . ∃刀Γ # . ∃ Θ .

∃ Θ .式中的刀
: ∃Λ. 表示资本积累本 身所带来的效用

,

而 ∋ ∃;. 仍是消费的效用
。

希腊字母

刀反映资本主义精神的程度
。

书伯说
“

在所有历史时期
,

只要有可能
,

都存在着不为任何伦理规范所限制的残酷的攫

取‘& ; Ρ∋( 26 0( ∗3.
” 。

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
, “

人才为赚钱所统治
,

为作为他生命最终 目标 的



攫取所统治
。

经济上的攫取已不再作为他的物质需求的满足手段而从属于人
。

这种我们所称

谓的自然关系的颠倒
,

尽管从幼稚的观点看来如此非理性
,

它却清楚地表明了资本主义的基

本原则
,

因为此原则对不在资本主义影响下的一切人都是如此陌生
” 。

在韦伯看来
,

为积累而积累的资本主义精神有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

新教的
“

入世苦

行
”
∃6 3

3, 卜7 ∗− (4 (> &2 ;, 06 ;6 2+ .鼓励人们辛勤劳作而反对过度的消费
,

这 自然引导人 们 以 赚

钱节蓄为人生的终极 目的
,

而在钱和财富之外看不到人生的任何其它意义
。

这就是韦伯把新

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原因
。

为积累而积累的资本主义精神往往同韦伯的名字分不开
。

但在韦伯之前
,

亚当
·

斯密和

马克思就对资本主义精神有过透彻的阐述
。

在《国富论》一书里
,

斯密多次论及以财富积累和

利润为人生 目的的经济人
。

自然
,

资本主义精神在经济人的储蓄行为上得到充分的反映
“

引

导储蓄的原则是想让我们生活得更好的愿望
,

这种愿望尽管一般说来冷静而毫不冲动
,

它却

同我们与生俱来
,

而直到我们走入坟墓也绝不离开我们
。

⋯⋯那种最可能增加人们财富的方

式是定期地和每年地
,

或者在某些非常时刻
,

储蓄和积累他们所赚得的一部分
。

因此
,

尽管

花费的原则在某些时候能几乎支配所有人
,

或能在所有时候都能支配一部分人
,

但从人类生

活全过程的平均水平来看
,

节俭的原则似乎不仅支配着人类的大部分
、

而且极大地支配着他

们
”

从斯密的论述里可以看到
,

节俭本是为了改善 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地位
。

但此种努力至死

不休
。

由此看人生
,

真可谓
“

人为财死
” 。

这正如韦伯所说
,

财富积累本身到头来竟然变成了

目的本身
。

马克思是对资本主义本质分析得最为深刻的思想家
。

为积累而积累的资本主义精神可以

说是马克思所刻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之一
“

积累
、

积累 Σ 这就是摩西和预言者 0 工

业提供为储蓄所积 累的材料 Σ 因此
,

储蓄
,

储蓄Σ 即把最大可能的剩余价值部分 转 化 为 资

本Σ 为积累而积累
,

为生产而生产
Κ
这就是古典经济学家表述资产阶级在其统治期间的历史

使命的公式
” 。

马克思认为
,

这种为积素而积累的资本主义精神取决于两个因素 资本主义社会竞争的

压力和资本家阶级追求利润的内在冲动
。

我用包括资本和消费二者的效 用函数来表达资本家

阶级的 目标函数更符合马克思对资本家阶级的写照
。

因为马克思指出
,

资本家阶级的这种为

积累而积累的行动并不排除资本家阶级的个人消费
Κ
恰恰相反

,

积累会促进资本家阶级的消

费
。

凯恩斯给
“

为积累而积累
”

