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地看! 西方主要国家
出于战略考虑! 往往选择性传
播其经济思想! 以营造有利的
国际经济环境" 中国人最近百
来年里通过多个途径传播西方
经济思想! 在全面抗战之前的
民国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最
近

!"

多年各形成了一次高潮"

这些传播也具有选择性" 西方
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应该以
适合真实的需要为旨归! 对看
起来完美而实际上有害于当时
发展的经济思想要保持足够的
警惕! 以避免 #未觉之痛$%

思想传播具有选择性是一
个不争的事实" 思想的选择性
传播自觉或不自觉地打上了人
为的烙印!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是有关国家出于战略考虑而对
思想资源进行有目的地采择和
宣扬" 对此! 无论专门研究思
想史的人! 还是与之有涉的任
何其他人 ! 都必须加以注意 "

这里我仅就西方经济思想选择
性传播史简要地谈两个方面"

西方 ! 英 " 美 " 德

的选择性传播

对于最近
#""

多年世界历
史的发展! 英国& 美国和德国
都曾产生过方向性影响" 这些
国家在经济上取得过辉煌的成
就' 并且! 在与经济有关的政
治和军事等方面! 无论令人欣
慰还是使人痛苦! 都已成为记
忆中最深刻的部分" 英国& 美
国和德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 !

国内资源禀赋和国际经济环境
等条件! 彼此之间是存在差异
的! 它们之间的竞争从来也没
有停止过 ! 甚至可以这样说 !

这些国家的经济崛起都是围绕
国家间竞争而展开的" 在人类
社会! 只要还存在国家! 大国
崛起与守成就是不谢幕的主
题' 国家间竞争的战略考虑融
入大国及潜在大国政治家的思
维模式! 经济思想的传播具有
选择性也就不足为奇"

$

& 英国 " 不能否认的是
英国崛起与这个国家持续几百
年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存在直接

的关系" 特别是从工业革命开
始至

$%

世纪中叶 ! 英国借助
(航海法 ) (谷物法 ) 和保护
关税等重商主义政策! 通过国
家干预成就了无可匹敌的工商
业霸权% 按常理说! 重商主义
作为英国崛起的国家记忆是会
被大书特书的! 但是! 历史总
有出人意料的地方%

这就要提到亚当*斯密
$&&'

年出版的 (国富论 ) 以
及它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判若
云泥的际遇 % 在这本著作中 !

斯密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主线 !

串连起关于国家财富及其原因
的一整套观点! 编排有致! 褒
贬分明% 但是! 这本著作中几
乎所有的观点! 都不是斯密原
创的% 另外! 既然拿经济自由
主义作为主线进行串连! 就有
必要表明如下态度+ 英国过去
几个世纪通行的以及当时仍在
采用的重商主义政策违背了自
然而又自由的原则! 它们是错
误的和没有必要的政策% 从上
述角度来说! 斯密对于经济思
想的贡献! 不在于发现和阐述
了具体的经济学原理! 而在于
对经济思想体系进行了最初的
构建与纯化%

斯密的 (国富论) 甫一出
版! 就在大众层面产生了一定
的反响% 例如! 到他去世后一
年即

$&%$

年! 该书在
$(

年里
发行了

(

版 ! 共 约
'&("

至
&)("

册 % 但是 ! 一种经济理
论若要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
指导思想的高度! 非得被主要
的政治人物接受并且在一系列
重要的政策上体现出来不可 %

而事实却是+ 在英国议会辩论
中! 在 (国富论) 出版后的四
分之一世纪也即

$*+"

年以前!

斯密的话很少被引用 ,他在经
济学家当中仅排在第九& 第十
的位置 - ! 诸如洛克 & 休谟 &

配第等人的语录才是政治家们
惯常引用的% 不过! 随着英国
工业& 外贸和海军等势力进一
步增长 ! 这种格局发生了变
化.//自

$%

世纪初开始 ! 斯
密语录被引频率上升了! (国
富论) 逐渐被神化到了经济学
圣经的高度%

(国富论) 出版半个世纪
之后! 英国在重商主义政策支

撑下已经建立起足够的力量和
自信! 政策上向经济自由主义
转变正是合适的时机% 通过这
种转变! 英国的战略目标演变
成了塑造一个以自己为中心而
与外围国家共同构成的全球经
济循环体系 % 在这个体系中 !

英国处于有利的分工地位和占
优的分配格局% 当然! 这一切
都是缓慢进行的% 英国经济政
策的表现是 + 从

$*)'

年开始
关税率逐渐降低 '

$*,"

年代
相继废除了 (谷物法) 和 (航
海法)'

$*'"

年与法国签订了
(科布登

-

谢瓦利埃条约 )! 全
球第一波贸易自由化浪潮得以
开启 % 与上述政策转变相伴
随! 英国以国内自由竞争与国
际自由贸易的名义! 向全世界
传播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希望
他国与之相向而行%

#

& 美国 % 建国之后究竟
以怎样的经济思想作为发展战
略的指导! 杰斐逊的以农立国
派与汉密尔顿的工商立国派曾
经产生过激烈的争论% 杰斐逊
与汉密尔顿都是了解斯密经济
思想的% 但是! 杰斐逊看重的
只是斯密经济思想中的自由主
义! 对美国发展农业和自由贸
易情有独钟' 汉密尔顿却与之
不同! 不仅看重斯密经济思想
中的分工和市场等学说! 而且
根据美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
段& 英法崛起的历史经验以及
与欧洲列强竞逐的现实需要 !

