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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赫顿院长谈经济发展与公平 

 

内容提要：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会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

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第六期中国企业管理高级研修

班”于 2011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23 日在英国剑桥大学和丹麦哥

本哈根商学院举行。7 月 11 日，英国工作研究会副主席，牛津

大学赫特福德学院院长威尔·赫顿先生对“经济发展与公平”问题

发表演讲。 

赫顿先生指出，好的社会机制要以公平作为基础，公平的

社会机制可以促进创新，有利于企业发展，保持竞争力。关于

中国崛起的未来，赫顿先生指出，中国的崛起面临很多自身发

展的挑战，更需要与经济发展同样出色的“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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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与公平 

威尔·赫顿① 

20 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的事件之一就是

1991 年苏联体制的垮台。上世纪 90 年代以及 21 世纪前十年是一个

全球化的过程，全球化基于这样一种信念：认为市场能带来最好的结

果，西方金融体系是经济与市场发展的保障。金融交易占全球 GDP

的比重在二十年间增加了 4~5 倍。当时，金融理论家对这种金融与经

济形势充满信心和热情。随后，他们基于简单的意识信念建立起了庞

大的金融领域。第一，相信金融市场由于信息完美，信息利用率高，

效率也非常高。第二，金融领域从业人员智商与能力高，使用信息时

随机分布，所以出现金融危机或灾难的概率小。西方国家相信，他们

终于发现了银行界的炼金术，发明了完美的金融体系，并认为自身可

以评估风险、承担风险、化解风险。 

2008 年 9 月 15 日到 10 月 15 日所发生的危机，是自由市场经济

本身引致的崩溃。2008 年，全世界 GDP 超过 60 万亿美元，但是世

界各国为银行界提供的支持在 11~14 万亿美元之间。银行成为危机的

罪魁祸首。如果没有各国政府的支持，也许金融领域的灾难会更加严

重。 

一、公平与社会机制 

关于经济与社会的思考与争论，一方面认为，最佳的经济状态需

要由社会主义来提供；另一方面完全相反，认为最佳的经济状态应该

由市场经济来提供。事实上，这两种说法都缺乏根据。所以美国、欧

洲、英国就在思考资本主义的长处在哪里，有效的地方在哪里，短处

在哪里，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从 1750 年开

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收入上升了 40 倍，而且这期间欧洲在

生产力、社会发展与福利方面都超过了中国。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是

                                                        
①威尔·赫顿：英国工作研究会副主席，牛津大学赫特福德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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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两个现象值得关注，第一个是启蒙运动对西方发展的贡献。西

方建立起的启蒙性质的网络使创业家在冒风险与承担风险之后，得到

了丰厚的回报。第二，有一个价值体系来支持经济发展，这个体系不

是贪婪，不是自利，而是平等与“公平”。这个价值体系与良好的社会

制度息息相关。 

“公平”不是平均，而是符合比例，付出须符合所得。我相信在儒

家盛行的中国也是这样。以司法系统为例，公平就像天平，一边是惩

罚，另一边是犯罪轻重。我认为，公平是保证资本主义良好运行的基

本原则，也是一种基本意识形态。公平应该讲究回报，回报应适当。

有一种公平，是一种极端的平均主义，这种公平没有考虑什么是应该

得到的。公平是共同的价值观，所有的领导人，无论是君主，独裁者

或民主党人，都对此表示赞同。所有人都明白，社会失去公平，人很

难稳定地、有秩序地生存，政权、国家很难持续。 

另外一个观点是对公平完全自由化的解释，这相当于投资银行的

理念。我感兴趣的是工资水平与收入分配问题。我认为，最高工资的

人不能 1000 倍甚至 10000 倍于最低收入的人。保罗·克鲁格曼在《纽

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中预计 0.001%的最顶层人群平均收入超过 600

万美元。当前，99%的底层人群收入重新分配给 1%的最顶层人群。

这与知识经济的发展没有关系，真正的原因是市场力量的驱动，公司

治理的失败以及当今社会盛行的赢家通吃现象。我们需要在公平性与

社会性之间找到平衡点，这是一个良好社会制度的核心理念。 

公平还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是时运，第二是公正。人们通常认

为，所谓好时运与坏时运都是不该来的来了，不该得到的得到了。比

如，西方某些金融家为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增加数字，尽管承担了风险，

但同时也为自己支付了巨额报酬。这与他们的贡献无关，只是一种比

较好的时运。在有的社会里，一些人群的坏时运实在太多，他们超负

荷劳作，回报微薄，难以维持生计，却又无法改变，如孟加拉童工。

坏时运太多，就容易引发革命。社会主义观念认为，社会保障体系是

针对坏时运的，但人为因素太重。这就凸显了公正的重要性。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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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就是法治。判断时不偏不倚，各方面的声音得以表达，决策的