的资本主义精神按了一个新名词
“

资本主义社会的心理
” 。

这可

能出于对心理名词的特殊爱好
,

他的 《通论》 列举了另外三个人类的基本心理倾向
。

凯恩斯

说
“

欧洲在社会和经济上如此组织起来以便保证最大量的资本积累
。

在大众的 日常生活条件

不断得到一些改善的同时
,

社会如此构造而把所增加收入的主要部分归于最小可能消费的阶

级去控制
。

十九世纪的新贵并不习惯于大笔挥霍
,

他们宁要投资给予他们的权力而放弃即时

消费的快乐⋯⋯这点事实上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合理之处
。

如果富有的人把他们新的财

富用于他们 自己的享受
,

很久以前世界便会发现此种社会体制不可容忍
。

但是
,

富有者却象

蜜蜂一样储蓄和积累
,

这给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好处并不因为他们 自己所持有的对未来的狭隘



目标而减少
” 。

资本家阶级被
“

允许把这一蛋糕最好的部分据为己有
,

而且理论上有自由把它消费掉
。

而

隐含的特定条件是他们实际上将消费蛋糕的很少一点
。

储蓄的职责便成了十分之九的美德
,

蛋糕的增大便成了真正的宗教偶像
。

⋯⋯因此
,

蛋糕增大了
,

但是为了什么 目标却没有清楚

地考虑过
。

⋯⋯储蓄据说是为了暮年或为了你的孩子
,
但这仅是理论罢了

—
这蛋糕的妙处

真是在于它从来不会被你 自己或在你之后你的孩子们所消费掉
” 。

凯恩斯如此描述 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心理很好地解释了斯密的
“

节俭原则
” 。

他再清楚不过

地指出了资本家阶级积累的双重 目的 为积累而积累
,

又为消费而积累
Κ
消费又只是积累的

附带产品罢了
。

马歇尔对这种资本主义精神也有类似的描写
。

他特别提到了积累本身可以为许多人带来

直接的乐趣和效用
。

马歇尔说
“

的确有些人在看到他们财富的贮藏在他们手中增长之时寻得

极大的快乐
,

而几乎没有想到过他们或别人在花费财富所得到的幸福
。

他们部分地由追逐的

本能所驱使
,

部分 由击败他们对手的愿望所驱使
,

部分为展示获取财富的能力和 由这种占有

去得到权力和社会地位的雄心所驱使
。

有时
,

习惯的力量

—
这种习惯始于他们曾经的确需

要钱的时候
—

通过某种条件反射式的行动而给予他们在为财富本身而积累财富时一种不 自

然的和不合理性 的享乐
” 。

在消费之外把财富和资本引入效用函数
,

也是一种在数学上表达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的

方式
。

请看熊彼特 ∃Δ  Θ . 自己的论述 创新的企业家首先
“

找到一个个人的王 国
,

⋯ ⋯然后存

在着的是征服的意志
,

奋斗的冲动
,

证明自己优越于他人的冲动
,

为着成功本身而不是为了

成功的果实而取胜的冲动
。

⋯⋯金钱的结果是一种次要的考虑
,

或者
,

无论怎样
,

它主要是

作为成功的指数和胜利的象征而具有价值
。

钱财作为大笔花费动机的炫耀通常比对消费产品

本身的向往更加重要
。

最后
,

出现了创造的
、

把事情办成了的
、

或释放了 自己能量的快Τ澎
, 。

熊彼特自然不能把这种创新的快感与代表创新的指数和象征
—

·

财富积累

—
分别开来

。

连

熊彼特自己也表白
“

金钱的增加的确是成功的非常准确的表现
” 。

在效用函数里引进资本和财富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财富积累的社会和政 治意义
。

亚里

斯多德说过
,

人从本质上便是一种打算生活在城邦∃%
。
(62 .中的动物

。

财富和财产不仅 给 人提

供消费的手段
,

而且也给人带来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
。

一般说来
,

财富的占有在相当程度上

是一个人在社会上取得成功的尺度
。

韦伯也明确地指出
,

权力欲和求得公认的欲望在财富积

累的过程中当然起作用
。

爱克顿说道
“

权力跟随财产 ∃%
∗ 7 ,− 5 ∗ ,2 7 608 ? −∗ ? ,− 0>.

” 。

奈特

∃Δ Θ Υ. 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作了如下的评论
“积累的 自由不仅与之伴随着经济权力不

平等的累积增长的可能性
,

⋯⋯除此之外
,

经济权力授与其它形式包括政治的权力
” 。

三
、

资本主义的精神与经济增长

在数学上明确地定义了资本主义精神之后
,

我现在分析它是怎样影响和决定长期经济增

长的
。

较之传统的最优经济增长模型
,

含资本主义精神的增长模型的显著特征是把资本积累

本身也纳入 目标函数



〔∋ ∃, . Π 刀
: ∃Λ.〕, 一

4 ,
4 0 。 ∃ ς .

