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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学术界一直想搞清楚决

定长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些因素存在于各种领域，而经典

狭隘的经济方法论并不能为我们提供这

个根本问题的满意答案。采取跨学科的

探索态度是必要的，因为世界和文明的

未来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领域，而与文

化、社会、政治、人口、科技、生态等

领域同样相关。因此，当我们试图回答

“这个世界将走向何方”这样的问题时，

我们需要找到综合的答案。

主流经济学已无法解释全球经济

当代经济学思想正在经历一场严重

的“灾难”，不亚于 2008 年至今仍在发

酵的全球多重的经济危机。只有对确保

持续增长和发展的三角框架进行正确、

综合和深入改革，特别是移除系统和结

构弊端，我们才有可能成功战胜危机。

这个三角框架的主要内涵是：价值是经

济决策原动力的基础；机制是从行为学

角度体现的经济游戏规则和对自由经济、

社会和政体的规范；政治是运用市场体

系工具的方式。

社会经济和政治事件的进程经常是

相辅相生的。这个微妙的观察其实有深

远的意义。主流经济学总是试图聚焦于

某个狭隘的单个方面，而时下的很多事

件与当下的政治经济社会进程有着复杂

的关系，相互之间存在着非常有趣的联

系。用主流经济学那些传统方法是不可

能对下列任何现象给出满意解释的——

从美国的危机、欧元区危机到阿拉伯之

春的结局，从中国经济的腾飞到巴西经

济的成就，再到北欧社会市场经济的成果。

这只是部分实例。还有数不清的其

他重要进程包含着对未来不可忽视的影

响：该做什么、怎么做、不该做什么、

如何避免。如果没有一个多层次的综合

分析并加以正确的政策与战略，预测甚

至是塑造未来是不可能的事。虽然未来

不可能为我完全掌控，但还是可以对未

来进程施加影响。但是，前提是我们不

能把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方式混淆，并

且实施的政策和战略必须基于正确的经

济理论。

因此，未来新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可

或缺的。在全球化无法逆转的年代（尽

管存在诸多困难，这是全球化的基本规

律），以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为核心的进

步社会思想应该告诉我们：如何去做能

使得我们的未来不仅更能接受，而且更

加美好。

严重的经济不平等是全球稳定的巨大

威胁

我们当前正在处理并将在未来继续

面对的，不仅是各种进步大趋势的交融

重叠与相互影响。如科技进步、知识经

济、互联网的扩展、民主国家的壮大、

文化交流的深入和世界经济关系自由化。

与此同时，不幸的是，负面趋势同样交

织并在很多时候因巧合而声势浩大。这

样的例子包括全球变暖的警告、自然环

境的破坏、非再生资源的耗尽、国家和

国际条约无法控制的大规模移民、文化

间冲突和恐怖主义等。

在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浪潮中，权衡

各种利弊，人类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

如果我们能很好地利用机遇，收益也将

大于损失。这些现象所代表的，正是巨

大的智慧和政治挑战。我们不仅需要基

于知识的经济理论，也需要基于知识的

政策抉择。从根本上说，未来是可以被

编程、预见和在一定程度上被管辖的。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知道各

种因果关系，从而在全球关联的经济中

合理运用发展战略包含的工具和机制，

同时顺应私有企业群体强大的市场驱动

力。

这都说明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重要

方面：一是从经济学根本来讲，收益与

成本、储蓄与投资、财政收入与支出、

出口与进口以及资本转移的平衡。二是

从生态平衡来说，社会经济活动与自然，

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资源利用的平衡。三

是社会平衡，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关系被

人们接受并且不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

响。在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巴西，收

入分配不均的社会现象日益严重，这将

造成超出经济后果的深远影响。经济不

平等的巨大规模依然成为全球稳定的巨

大威胁。

过剩、赤字、失衡与危机只能是例外

好的战略和政策（不论是在地区层

面、国家层面还是全球层面）应该可以

防患于未然。当前的美国危机本可以在

本世纪初得到预防，但今天依然发展成

为危机。同样的，欧元危机目前还处于

可以防范的阶段，但很快或许就会陷入

失控的局面，导致明显的经济政治危机。

从普遍的经济学角度，未来是可以

预知的。因此，我们面对的，将是不可

避免的未来。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一

些重要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现象

终将发生。有必要对这些现象提前认知，

并做好正确的准备。但事实是，未来确

实存在各种可能，但没有什么是完全不

可避免的。它们可以发生，但未必就一

定要发生。我们需要知道（当然要基于

科学），有什么条件，在什么条件下可能

的现象就会发生。然后，运用正确的价

值系统、战略政策和合适的机制和规则

（它们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力），我们就

能协助该发生的发生，避免不该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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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均衡的经济学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

发生。

要做到这些，我们不仅需要一种描

述性的、基于跨学科考察的未来政治经

济学，更重要的是从比较研究学发展出

来的规范性经济学。现在我们已经可以

试图更多地了解未来那些不可避免的，

和那些存在可能的事物，因此我们也可

以知晓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才能让未来

的形势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为了全世

界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新实用主义的宗旨。

未来，我们需要的是均衡的经济

学——寻求的是平衡和克制，而非过剩、

赤字、失衡与危机。所有这些弊病都将

不止一次发生于人类社会和世界经济中，

但这些事件应该成为例外事件而不是客

观法则。真正的法则应该是均衡的，合

理反映经济增长可能性的。经济增长速

度也应是合理适度的。真正的法则应是

允许收入的差别，但不允许差别殃及多

数人安危而最终导致革命。

（翻译 ：张璐晶）

我 们 需 要 的 是 均 衡 的 经 济

学 —— 寻 求 的 是平衡和克

制，而非过剩、赤字、失衡与

危机。所有这些弊病都将不

止一次发生于人类社会和世

界经济中，但这些事件应该

成为例外事件而不是客观法

则。真正的法则应该是均衡

的，合理反映经济增长可能

性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应是

合理适度的。真正的法则应

是允许收入的差别，但不允

许差别殃及多数人安危而最

终导致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