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的责任

财富和伦理

在本文中，我们用企业家泛

指合法参与市场经营活动、先富

起来的人群。我们应当如何看待

他们积累的财富？ 在这里，我们

更多讨论的是伦理上的合理性。

“伦理” 一词的使用有更多的公

共属性，“道德”一词的使用有更

多的私人属性。伦理是公共的道

德，道德是个人的伦理。 不少学

者把财富的积累完全归因于企

业家拥有的企业家精神、他们对

风险的承担以及他们的才智和

胆魄。某大学有教授就说过：“财

富本身是人创造的。当一个人富

有以后， 他没有什么可害羞的，

这是他靠努力而获得的。而不是

说太愧疚了，社会给了我这么多

财富，我该想着怎么回报它。 ”

的确，在不少市场学派人士

的眼里，企业家的所有财富完全

通过市场行为获得，他们在市场

中的每一个行为都是交易双方

自愿，也对交易双方有利，即所

谓帕累托优化。他们以利己之本

心，却通过亚当·斯密所说的“看

不见的手”， 在追求私利的过程

中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最优分配

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利己主义和

利他精神通过神奇的市场达到

和谐统一。一个企业家只要是市

场经济中的强者，就已经对社会

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如果我们认

同这样的归因，那么企业家对自

身所拥有的财富在伦理上拥有

无可争议的合理性。

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政府

的第一要义便应如自由主义的

奠基者约翰·洛克所述，“保护生

命、自由和财产权”。 除此之外，

政府职能应当尽量精简。政府对

企业和个人的税收应当尽量减

低。 正如托马斯·潘恩在《常识》

中所说：“政府，在其最好的情况

下，也只是必要的恶。 ”

洛克和潘恩为美国独立革

命提供了思想的源泉。他们的自

由主义思想，经过现代思想家如

哈耶克等的发展，成为西方精英

阶层的主流信仰，并且随着美国

的强盛而在全世界， 包括中国，

拥有许多信徒。在中国社会关于

政府职能和税负高低的各种争

论里，都能看到这些思想的强烈

印记。 在这样的思想框架下，企

业家对自己财富的处置完全是

个人的选择。他们有权任意挥霍

自己的财富，而不必考虑他人的

看法。他们对公益和慈善的投入

也完全是私人道德的选择。不做

无可厚非，做了可以洋洋自得。

这样的思想框架下，很难做

出一个理性的论述，来推动企业

家对公益事业的投入。 安德鲁·

卡内基的《财富的福音》被认为

是近代美国公益事业的奠基文

档。 在文中，卡内基最核心的论

点是： 留给后代巨额的财富，无

异于留给他们一个巨大的诅咒。

但这是没有太强说服力的。于是

最终卡内基只能诉诸宗教信仰，

告诉人们为公益事业服务是这

个时代的基督精神。美国当代最

有影响力的慈善家比尔·盖茨，

试图用另一种观点来论证公益

事业的必要性。盖茨在哈佛大学

的演讲里，用“每条生命都有同

等的价值”作为触动他投身公益

的最大理由。 但这一观点既抽

象，也无法诉诸现实。 “同等的价

值”到底在哪里体现？ 一个明显

的事实是，盖茨能安心住在上亿

美金的豪宅里，而全世界仍有 7

亿人生活在每天收入 1.9美元的

国际贫困标准以下。

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不切

实际的抽象道德准则，都很难给

中国的企业家一个有说服力的

理由———为什么他们应该主动

投身公益事业，和他们尚未摆脱

贫困的同胞分享他们的财富。媒

体上不乏为弱势群体呼吁的声

音，但这些呼吁大多以感性的方

式诉诸同情，对听者没有责任感

的约束。在市场经济仍是社会财

富的主要创造方式的今天，我们

如何理解不同人在财富上的巨

大差距？ 如何用相对理性的分

析， 来理解财富的伦理合理性，

并以此来指导我们对社会其他

群体的态度和责任？每个社会对

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不同的。要

针对中国社会回答这个问题，我

们需要在中国的历史语境里，回

到市场经济理论的本源。

经济的外部性和“牺

牲红利”

