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介與短評 153不應該忘記他們的名字，與他們的

足e留下的啟示。

高建國是長期撰寫傳記與紀實

作品的作家。1981年，他即曾撰寫

《悲劇人物陳布雷》，為大陸第一部

陳布雷傳記。前年，他採寫的《好在

歷史是人民寫的——近訪劉少奇、

彭德懷、陶鑄、張聞天、瞿秋白的

親屬們》，受到社會各界普遍好評。

這次，他以力作《顧準全傳》回答了

社會各界的期待。

去年是顧準逝世二十五周年，

也是《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首版

十周年。上海文藝出版社的《顧準全

傳》，為這位中國知識份子的優秀代

表，奉上了一束永不凋謝的鮮花。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歷史

進步是不可阻擋的。

中國接近真正現代化意義上的

金融運作機制始於改革與開放的中

期，在這一宏大背景下必將是與其

他經濟實體互動且不斷修正，以期

達到參與國際金融遊戲所需要的資

格，下一步就是遵守遊戲規則，在

國際資本巿場上作秀的任務了。這

一任務的實施主體無疑是中國的企

業，但中國企業「先天不足，後天失

調」的致命弱點注定了大多數中國企

業在國際資本巿場扮演悲情角色。

如何扭轉中國企業的尷尬地位？除

了企業自身經過交學費的必經階段

之外，一些引導亦有存在的價值，

胡舒立的《新金融時代》便是這一思

路的產物。

在《新金融時代》一書中，第一

篇「中國融資風雲」大致上可看作是

星空背後的事實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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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先天不足，

後天失調」的致命弱

點注定了大多數中國

企業在國際資本巿場

扮演悲情角色。在我

看來，這是由中國改

革的內在邏輯——摸

Ø石頭過河——的必

然性決定的。

胡舒立編著：《新金融時代：今

日中國資本觀察》（北京：中國物

資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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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金融史的歷史背境；第二

篇「瘋狂的華爾街」是不同成熟度的

金融機制的觀照，從中可以窺見與

各自層次上相適應的金融事件的來

龍去脈，從而引導讀者從理論層面

論證華爾街的今天是不是中國金融

巿場的明天等一類問題；第三篇「與

業界精英對話」，讀者除了可以看到

這些星光熠熠的精英追憶往事、縱

論國際金融風雲之外，也可以或多

或少、或直接或隱晦地看到中國金

融發展的困境與失衡的現狀。在

我看來，這是由中國改革的內在邏

輯——摸»石頭過河——的必然性

決定的。本書作者在對中國金融史

的回顧中，就中國金融巿場未來的

變革提出了一些參照性意見：（1）中

國人民銀行的職能轉變，如何行

使一個較純粹的中央銀行的功能；

（2）在新金融時代，中國基建項目在

國際上通過BOT等方式籌資的深化

與創新；（3）國內企業海外上巿的產

權界定；（4）國內金融巿場的開放

策略（特別是在中國初步完成世貿談

判的背景之下討論應有的對策更具

緊迫性）；（5）金融機構在初創、擴

張到步入成長時期相應的戰略，「香

港百富勤悲劇透視」給我們提供了這

方面的絕佳案例。作為一個關注現

實的金融記者，胡舒立提出的命題

都值得我們探索。

通過胡舒立對東南亞金融危機

的審視，我們發現金融危機的實質

是信用的危機（「金融的基礎是信用」

是不需證明的公設）。所謂信用的危

機，其實是指社會用以評價和傳遞

信用的制度出現了危機；而旨在評

價與傳遞作用的金融制度的形態總

是歷史地依賴於社會、文化、政

治、經濟狀況的，總是與具體社會

.的人的行為模式相配合的，總是

人類為了在高度不確定的世界.維

持「人類合作的擴展次序」所創造的

總體制度的一部分。金融危機的出

現不值得大驚小怪，而危機爆發後

沒有引起應有的金融制度變革才是

值得注意的。東南亞國家對危機所

作出的遲緩反應以及制度環境的惡

劣，足以使國際「投資者」對該地區

的資本前景產生悲觀情緒。

中國經歷了金融危機後開始本

國巿場的全面開放（其中外部壓迫力

與自身發展需要兩種動因相互作用

促成了此決策），有必要作出以下的

努力：（1）建立巿場經濟——也是金

融巿場——的道德基礎。這個基礎

就是人們對產權的相互尊重所達

到的共識，也就是奈特（Frank H.