决裸
, ,

其动态约束条件仍为 ∃ ! .式

4Λ Μ 4 0 Ι = ∃Λ. 一, ∃ ! .

另外
,

初始资本 ∃即在 0 Ι Ω 时的资本 .为Λ ∃ # .
。

此动态最优化的解为下面两个微分方程所描述

一∋ ”
∃Ω . 4 , Μ 4 0 Ν : ,

∃Λ . Π ∋ ,
和. ∃=

,
∃Λ .一 Ξ〕 ∃ ≅ .

4 Λ Μ 4 0 Ι = ∃Λ . 一 , ∃ ! .

我在此只列出这两个微分方程及其长期均衡的基本性质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拙作 中

的推导和求证
。

 
、

因为资本积累本身也带来效用
,

毫不奇怪
,

长期的资本积累将会比修正了的黄金法

则下的均衡资本更大
。 !

、

在传统最优增长模型里
,

长期均衡的资本仅取决于生产技术和主

观时间偏好
。

在含资本主义精神的增长模型里
,

效用函数
∀ #∃ 十刀%# & 也对长期资本积累起

作用 #见 # ∋ 式
。

因此
,

即使初始资本在两国一样
,

生产技术和时间贴现率也假设相等
,

但如

果效用函数不一样
,

长期的资本积累在两国之间便不会一样
。

具体地说
,

假定刀值在两 国不

一样
,

具有较大月值的国家因其更具有为积累而积累的资本主义精神而将比另一国家积 累较

多的资本
。 (

、

在传统最优增长模型里
,

长期均衡点是唯一的
。

但在资本主义精神 的 模 型

里
,

均衡点可能有许多
。

正由于此点
,

各个国家若有不 同的初始资本则可能终结于不同的均

衡状态
。

所以
,

传统的收敛理论在此并不成立
。

我以上所作的比较都限于长期的均衡状态
。

在这种均衡状态中
,

由于传统的收益递减假

设
,

如果没有人 口增长和外在的技术进步
,

资本消费和产量都不再发生变化
。

新近流行的内

生经济增长模型假定生产技术具有收益递增的性质
,

即使排除人 口增长和技术进步等因素
,

资本和产量可以不断地增长而至无穷大
,

而且这种内生增长过程中的增长率可以为恒大于零

的正数
。

我在本节将着重分析资本主义的精神如何影响这种内生的经济增长率
。

也是为了简单起见
,

我在此假定效用函数取 自然对数这一特殊形式
)

∀ #。 ∗ 刀% # & + , − . ∗ 刀,
− & # /

传统的生产函数的收益递减假定为如下的简单的收益不变假设的取代
)

0# & 1 2 & , # 2为大于零的常数 # 3

在线性的生产函数 # 3 中
,

资本 4 可理解为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某种组合
。

例如
,

人

力资本和实物资本可能以固定不变的比例进入生产过程
。

若如此
,

通常的科布
一
道格拉斯生产

函数可写为 # 3 式的形式
。

将 # / 和 # 3 两式分别代入目标函数 # 5 和资本积累的动态方程 # ! ,

我们可以用动态

最优化的求解方法得到资本和消费的最优时间函数
。

在此
,

我仅把两个关键的结果加以介绍
。

以小写字母6 代表内生增长率
,

并假定资本
、

消费和产量都按同一增长率平衡增长
,

我们

邹恒甫 # 7 . − 6 ·0 ∀ 8 9 ∀ ) “ : 五. ; < = > =? 9 0 ∃ ≅Α = ? ≅ Β=9 Χ 9 − Δ , 9 − ; ·4 ∀ − Ε > 9 Φ ? Γ ” , : Γ . Η 9 > ΒΔ Ι ≅ − & Η 9 > & =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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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到这一增长率为

5 Ι Ψ 一占Μ Δ Π 厅 ∃Δ # .

从 ∃Δ #. 式可以看到
,

长期的增长率5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Ψ正相关
,

而与时间偏好 乃负相

关
。

对于我们说来尤其重要的是增长率5 与表示资本主义精神程度的刀
。

在 ∃Δ # .式中求5 对夕的

导数

4 5 Μ 4刀Ι 占八Δ Π 刀.
,
Γ # ∃Δ Δ.