过程透明可见，是公正的具体要素。在中国，公平问题更值得关注。

一些企业的一线工人工资很低，企业得以快速发展、积累财富，企业

与企业家以大量廉价工人来掩盖其技术的落后，有的甚至抄袭技术，

牺牲环境。 

因此，面对时运我们更需要公平。符合比例与原则、过程公正是

公平的根本，同时需要包容与慷慨，尤其是对那些贫穷与弱势群体。  

二、创新与社会机制 

中国人常常在思考，从 1751 年到 20 世纪初，为什么前期中国非

常强大，后两百年西方超过了中国？有人说，西方人发明了蒸汽机，

从而大大提高了西方的发展水平。我想问，为什么是西方人发明了技

术？我个人认为公平机制是先决条件，国家鼓励并根据贡献给予奖

励。现在的问题是，西方能否这样长期发展下去？ 

“后技术”是个重要概念，其标志特征是高新科技的简易化应用、

低智能掌握、低技能操作，让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接触与传播。比如铁

路，首先是产生，其次是推广，然后产生更大的社会效应，不断创新

成为高铁这项技术。1751~1900 年之间，英国有四项通用技术发明并

推广，1900~2000 年有 8 项，2000 年以后大概有 15~20 项。关键问题

是，谁能发明技术，谁能使技术产业化、商业化，谁能使技术产生积

极、长远的社会效应。历史经验表明，好的通用技术源于好的社会机

制，由好的价值体系支持。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政治力量不能保护旧

技术，这也是促进新技术产生的动力。 

如果一个政治体系，不允许老的国有企业失败，不允许新的企业

发展以改善市场体系，问题便会出现并积累。好的社会制度会鼓励并

保护新技术，快速淘汰旧技术，进行开放式、竞争式创新，而不是封

闭。我在英国担任一个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上周我在新加坡看到的物

流企业就是一个好的案例，它长期指导发展和创新，并不仅注重眼前

的利益。好的社会制度应该对企业的服务和创新提供支持，赚钱并不

是终极目标。毫无疑问，这些对于一个国家是很难的，英国现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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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但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有很多鼓励与支持创新的政策，中

国央行降低了给中小企业贷款的门槛，鼓励研发。 

三、中国崛起的问题 

现在中国人均收入达到 7000 美元没有问题，十年之后可以达到

1 万 5 千美元。但仍需考虑什么是好的社会机制这个问题。中国人均

收入达到 1 万 5 千美元之后该如何发展。 

西方国家总是猜测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能持续多久。我们可以看

到中国面临的压力：一方面来自自身的经济结构；另一方面是来自外

部——大量的储蓄与巨额的投资。西方国家认为，人民币对美元被低

估了 25%~30%。中国的加工业出口比一般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

家便宜，我想这主要归功于劳动力的低工资，但这种优势正在急剧衰

退。 

如果未来是中国的，就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机制，就像西方的启

蒙机制。这是良好的经济与社会不可缺少的。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

尤其是西方国家，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一种威胁，但是，我并不这么认

为。我认为中国需要世界的理解与协作，而不是质疑。中国的崛起得

益于对这个世界体系的积极适应与参与，它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依赖

于世界体系的健康运行。在价值观与贸易方面，欧洲与美国都应该对

中国保持一种开放、平和的态度。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自身也存

在很多问题，如教育、投资、能源、公共服务等，我们与中国的关系

应该是互相理解与支持，不应该互相指责或推卸责任。 

按照现有的速度，中国应该适当控制外汇储备，允许人民币流通，

允许中国储户外流他们的资产，这样潜在的向上流动的资金才会放

缓。这样中国才有可能降低国内货币供应量，降低通货膨胀的风险，

缓和大量出口的势头。但是，这样做会使中国经济增长减速，降低其

储蓄与投资的比率，降低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社会风险。这是一种两

难的局面。我相信，良好的公平与责任机制可以确保一切正常运行。 

总的来说，中国的未来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其成为世界经济强

国的道路不会简单到只需按照当前的势头发展下去就可以。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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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走上正轨，如果居民消费能够占到中国 GDP 的 50%到 60%，这

是比较理想的情况。中国需要更多地考虑公平性、合理性、互惠性问

题；建立和谐社会，让个人拥有权力并不断自我提高；经济表现和“软”

制度同样重要。 

 

                                           (整理：赵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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