还看重斯密在 (国富论) 中大
加挞伐的重商主义政策! 并且
在 (关于制造业的报告) 中提
出了美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
和具体手段% 总体来看! 在美
国崛起时代 ,

.&*%

年至
.%.!

年 -! 尽管在学院派经济学中
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占据了主流

地位! 但在经济战略和经济政
策层面上! 保护主义却得到了
长期坚持%

这里所说的 0美国体系$!

主要包括关税保护& 内部改善
和国家银行这三个方面% 其中
除了国家银行政策 ,从杰克逊
总统第二任期到

.%.!

年美国
崛起以前- 未予落实之外! 关
税保护与内部改善政策却是一
以贯之的% 其中! 关税保护既
为促进美国国内自由竞争提供
了有效的庇护! 又为以改善交
通运输为主要方向从而实现美
国国内产品& 人员和资本的便
利流动提供了财政支持% 这里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主导的
全球第一波贸易自由化浪潮
中 ! 美国并未与之相向而行 !

即也选择自由贸易政策! 而是
从南北战争开始一直与之背道
而驰 ! 即选择保护主义政策 %

通过大约
!+

年努力 ! 美国终
于在

.*%+

年代取英国而代之!

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 并且 !

大约在
.%.!

年实现了全面崛
起 ! 随之迈入了 0踌躇的霸
权$ 时代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这个时代才告终结-%

重要的是! 0二战$ 之后
的美国也像

.%

世纪中叶的英
国一样! 取得霸权地位以后就
采取了转向自由贸易的策略 !

其背后的战略构想其实是一样
的' 与之同时! 在向其他国家
传播经济思想的时候也与之类
似! 即以经济力量& 政治手段
和话语权等作为推手! 争取它
们与美国一样在国内培育自由
竞争& 在国际行使自由贸易政
策% 例如! 0华盛顿共识$ 是
一个具有欺骗性的新自由主义
政治经济理论! 它将自由贸易
放到一个不容质疑的高度并且

披上了道德的外衣% 美国卖力
地向其他国家宣扬自由贸易 !

其实是具有维护美国霸权的大
战略考虑的 % 再如 ! 成立于
.%&!

年的美国传统基金会在
一份 (使世界变得对美国安
全) 的报告中认为! 自由贸易
是美国五大利益之一 ,其他四
大利益分别是领土与领空安
全& 防止大国威胁& 获取资源
和海上航行自由& 保护美国公
民生命与财产免受威胁 -! 它
是美国最好用的武器! 破坏自
由贸易是对美国全球重要利益
唯一的非军事威胁% 当然! 在
自由贸易大势下! 美国并没有
放弃保护主义理念 ! 而是在
0公平贸易 $ 名义下策略性地
对之加以利用%

从美国采用保护主义政策
实现崛起& 在守成阶段转向自
由贸易政策并且向他国传播经
济自由主义这一过程中也可看
出! 经济思想的选择性传播是
国家间竞争的一种策略性手
段 % 这种手段是通过学术组
织& 各种媒体& 学历教育& 国
际条约等予以实施的%

!

& 德国% 直到
.%

世纪早
期! 德国还是一个四分五裂的
联邦国家 ! 邦国间关口林立 &

交通不便 & 度量衡不统一 %

.*!,

年的关税同盟使德国内部
的竞争性市场开始形成! 此后
德国又实施了以大规模铁路建
设为主要手段的经济发展计划%

在俾斯麦手里! 德国在
.*&+

年
实现了统一!

.*&%

年实施了保
护关税制度 ,尽管关税率比欧
洲其他国家的低一些-% 德国在
国民教育和技术发展等方面也
做出了持续并且富有成效的努
力% 其结果是在第二次工业革
命中德国与美国一道引领世界
潮流! 一跃而于

#+

世纪初年成
为欧洲经济之执牛耳者% 这一
切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经济
战略思想是分不开的' 李斯特
在德国一度也很受尊敬! 被视
为伟大的爱国者%

但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特
别是经济崛起之后! 即使在德
国! 李斯特的经济战略思想也
越来越少地被提及了% 这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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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门在清末被欧洲人洞开之后!国人先是在器物层面上"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求自保$ 但是!这
种策略随着甲午战争硝烟的散去而归于失败$ 与之不同的是!一些知识精英试图从精神层面进行
反省与图新$其中之一是通过文献译介以及教育与研究而对西方经济思想进行传播$当然!这种传
播也具有选择性!摸错了路数和走岔了方向的例子比比皆是$ 其中!有些是已觉之痛%但是!更值得
警惕的是"未觉之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