所以
,

资本主义精神越强 ∃即刀值越大.
,

长期经济的增长率5便越大
。

这就是说
Ε

即使生

产技术和时间偏好在世界各国相同
,

如果这种为积累而积累的心理程度不同
,

那么各国的长

期增长率将不同
。

这里我们可看到文化因素是怎样影响经济增长的例证
。

在平衡增长的过程中
,

一国的储蓄率 ∃用小写字母
, 表示.又可记为

〔4 Λ Μ 4 0〕

=∃Λ .

〔4Λ Μ 4 0〕

一 Λ

Λ 5

Ψ Λ 一 Ψ

即

2 Ι Δ一占Μ ∃Δ Π 口.Ψ ∃Δ ! .

从 ∃Δ ! .式中不难求证
,

一国的储蓄率
2
与一国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强度刀成正相关

4 2 Μ 4刀二占Μ Ψ ∃一Π 刀.
!
Γ #

因此
,

为积累而积累的资本主义精神能提高一 国的储蓄率
。

而高储蓄率又转化为高投资

率和高的产量增长率
。

四
、

中国文化的节俭观与资本主义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特征之一是对节俭的倡导
。

孔子说
“

奢则不孙
,

俭则固
。

与其不孙

也
,

宁固
”

∃《论语
·

述而》.
。

孔子又说
“

道千乘之 国
,

敬事而信
,

节用而爱人
,

使民以时
”

∃《论语
。

学而》.
。

墨子更是把节用看作是治国治民的法宝
,

在他看来
,

节俭 则
“

民富国强
” ,

“
位节则昌

,

淫佚则亡
”
∃《墨子

。

辞过篇》.
。

荀子把节俭认作是顺应天地间的 自然规律而又能

与天相抗争的手段
“

强本而节用
,

则天不能贫 , ⋯⋯本荒而用侈
,

则天不能使之富
’

∃《荀子
‘

天伦》.
。

在作者的一篇近作里
,

我论及了这种节俭观在索洛增长模型和最优增 长模型中的作 用
,

指出了节俭与长期资本积累量和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

在这里
,

我想 以资本主义精神的增长模

型为基础去论证
)

节俭观在实践中可 以有意识和无意识地转变成为积累而积累的资本主义精

神
。

从本文第二节 中的大篇引文中可以得到启发
,

资本主义的精神始 于节俭
。

节俭思想一旦

以一种文化的意识而在一民族
、

社会中得 以根深蒂固
,

它的道德约束力便往往使人们看不到

节俭和储蓄的 目的
,

而更多地把储蓄当作目的本身
。

斯密和凯恩斯说得很清楚
,

节俭和储蓄

开始总是为了改善人们各自的生活
,

但人们从娘肚子里出来到死亡都时刻不忘积累更多的财

富
。

在这一过程中
,

积累起来的财富往往代代相传而不断增长
,

那最终消费的 日子却似乎永

邹恒甫
Μ “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节俭观
” ,  Λ Λ !年  月中旬手稿

。



远不会到来
。

这就是节俭与为积累而积累相通的关键所在 Σ

韦伯强调新教徒入世苦行的生活观和为积累而积累的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自然联系
。

