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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运转市场和充分社会福利是好经济的标准

阿玛蒂亚·森

亚当·斯密做了一些非常有远见的说法，就是市场经济的作用和

价值，以及为什么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的活力是非常有效的，这些讨论

在今天仍然有重要意义。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就是要交换，

要打破贸易不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亚当·斯密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市场经济，市场是在不断发展的，

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是以一种非常领先的方式。但同时，市场也有

它不利的方面，这些不利的影响也会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市场经济有

它的成就，也有它的一些局限性，对于任何经济来说我们都要进行这

样的分析。市场机制其实是不可以独立存在的，它必须和其他的很多

因素密切相关，这样我们才能更加全面地考察一个经济体的经济表现。

我们也要看公众的创意，这也是一个经济体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

就像我们所说的福利国家，现在欧洲很多国家都是处于福利国家

的发展模式，这个和凯恩斯、亚当·斯密最初的设计相距很远，我们

看这些福利国家，要看国家的命运以及我们需要在哪些层面来进行分

析，这个可能是市场经济无法达到的领域。就是说经济干预，我们不

允许经济干预的话，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如果说我们进行经济干

预是为了社会广大公众的话，那当然它是好的，但是如果说干预了市

场经济只是为了少数富人利益那就是不好的。

我们看干预，比如说十八世纪最初的初衷也是要考虑对经济的影

响，我们看政治经济以及市场地位和影响是什么样的？我们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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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目标：当然我们希望最主要的目标就是经济能够发展，按照亚

当·斯密的说法，第一个就是要对人民提供更好的福利，使得他们能

够过更好的生活，能够自给自足。第二为国家或者全体人民的福利提

供一个可靠的收入，使得国家能够提供相关的公共服务。

亚当·斯密认为好的经济发展要使得市场经济能够正常运转，使

得国家能够有充足的收入，来提供相关的福利和公共服务，他尤其提

到了免费的普遍的教育，以及减贫、脱贫，以及像公共医疗服务，这

个实际上也是在亚当斯密所提到的普遍的公共服务当中的一部分。我

们不能仅仅完全依赖市场经济体制，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机制，让各

个利益相关方和各个机构都能够参与到国家的治理当中，而且能够提

供相应的收入来源，使得那些弱势人口能够得到相应的福利和公共服

务，而且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

在亚当·斯密提出他的理论之后这些年发生了什么变化，是不是

我们所期待的一种方向。其实，我们现在所取得的成功未必像亚当·斯

密当初预测的那样，亚当斯密是非常有远见卓识的，他一直在强调市

场经济的作用，这在 18 世纪提出来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它的核心

就是公共服务，这也是我们发展的重要策略。18 世纪以来，欧洲大

规模提高了人们的读写能力，使得人们能够读写，建立了很多公立的

学校，而且也建了很多的医院，提供医疗服务。这些都使得我们看到

教育和医疗的作用，不仅仅是为了人民的福利，而且也看到了教育和

医疗如何能够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亚当·斯密提出的通过

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的发展，我们这么多年的变化也是通过政府



3

的政策而实现的，我们也是充分利用人才质量的提高实现了经济的发

展。我们也看到亚洲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19 世纪中期，在亚洲

也是由于教育取得了重大的发展，在日本也是这样，教育的发展之后

也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在日本，由于教育的发展使得国民提高了

他们的读写能力，进一步促进了劳动力的质量，促进了他们的经济发

展。不光是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也是同样的路径，通过加强基础

教育，通过国家主办基础教育，实现了经济的成功发展。

这方面，中国的策略也非常成功。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向市场经

济转型的阶段，中国的教育更是迅速发展，这样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

度上归功于改革开放之前基础教育所做的人人享有教育的工作。另外

一个领域也是如此，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迅速腾飞，在很大程度上

也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前全民享有医疗，哪怕是低水平的医疗，这样一

种政策取向。现在中国已经建立了全民医保，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功，

也和中国不断提升的健康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攀升是相互印

证的。

18 世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特朗普的行为，像特

朗普这种强硬的政策取向，甚至为了保护国内市场向其他国家进行打

击报复，这也可以用亚当斯密的理论加以分析和阐述。我们完全可以

依据亚当斯密 18 世纪的理论对这样的贸易保护主义进行批评。很多

美国人有这样一种心态，他们觉得自己现在的处境很糟糕是因为全球

化的结果，而不是美国国内社会经济政策失误的结果。我觉得另外一

个因素也可以发挥这个作用——技术的进步也影响了美国一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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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业，也就是技术的创新到底有利于谁。像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

我们在进行分析的时候，比如说政府是否需要对技术研发进行资助、

进行补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们需要关注经济政策，但与

此同时也需要关注这些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看看这些政策是

否会带来效益和代价，会不会通过这些政策提升公共服务，带来更好

的教育、更好的医疗。

刚才我也分析了这个问题，这些东西不是相互割裂的，需要综合

加以分析，比如通过削减公共服务的支出，尤其是医疗的支出，这会

威胁到经济发展的机会和潜力，亚当·斯密当年的理论也指出了这样

的问题，也可以印证当今的趋势，也就是经济政策如果失误的话，或

者取向不当的话，会严重的威胁社会福利，可能会产生反政策的阻力，

对于各国的决策者来说是应该考虑到的，我也希望最后的结局是皆大

欢喜。有删节。

（原文发表于 2017 年，来源《经济学原理》，作者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