如果你相信市场经济的伦

理正当性，就很难不承认个人权

利的至高无上和个人财产权的

神圣不可侵犯。如果你承认个人

权利的至高无上和个人财产权

的神圣不可侵犯，市场经济的伦

理正当性也是顺理成章。自由主

义思想和市场经济这对亲兄弟

彼此印证，似乎无懈可击。

在市场经济思维盛行的中

国， 要理解这种观点的局限性，

我们必须用市场经济的分析方

法来打破市场经济的迷思。在这

里我们回到一个市场经济理论

的概念：外部性。

外部性最早由经济学家庇古

提出，指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对

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

影响，即社会成员从事经济活动

时其成本与后果不完全由该行

为人承担。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建

在河边的化工厂，为了生产化工

原料，无偿占用并污染了大量的

河水。化工厂在市场经济中获得

了高额的利润。假设社会没有严

格的环保法律，这些利润完全合

法， 但在伦理上显然是不合理

的，因为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

外部成本，河水资源，没有被市

场合理定价。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

在他的科斯定理里提出，在满足

一定的条件下，外部性问题可以

用市场交易手段来解决。如在之

前化工厂的例子里，各方可以设

立一个排污权交易市场，来为河

水污染定价。 这样，原来的外部

性就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一部分。

但科斯没有看到的是，把市场经

济放在一个更大的政治和历史

的框架下，很多外部性问题是永

远无法用市场来解决的。在中国

的历史语境下，尤其如此。 在当

代中国产生的任何财富都和以

下三大外部性因素有关：

其一，不言而喻，一个拥有

独立主权的现代国家是发展经

济的先决条件。 如果在 1931 年

日本侵华 ，1937 年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的时刻， 没有中华热血

儿女们前仆后继 ，在 “二战 ”正

式开始之前就和日本法西斯主

义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殊死斗

争，那么中国的历史，乃至世界

的历史都会被改写。 我们今天

的市场经济和所有积累的财

富，都不会存在。

在抗战中，中国直接死亡人

口近二千万，其中山东省、江苏

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等地

区死亡人口最为惨重。先烈们不

是为自己的后代和亲友牺牲的，

而是为整个全民共同体献出了

生命。

这些牺牲没有也无法被市

场合理定价。但我们用一个简单

的思想实验可以知道，它们的价

值绝对不菲。你愿意用多少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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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收入层面的基尼系数已从

2002 年的 0.4983 升至 2014

年0.5704。此外，再分配调节后

的得益者大部分都是60 岁以

上的老人，而与大部分青壮年

阶层无关。

在《小偷家族》的故事中，

“柴田一家” 唯一的稳定收入

便是奶奶的养老金。 片中，无

论是 “夫妻 ”阿治 、信代 ，还是

“妹妹”亚纪都没有稳定收入，

只能靠打零工又或是从事“风

俗业 ”来赚取微薄收入 ，以至

于不惜靠偷窃度日。 在日本，

年收入 200 万日元以下者就

可被视为 “低收入阶层 ”的一

员。 根据片中柴田一家的生活

状态 ， 全家的年收入是否有

200 万日元都值得怀疑。 而在

全日本，这类贫困者的数量之

庞大或许出乎不少外国人的

意料，也远比很多日本人想象

的要多。参照最新的调查统计，

日本目前年收入低于 200 万

日元者高达 1069 万人之多 ，

而 1999 年时仅有 804 万人。

另根据 2017 年的统计 ，

日本全国人均年收入为 422

万日元，较之泡沫经济破灭之

初 1993 年的 452 万日元下降

明显。 在 20 岁到 34 岁之间的

青年群体中，认为自己属于中

产阶级的人数， 较之 10 年前

掉了近 10%， 而认为自己是

“低收入阶层” 的人数却增加

了 13.3%。 日本文化研究者三

浦展将这类滑入 “低收入阶

层 ”的中产阶级称为 “下流社

会”。 自三浦展后，“下流社会”