这

点可以类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节俭观
。

在中国历史上
,

固其宗教观念的缺乏
,

人们更崇尚和

受制于节俭的道德信念
,

当作生活智慧的节俭观也不断在生活的艰辛和磨难中找到它存在的

合理性
。

马歇尔认为
,

节俭对许多人来说是受制于生活的一度拮据而产生的条件反射行为
。

事实上
,

因人所具有的
“

侧隐之心
” ,

生活的艰辛与苦难并不见得需要每一个人都去亲自体验
。

只要节俭可 以补救 或减少贫困的痛苦
,

富有的人当然也可以意识到穷者的困厄心境而提防此

种厄运降临在他们的头上
。

这 自然产生了中国人的忧患感
“

常将有 日思无日
,

莫待无时想有

时
” , “

虽在丰捻之时
,

须为凶险之备
开。

荀子
“
长虑顾后而保万世

”的节俭储蓄观当可视为这种优

患感的最好见证
。

节俭储蓄导致财富的不断积累
。

财富积累本身又给人们物质欲望满足提供手段
。

于是
,

钱财的魔力出现了
。

钱财与享乐往往划上了等号
。

有了钱便更想钱
,

以钱生钱
、

为积累而积

累的意识便代替 了最初的节俭意识
。

中国人对此的认识至少可与世界上任何其它民族相比拟
“

有钱能使鬼推磨
” , “

钱至十万贯
,

通神矣 Σ 无不可 回之事
” , “

可 以使鬼者
,

钱也
” , “

有钱可

使鬼
,

而况于人乎
” 。

中国文化的财富积累观不得不令人叫绝 Ν 一方面
,

节俭在传统文化中

以伦理道德出现而把财富积累当作是一种高尚的行为
,

另一方面
,

金钱万能的意识又毫不掩

饰地唤起人心的攫取欲
。

这二者从伦理学的角度似乎有天壤之别
,

但从现代增长经济学看来
,

二者只不过是异 曲同工罢了
。

它们二者都能如本文第三节所证明的那样去推动经济的快速增

长
。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儒家思想表面上的一个矛盾
。

儒家倡导的节俭观在客观上会引导人们

积累财富和以钱生钱
。

但儒家又宣传重义轻利
。

孔子日
) “

君子喻于义
,

小人喻于利
” ,

孟子

尤以
“

何必日利
”

著称
。

试问
,

孔子孟子将如何以他们的义利观去看待他们的积蓄节俭观 Ο 当然在孔孟的时代
,

节俭观与义利观在实践上的矛盾并未充分地暴露
。

由于生产的不发达和市场 #包括资本市场

的有限
,

节俭和储蓄所带来财富的规模受到了非常大的限制
。

只有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

工业革命的到来
,

伴随着国际金融资本市场的形成
,

无限制的财富积累在客观上成为必要和

可能
。

当资本家阶级的消费较之于他们所积累的财富是如此微不足道
,

而资本家阶级还一刻

也不放松对利润
、

利息的追逐时
,

人们自然会把此种现象认作是为积累而积累 #即韦伯的非

理性的积累
,

而不是为了消费的理性积累
。

在中国历史上
,

倘若这种由节俭储蓄所导致的为

积累而积累的现象曾经普遍存在
,

儒士们可能会少不了对节俭的指责
。

不过
,

早期儒家思想的义利观却不象宋儒那样
“

明天理 #义
,

灭人欲 #利
” 。

在孔孟看来
,

重要的是以义求利
。

孔子日
) “

不义而富且贵
,

于我如浮云
” #《论语

·

述而
。

这就是说
,

赚

钱发财要合乎仁义
Π
如违背仁义

,

富贵也没有什么值得追求的
。

正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
,

孔

子又说
) “

富而可求也
,

虽执鞭之士
,

吾亦为之
” #《论语

·

学而》
。

引自《钱钟书论学文选》第 !卷第 ΛΘ 页
,

花城出版社
,  Λ Λ 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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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则认为
,

只要从仁义出发
,

利将不期而至
。

从儒家宣讲
“
见利思义

”的反面可以看出
,

中国人在实践中可能未必记得圣贤们的告诫
。

Μ 天下熙熙
,

皆为利来
,

夭下攘攘
,

皆为利往 ,’# 司马迁 ) 《史记
,

货殖列传》
,

但这怪不了芸芸众

生
。

司马迁说得好
) “

夫千乘之王
,

万家之侯
,

高室之君
,

尚犹患贫
,

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Ο

孺家思想本来就鼓励人们节俭积蓄
,

因而它少不了引导人们以钱生钱
Π 再加上中国文化中金

钱万能的意识
,

中国大众怎么能不被积累储蓄所驱使呢 Ο 这正是中国大众的精神状态之适应

于当今国际性竞争的根本所在Ν 正如第三节的理论结果所示
,

节俭储蓄和为积累而积累必然

带来快速的长期经济增长
。

难怪在中国文化影响下 的许多东亚国家已先后在经济
Ρ

,起飞 Ν 难

怪在香港
、

新加坡
、

台湾
、

中国大陆和在遍布世界各国的华人中产生了如此多的善于理财聚

宝的企业家Ν

五
、

结语

本文试探性地分析了为积累而积累的资本主义精神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

论述了中

国文化的节俭观和财富意识与为积累而积累精神的一致性
。

为什么这种为积累而积累的精神

如此重要呢 Ο 在我所作的如上的理论解释之外
,

我列举下面四个经验实证来回答这一问题并

结束本文
)

