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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向钱看
市场经济改革之初，有学者提出，市场经济就是“向钱看”的经

济，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

应该承认，这种简单化的说法对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还是有积极意
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宣扬“重义轻利”，似乎只有为什么主义或理念奋
斗才崇高，一谈到钱或利就俗不可耐了。所以，尽管钱作为一般等价物
可以交换到各种享受，人人内心里都爱之甚深，但却要装出一副“疾钱
如仇”的样子。文雅点的把钱称为“阿堵物”，直白点的把钱称为“铜
臭”。说的和做的完全是两回事，这就是传统文化道德的伪。计划经济
下，我们也是重精神、轻物质。钱似乎成了万恶之源，谁要强调一下与
钱相关的物质激励，就被指责为金钱挂帅、修正主义。

对钱的这种错误认识使社会不能建立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资源配
置失误，生产效率低下。人人都不敢说钱，人人都没有钱。说起来是社
会平等，实际上是共同贫穷。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都是从
讲“钱”、调整经济利益关系（就是钱的关系）开始的。商鞅变法、贾
探春掌管荣国府、赫鲁晓夫在20世纪60年代的试探性改革，以及中国
最早的包产到户，莫不如此。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就把利润（金钱）作
为企业提高效率的“牛鼻子”。对金钱的态度往往成为保守与改革的分
水岭。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位学者在改革之初强调人们敢于“向钱
看”，是进步的、有意义的。把市场化经济改革简化为“向钱看”固然
片面了一点，但当年这种矫枉过正的说法还是有震撼意义的。矫枉必过
正，正是这样吧。

但是，矫枉过正的极端说法毕竟不是科学的观点。一次思想解放运
动可以从一个极端的口号开始，但如果不回归到科学的态度，则会随风
而过，甚至产生破坏作用。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来以科学的
态度重新审视“向钱看”这个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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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当然要讲“钱”。对社会来说，“钱”或者国内生产总值
(GDP)是经济状况的最重要指标。对企业来说，“钱”或者利润是经营
好坏的最重要指标。对个人来说，“钱”或者收入是成功与否的最重要
指标。“钱”作为可衡量的物质利益或财富，能推动社会进
步。“钱”并不低俗，也没有什么罪过。

然而，“钱”并不是市场经济的一切。从本质上说，自由是社会发
展的终极目标。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概
括了市场经济的实质。市场经济要使整个社会福利不断提高，或者说使
每个人的物质与精神享受增加。“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或基础，
但并不是这个目标本身。把“钱”作为市场经济的中心和全部，往往会
引起不合意的结果。一个社会把GDP作为唯一目标会引起资源过度消
耗、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平加剧等问题。结果GDP增加了，“钱”多
了，人民未见其幸福。一个企业不惜一切手段追求利润，甚至突破了法
律和道德底线，在某一时期内会得到大量“钱”，但绝不可能基业常
青。一个人只知道赚钱，“钱”再多也谈不上“幸福”二字。完全
用“钱”去引导一切，这个市场经济就会脱离它的终极目标、脱离正常
发展的轨道。其结果必然是一场社会灾难。“向钱看”是一把双刃剑。
它可以推动社会前进，也可以摧毁一个社会。

市场经济并不完全等同于“向钱看”的经济。市场经济讲“钱”有
三个重要前提。一是立法。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用法律来维护社
会秩序。赚钱是正当行为，但如果用违法手段去赚钱，如走私、贩毒、
侵权、造假，就不是我们提倡的正常的“向钱看”。二是道德。市场经
济不仅讲“钱”，还讲一切美好的东西，如对社会的责任、对其他人的
同情、没有金钱利益的见义勇为、人与人之间纯洁的友情，等等。为金
钱而抛弃一切，为金钱而突破道德底线，绝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市场经
济。三是公平竞争。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下，把“钱”（利润或收入）作
为一种引导，才会有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因为竞争是效率的来
源。如果存在垄断，垄断者“向钱看”，看到的只有它自己的“钱”，
而无助于效率提高。不讲这些前提，简单地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向钱
看”，其不利于社会进步的那一面刃就要危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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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口号化”的国家。“口号化”的特点就是把那些本身
并不错的思想简单化、庸俗化，从而引起很坏的结果。强调市场经济
要“向钱看”并不算错，但成为一个简单的口号，忽略了它本身许多至
关重要的内涵时，就产生了许多倡导者意想不到的结果。社会“向钱
看”，就有唯GDP论；企业“向钱看”，就有伪劣产品；个人“向钱
看”，就有种种诈骗事件；甚至医生、教师也“向钱看”，就有收红
包、乱收费了。“向钱看”到了这个地步，就糟蹋市场化的名声了。

“口号”害人，“口号”误国，现在是该清理一下包括“向钱
看”在内的“口号”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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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不是万能的
有一阵子，人们对GDP爱得要命，唯GDP论英雄，为追求GDP增

长而舍弃一切。这阵GDP热过去之后，人们发现，在GDP高速增长的
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了、环境污染加剧了，于是又开始恨起GDP
来，倡导不具操作性的绿色GDP，甚至要取消GDP。这GDP到底怎么
了，让人爱来，又让人恨？

其实GDP仅仅是衡量一国整体经济状况的一个数字指标，爱与恨都
大可不必。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和企业都要根据整体经济状况做自己
的决策，政府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势态制定政策。这就需要一个具体的
指标来反映整体经济运行状况。而且，这种指标必须具体、明确，让人
一看就懂。于是经济学家建立了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创造了GDP这个指
标。自从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建立这个体系以来，
GDP这个指标一直在使用和改进中。应该说，GDP是能基本反映一国
整体经济运行状况与历史趋势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提出为
公众接受的另一种指标体系来替代GDP，也没有一个国家不使用GDP
这个指标，或有放弃GDP统计的计划。人人都用这个指标，我们有什么
理由放弃？