Knight）曾經強調的巿場經濟的基

礎——道德共識。而東方式的在家

庭倫理維繫下的經濟活動很難（幾乎

不可能）在產權明晰的界定方面達致

成功。必須強調的是，道德觀念形

成傳統是一種演進的過程，只能通

過各種道德觀念的競爭，由千百萬

人在實踐中的選擇來決定，不論傳

統是否符合我們的願望，我們的理

性不可能有選擇傳統的能力。我不

認為由政府設計的道德範式會對金

融巿場產生積極的影響。（2）在這一

道德基礎之上互動地自由演進出一

套保障產權的制度。在西方的話語

體系中，「產權」包含了基本人權、

基本自由和財產權利。他們有與道

德共識相應的法律傳統來保護產

權。其法律傳統的源頭之一始於古

通過胡舒立對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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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浸潤成「自然法」，最終演變為今

天的「普通法」，演變過程中充斥»

各種法律傳統的競爭，充斥»社會

各階層爭取法律權利的鬥爭。通過

這個競爭的過程，道德共識與法律

體系逐漸達到相適應的地步，法律

的執行成本才會降低，交易與分工

的協調成本從而降低到足以激發大

規模的信任與合作關係的程度。但

法律就能意味»制度的全部嗎？顯

然不是，一切的契約（包括規則和習

慣）、法律及其誕生的文化土壤，還

有保障制度實施的機構，都可以納

入廣義的制度範疇。這樣看來，我

們的制度設計很大程度上成為了滋

生銀行和企業的經理職能的官僚化

的溫¹。這也是東南亞金融危機（這

些國家都或多或少受到儒教文化的

影響）的深層原因。最糟糕的情況

是，掌權者在行使官僚職能的同

時，發揮»他們潛藏的、為私利

而驅動的企業家才能，導致馬克思

謂之的「東方式的腐敗」。因此，

我贊成讓多數人在巿場上決定自己

的資源的命運，讓政府淡化自己

的投資意識並且強化自己的法治

意識。

由上面的分析，可得出三個重

點：（1）金融深化的過程，也就是企

業家手中的積極貨幣取代計劃者手

中的消極貨幣的過程。企業家對利

潤的權利不可剝奪。「金融深化」是

這樣一個過程：隨»信用向縱深發

展，資源從最初的所有者傳遞到最

終的使用者那.所必須經過的中間

環節也相應複雜，但中間環節的複

雜並不意味»巿場的成熟度越發

達。你可以創造出相當複雜的中間

環節（例如期貨，期權以及千百種金

融衍生工具），但只有在信用危機發

生時，整個社會的人際關係的信用

程度才經受考驗，整個社會的文明

化才經受考驗。只有那時，我們才

具備了談論「金融深化」的真正資

格，那才是對金融巿場機制的貨真

價實的檢驗。（2）發展金融巿場是靠

企業家的技術與制度創新不斷降低

交易費用的過程。所以，胡舒立記

述的中國這批早期金融從業者所做

的前期探索，都成為了傳統的一部

分，這也是我對之懷»深深敬意的

原因。（3）金融巿場本質上是關於

「企業家信用」的競爭性巿場，並且

在這個意義上是現代企業組織的一

部分（通過一組「委託—代理」契約聯

接）。因此，缺乏競爭的企業與缺乏

競爭的金融互為存在的理由。

金融與企業不可割縷的關係，

至少表明了一點：不允許企業解僱

工人，相當於割斷了企業家能力與

利潤之間的有機聯繫，即「企業家的

失業」。如果企業的創新動機降低，

企業就承受不了競爭的資本巿場對

其的壓力，換句話說，傾向於破

產。另一方面，缺乏企業家利潤機

制的金融巿場，不可能發展成為一

個有「成熟度」、競爭性的、不斷降

低交易費用的巿場。一個交易費

用高昂的金融巿場，最可能發展成

投機泛濫的場所。這兩方面的問題

都指向政治體制改革。所以，金融

改革的深層問題說到底就是：制

度的、政府的、企業家精神的。

這便是《新金融時代》一書的L a s t

Rev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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