以及衍生而来的 “下流老人”

等等都成了日本社会的新热

词。 而所谓“低欲望社会”，在

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当代日

本人尤其是年轻人基于不安

定社会现状的一种自觉。

泡 沫经济破灭之初，不少

人都认为日本经济总

量当时仍是世界第二，而且拥

有极高的全民储蓄率。 这些都

能帮助日本社会对抗经济不

景气、老龄化等问题。 漫长的

不景气和金融危机却让日本

国内的人寿保险公司成了最

大“受害者”。 首先，这些人寿

保险公司往往持有大量低息

国债。 而金融市场一旦出现剧

烈波动，在日本“官商协调”的

传统影响下，大型人寿保险公

司也会应政府的要求去救市

接盘，结果直接导致保险公司

的不良债权累计高达数兆日

元。 1997 年，日本人寿保险公

司以 2520 亿日元的亏损宣告

破产，成为二战后第一家倒闭

的保险银行。 三年后，日本保

险业排名第 11 位的千代田人

寿保险、 第 12 位的协荣人寿

保险相继宣告破产，亏损总额

高达 7.4 兆日元。 进入新世纪

后， 相当多日本老人的保险、

存款都随之化为泡影，以至于

成为所谓“下流老人”。 顺便一

提，2010 年后日本的零储蓄家

庭占比已高达 30%，而在上世

纪 80 年代时仅为 5%。

截至 2016 年， 领取社会

福利金救助的老人已 多 达

1100 万人。这意味着每三位老

人 ，就有一位是所谓 “下流老

人”。 在东京都，这些老人可以

领取政府提供的 “生活补助

费”和“住宅补助费”每月合计

约 13 万日元。 面对严峻的现

实， 厚生劳动省不得不承认：

受养老金不足的影响，高龄者

家庭被迫申请救助金的数量

将会持续增加。 《下流老人》的

作者藤田孝典本人就是一位

非营利机构的社会工作者，因

此也目睹过相当多令人唏嘘

的故事。在他看来，“原本贵为

社长这类高地位者 ， 晚年却

沦为流浪汉的例子非常多。 ”

不幸早逝的动画导演今敏 ，

其 2003 年的电影《东京教父》

的主角就是三位浪迹东京街

头的流浪者 。 在他看来 ，“这

些流浪汉与他们过去的生活

比起来 ， 的确都失去了人生

应有的光采 。 他们的不幸之

处并非因为身份是流浪汉 ，

而是他们失去了曾经拥有过

的光芒。 ”比起风餐露宿的流

浪汉们 ， 《小偷家族 》里 “柴

田一家 ” 唯一的不同之处或

许就是有奶奶的老房子可供

大家栖身 。 而在 《东京教父 》

的故事里 ， 三位身为流浪汉

的主角如同 《小偷家族 》的

“柴田一家 ”，也组成了一个

被主流社会放逐的 “临时家

庭 ”。 在今敏看来 ，当代的日

本算是一个富裕的社会 ，却

产生了大量的流浪汉 。 他们

虽不至于饿死 ， 却只能在街

头游荡 。

2018 年初，日本厚生劳动

省发布了一份有关流浪汉的

调查报告。 报告的统计数据显

示，日本全国流浪者的数量同

比下降了 10.1%，“充分说明各

地自治体社会支援措施取得

显著效果”， 似乎也在暗示如

今日本社会的福利救济制度

依旧能正常运转。 然而，值得

注意的是厚生劳动省的这个

统计并不包括无固定住所者，

只统计那些“定居”在公园、河

边的流浪汉，包括“网吧难民”

在内的居无定所者并不在统

计之列。 这类人如同“柴田一

家 ”一样 ，依旧是游离在日本

主流社会之外的一群日本人。

（作者为上海图书馆信息

咨询与研究中心竞争情报部

副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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