经济发展的基本目的是提高所有人的福利。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
看，或者从世界各国来看，GDP增长与人民福利的增长是同方向变动
的。GDP表示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这代表一国的经济实力和财富，是
人民福利增加的基础。没有GDP的增长，绝不可能有福利增加。追求
GDP是各国政府的共同目标，何罪之有？

当然，还应该强调的是，GDP并不是衡量一国经济和人民福利的完
善指标。首先，GDP的统计并不是准确的，难免有重复计算或遗漏。
GDP是计算物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不进入市场交易的物品与劳务就无
法计算进去。例如，毒品、娼妓等非法交易；虽然合法但为逃税而产生
的地下经济及相应的灰色收入；自我服务的家务劳动或自给自足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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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等等。法治越不完善，市场化程度越低，GDP遗漏的就越多。据
经济学家统计，就全世界而言，这一部分占GDP的2%～7%。而且，经
济越不发达，这一部分越大。

其次，GDP没有反映出为增加GDP而付出的代价。例如，在GDP
增长的同时环境恶化了，自然生态破坏严重，资源枯竭。这种代价无法
算入GDP中，但对人民福利有负面影响。再如，当把更多资源用于军备
时，GDP也会增加，但GDP反映不出用于提高人民福利的物品与劳务
的减少。正基于这个原因，经济学家早就区分了反映生产水平的GDP和
反映人民福利的净经济福利(NEW)指标。

最后，GDP是总量指标，不能反映收入分配状况。在经济发展的某
一阶段，随着GDP增长，会出现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现象。这时，
GDP增加反而会引起人民福利的下降。GDP也好，人均GDP也好，都
无法反映收入分配状况，从而出现“富裕中的贫困”这种不正常现象。

由于这些原因，各国都不把GD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状况的唯一指
标。在衡量经济与福利状况时还有物价指数、失业率、贸易总量、人均
收入、环境污染指数、基尼系数等指标。同时，由于各国市场化程度不
同、汇率不同，也很难仅仅用GDP来比较各国的经济与福利水平。

许多经济学家认识到GDP这个指标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也在努力地
完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和GDP指标。但仍然是理论上的分析多，实际的
可操作性小。例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提出了
净经济福利这个指标，但至今仍没有一套可以操作的计算方法，至今未
被各国和联合国统计当局采用。至于绿色GDP云云与净经济福利指标也
并没有什么根本差别。在没有更好的、可替代GDP的指标出现之前，我
们还不得不用GDP。无论你爱GDP也好，恨GDP也好，使用GDP都是
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对我们国家来说，不是要不要用GDP指标的问题，更不是用绿色
GDP来代替GDP，而是要完善GDP统计工作。从以往经济普查之后中
国GDP数字较大幅度的调整来看，GDP的统计工作还有缺陷。总体上
是低估了，但不同省份有的遗漏较多，有的还有“注水”。这就要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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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工作立法，更全面、准确地收集统计资料，并运用更先进的统计技
术手段，使GDP更真实、更准确。GDP越接近于真实，经济政策的失
误就越少。

这些年来，中国GDP的增长率相当高，但由于底子薄、人口多，
GDP总量和人均GDP都不高。因此，追求GDP增长、保持较高的GDP
增长率，仍然是重要的。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却是万万不能
的。和谐社会的建立，GDP增长还是基础。我们要纠正的是唯GDP的
那个“唯”字。这就是说，我们在追求GDP的同时，要注意保护环境、
节约资源，并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如果把唯GDP作为“右”，把放弃GDP指标作为“左”，在GDP
问题上就要既反“左”又防“右”，走一条中间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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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不是预测出来的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他的《通论》中集中分析了短期宏观经济。

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分析长期问题时，他回答了一句：长期中我们都要
死。

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时间越长，这种不确
定性越多，无法预测的突发随机事件也越多。因此，在经济学家所做的
许多长期预测中，正确者极少。

“二战”之前，汉森等一些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了“长期停滞
论”。他们预言，战争结束后军备开支急剧减少，总需求会严重不足。
因此，在从战时经济转向和平经济时，经济会出现一个相当时期的低
迷，甚至停滞。从理论上看，这种预测没有问题。但结果，这种长期停
滞并没有出现，战后整体经济是繁荣的，即使在战争刚结束的一段时
间，经济也没有出现他们预言的严重衰退。这是因为他们当时没有预料
到战后的两个重大变化。一是国家干预经济，用政府公共工程支出来代
替军备支出，总需求不仅没有减少，还有所增加。20世纪50年代，艾
森豪威尔当权时实行的高速公路计划就强劲地拉动了经济。二是“二
战”结束并不是战争消亡，军备支出减少。局部战争（如朝鲜战争、越
南战争）一直没有停止。而且，冷战引起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

长期停滞论者当时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以后世界的这些变化，预测
当然落空了。

长期停滞论是根据经济理论从逻辑上推导出来的，依据并不充分。
如果运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大量翔实的数据，预测的结果会如何呢？

20世纪60年代后期，面对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严重，不少人对人
类未来的前途忧心忡忡。1968年，意大利菲亚特董事长邀请西方国家
的科学家、经济学家等各界学者讨论人类的未来，这就是著名的罗马俱
乐部。罗马俱乐部委托计算机专家麦多斯对人类未来进行预测。这种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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