 、 德郎 #  Λ 3 3 对自  3 / ϑ 年至  Λ / Λ 年  ϑϑ 多年的世界经济增长历史作了研究
。

他发现
,

在  3 / ϑ 年一度富裕的二十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并没有在  Λ/ Λ 年趋于收放
。

恰恰相反
,

平

均说来
,

以在韦伯看来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为宗教主流的国家在  Λ/ Λ年比以天主教为宗

教主流的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多三分之一
。

他把这种引起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定义为哑变量

放在他的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回归方程里
。

结果是
,

这一哑变量与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在统

计上非常显著
。

德郎说
,

此点的确可看作是文化影响导致各国之间不同经济增长水平的一个

例子
。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著名经济学家包尔了 # Λ /( 。

在《经济进步的宗教基础》一文中
,

他说
)

“
新教伦理不仅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

而且也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成功特别是孕育出高速度的

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
” 。

!
、

森岛通夫 #  Λ 3! 在其名作《日本为什么已成功Ο 》中
,

把日本的成功归于西方的技术和

日本化了的儒家伦理
,

特别是儒家的节俭观
。

他说
) “
如果 日本没有接受节俭的信仰

—
这是

资本主义的另一先决条件
—

那么
,

近代资本主义将肯定不可能在 日本取得
。

⋯⋯作为德川

幕府文化政策的结果
,

孔子学说在 日本民众中得到既深又广的传播
。

孔子学说在 日本被理解

为一种伦理的体系
,

而不是一种宗教
,

它直接教导 日本民众
)

节俭行为是高尚的行为
。

因此
,

在明治维新的后期
,

日本就已经完成了资本主义的第二个先决条件
”。

(
、

哈里森 # Λ35
, < ΑΘ5 , < <

Μ

 Θ 3 认为
,

拉丁美洲文化中有一种反企业家精神和反勤俭的

因素
。

这种文化压抑了企业家的本能的表现
,

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的比率
。

在这里我附带地说一下
,

以伦理指导赚钱的思想有其特殊的现实意义
。

本世纪 3ϑ 年代在美国金融市场所盛行的赚

钱不择手段已颇为世人所僧恨
。

近几年来
,

美国各名大学商学院都把商业伦现 # Σ 9 = − 9 ;、 。 ? Γ = ∃ ) Τ 作为企业经营

者的必修课程
。

中国儒家的早期思想 之适用于现世由此可见一斑
。



Θ
、

英国的衰落或俗称的
“

英国病
”

已为许多人所研究
。

美国历史学家魏纳则独树一帜
,

他

在 Δ ∀ Δ 年发表了一本著作 《英国文化和产业精神的衰落 Δ∀ ς #一Δ ∀ #》
。

他认为
,

英 国 自

Δ ∀ ς Δ年万国博览会之后
,

其社会和心理的潮流改变了方向
。

英国的产业家们越来越绅士化而

反对对生产率和利润的追逐
。

如此
,

资本家或产业家的精神在英国衰退
,

经济增长也 因此而

愈益放慢
。

Ε

今 专 文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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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任编辑 王利民.

∃上接策Θ∀ 页. 劳动
,

其计量尺度是社会平均劳动时间
Κ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

中的
“

劳
” ,

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是社会平均劳动与企业平均劳动的有机统一
,

在集体所有制

企业中则是企业平均劳动
,

其计量尺度分别是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与企业平均劳动时间的有机

统一和企业平均劳动时间
。

当然
,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
,

把全民所有制企业按劳分配

的计量尺度归给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与企业平均劳动时间的有机统一
,

把集体所有制企业中

按劳分配的计量尺度归结为企业平均劳动时间
,

这不过是理论上的一种抽象
,

在实践中它无

疑具有多样化的渐趋完善的表现形式
。

以上看法妥否
,

欢迎同志们指正
。

Δ !年 月

∃作者单位 中国金融学院. ∃责任编辑 风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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