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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真相，谬误与谎言》，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volativeworld.net)

虽然没有可以抵达理想世界的路径，但

我们仍要朝着那个方向前进。

一方面，新的制度秩序必须与全球经济

的发展趋势和组成成分相吻合 ；另一方

面，也必须与文化价值的发展相协调。

它不能只遵循西方模式，而也应该将东

方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发展目标考虑在

内。

21 世纪将不只属于中国，也将属于欧盟。

欧盟这个划时代的构想，将结束过去

2000 多年里国家之间争端和杀戮超过合

作的状况，这些国家将团结在欧盟旗帜

下，而这个联盟本身也将接受其他国家

的监督。如果欧盟这种模式能够获得成

功，那么其他大陆上的国家也会纷纷效仿。

形态和利益相关。政治家可以选择实施

不得人心的政策并有意失掉选举，但愿

意这样做的人屈指可数。对于他们大多

数人来说，政治就是掌权。一旦拥有，

更多人想的是如何维持政权而不是采取

正确的决定，因为坚持正确决定的结果

很可能导致将权力拱手让与他人。

目前的历史转折中，更合理的道路

是将更多的决策权上升至超国家层面，

有必要时甚至上升到全球层面。换句话

说，政客们应不再是国家的政客而应越

来越成为超国家和全球的领导人。相关

的进程已经开始，但需要几代人努力。

在 21 世纪初我们已经有所观察，但到

了本世纪末，这一目标仍离预期相去甚

远。政治从从属于国家目标到越来越向

超国家、世界，甚至是人类文明的目标

负责阶段转变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弱化。

从另一角度说，接受全球化决定了国家

重要性的下降。换句话说，在弱化民主

化的同时加强全球化，但保留国家的架

构。

政府干预多少才好？

在将来，包括从未来二十年到未来

几代人的长远来看，对这一话题的辩论

将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对民族国

家的合理规模的争论，即国民收入的财

政再分配将永无止境，政府干预对市场

冲击的讨论也不会停止。最优状态（尽

管无法实现）将是一种经济关系体系，

即其中包含的资本组合、有效分配和社

会凝聚力将被同时提升。不同流派和党

派的人士对这种最优状态有不同的解读，

这在科学领域不可思议，但在政治领域

司空见惯。这样的最优方式没有数学上

可计算的存在方式，要想建模去算出达

到这一目标所付代价最小化或经济关系

效率最大化的公式只能是浪费时间。这

里说的是一种社会和政治最优状态，不

仅是管理资源得以生存，也包括实现增

长和享受生活。这不是简单的一个点，

而是尺寸和规模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动态

演变的一个区。

另一方面，对于新兴的超国家架构

实施干预的范围、形式和手段的争论将

不断增多。这些架构既包括地区一体化

安排（更常见、规模更大），也包括全球

架构（逐步形成，存在局限）。从长远来

看，前者的逐步成熟将加速全球解决方

案的向前发展。

全球化进退两难

由此，未来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学会

将理论与不断发展的经济和政治全球化

相联系，后者意味着一种全球的民主正

在形成并机制化。有的学者称之为“全

球化的进退两难”，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

困惑，必须从以下三个选项中选取两个：

A 是民主被限制以使全球交易成本

最小化；B是全球化广度和深度被限制，

使保持各国民主成为可能；C 是民主在

限制国家主权的代价下得以实现全球化。

我认为最合理的选项是保全全球化

和民主，牺牲民族国家于祭台。但前提

是全球化是基于广泛参与的，民主是真

实的而非少数全球精英的统治。当然，

结果未必一定是非黑即白，牺牲 C 以保

全 A、B，牺牲 A 以保全 B、C 或牺牲

B以保全A、C。

可能的解决办法是非完美和非完全

的三者统一。因此，不是 A+B+C，而

是一点儿 A 一点儿 B 加部分 C，而谁多

谁少则取决于 21世纪乃至今后的各方角

逐。这场战斗已经打响，然而最重要的是，

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应该有一个能

使全球化继续发展、民主继续传播，并

逐步在全球形成机制的进程。同时民族

国家也将继续得以生存，但与现在相比，

显然在主权权利上有所减少。

地区一体化是全球化最好机遇

当世界逐步发展成大型多国一体化

的组合体后，这一切比目前的近 200 个

国家的组合体要容易得多（不用说目前

还有超过 70个不同领地和政体在现行国

际法下还未被认为是主权国家）。地区一

体化进程为全球化进程提供了巨大机遇，

而且理论上在十几个大型实体间协调立

场要比在 200 个个体间容易得多。假如

基于民族国家或经济体的民主联盟体得

以实现的话，全球民主化也将更趋坦途。

然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后者必须接受

这样的事实，即它们自身也将逐步成为

地区或全球组织的一部分，因而丧失越

来越多的主权权利。

这个地区一体化进程对推进全球化

是最好的机遇，因为其克服了当前的症

状，有望实现持久活跃和适度平衡的社

会进步和经济增长。这也再次证明了为

什么克服当前美国和欧盟的危机对于全

世界来说都至关重要。

（翻译 ：张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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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计算机同时解决多个方程式已经

易如反掌，可现实中如果要解决超出国

家层面的收入和资源再分配问题，即便

使用最聪明的理论也是难上加难。

关于在民主国家中解决超越民族国

家边界的经济问题是多么步履维艰，欧

债危机为此提供了最好的例证：一方面

要避免在自己的国家失去支持度；一方

面只有帮助其他国家才有连任的希望，

同时即便帮助了，仍然有人恶语相加，

这一切将有多么困难。一个人怎么可能

同时成为国内的叛徒和躲在看不见摸不

到之处、却在心理和政治上存在的边界

外的吸血鬼？

加强全球化但保留国家架构

政治家都必须有授权才能上台，这

来自于民主选举，而下一轮选举迟早要

来临。如果他们知道该做什么——一般

他们都知道，即便不知道，他们也会咨

询专家顾问团队——但如果他们无法向

公众解释清楚为什么这么做对大众有好

处，就无异于双手反绑。因为一些领导

人的影响力有限，所以一些改革会被稀

释，手段将弱化，决策将迟滞，变革将

放弃。

需要补充的是，目前和将来，假如

主流媒体不和你站在一边，领导人想具

备足够影响力是困难的。这与各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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