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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5_AC_E7_90_8F_EF_c122_485570.htm 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初

期总是比较乱的，经济发展了，自然就会规范起来，这种想

法可能过于天真 儒家秩序阻碍个人创造性 中国的市场经济改

革已经进行了25年，市场经济制度的很多子系统已经建立起

来了，但是我们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转还有很多的问题，离我

们的理想还比较远。主要的问题就是缺乏规矩。比如说，市

场经济最起码的一个规矩是产权的规则，但是这种规则在中

国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所以政府侵犯个人的产权、或者

个别人侵吞公共产权，或者个人之间互相侵权的行为非常普

遍。其次是缺乏诚信。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高度非人格化的

经济形态。参与市场交易的人互相之间可能从来不认识，可

能一次交易以后永远不再联系。在这样的交易方式下，如果

市场不是建立在一套严格的规则基础之上，这种非人格化的

交易就很难进行。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工作的人大概都能感到

目前环境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制约。 也有一种回答说，我

们可以运用中国的传统智慧，运用中国人已经用了几千年的

、儒家的规则来规范我们开发高新技术和高新技术产品的行

为。儒家的这套规则，可以称之为德治或者礼治。道德是这

套规则的内容，礼仪则是这套规则的外部表现。“德”可以

归结为“尊尊亲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之类的道德要求；“礼”可以概括为：“尊卑贵贱、亲疏远

近、各有等差”。有些亚洲国家曾经试图用儒家思想来规范

市场经济中人们的行为，早些时候这些规则很见成效，不过



现在看起来这个试验是失败的。最近几年新加坡对这套规则

有很多的批评和反思。比如，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在

前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曾说过一句很受人们瞩目的话，

叫做“儒家思想在信息时代已经过时了”。一直提倡用儒家

思想治国的李光耀先生为什么改变了自己先前的观点？去年2

月，李光耀先生在一次公开讲演会中，对他在达沃斯提出的

命题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他说，传统的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农

业社会，崇尚儒家秩序的华人有着“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

，青年俊彦追求“学而优则仕”，商人则社会地位低下。为

儒家思想所浸润的新加坡因此缺乏企业家精神和强劲的企业

文化。 我们现在不可能知道孔夫子当初提出“德治”、“礼

治”的时候具体讲了些什么内容。但是，这些概念经过两千

多年的专制主义统治的运用和阐释，已经形成一套维护宗法

制度的规则，这套规则是与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格格不入的

。先看“尊尊”。所谓“尊尊”，就是崇拜行政权力，而技

术创新最重要的正是发挥个人的创造性，不迷信任何权威。

这和“尊尊”要求的服从一切尊长是无法调和的。我们知道

，造成20世纪70－80年代美国东部的128公路和硅谷地区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差别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地处加州南部的硅

谷地区环境比较宽松、比较自由，而环波士顿的128公路地区

则受到清教徒的影响，比较强调等级，比较死板。发明家喜

欢的是前面这一种环境，而不喜欢后一种环境，他们认为在

后一种环境里，自己的个性受到压抑，创造性不能够得到充

分发挥。再说“亲亲”。全球化的时代要求跟全世界的人做

生意；可是中国人在“亲亲”传统的影响下，往往圈子很小

，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显然无法适应信息时代、



全球化时代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李光耀先生在这个题为“

培育新加破的企业家文化”的演讲里指出，“世界已经发生

变化”，新加坡也应当改变。我认为他的这些思考是很深刻

的。 如果说儒家这套宗法规则不符合现代的需要，不符合信

息社会的需要，那什么样的规则才能符合这种需要呢？那些

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发展起来的国家所提供的经验说明，这样

的规则就是建立现代的法治。现代的法治是用一套符合公认

正义的法律规则来规范人们的行动。首先是规范政府的行为

，其次是规范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在这套法律的规范之下，

人们各就其位，既发扬每个人的个性，又不至于相互侵权，

弄得天下大乱。 现代法治的核心是只服从法律 现代法治的核

心部分，是要有一套法律体系，要建立一个法律框架。一切

人的行为不服从任何其他的权威，只服从法律。但是有法律

并不等于有法治，法治要求法律应当符合公认的正义。比如

不能侵犯他人的产权、规则要透明、要使人能够预见自己行

为的后果，规则不能追溯既往等等。这些都是公认的正义，

也可以说是人类长期历史形成的、属于政治文明的最重要的

准则。这些最重要的准则应该体现在一个国家的宪法之中，

使宪法符合这些公认的正义。这些公认的正义首先规范政府

的行为和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有了这么一套建立在公认的

正义基础上的法律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执法。执法问题

的核心是司法独立。当然执法不只是法官的事情，还牵涉到

社会的其他一些力量，比如，民间社会的非政府组织。这个

“民间社会”，是政府和个人之外的第三种力量，是具有某

种共同利益的人们按自由结社原则建立起来的组织，也可以

称为社区组织或者非政府组织。此外，社会舆论和大众传媒



也担负着执行规则的责任。 总之，必须要有这么一套规则体

系，法治才能建立起来，党的十五大提出建立法治国家，十

六大提出要推进政治文明，加速推进法治建设是其中的主要

部分。 “中关村法”：凡是不禁止的就是可以做的 说到与高

新技术产业相适应的制度建设，我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

进展，应该继续朝着这个方向推进。比如在建立法治的问题

上，“中关村基本法”，即《中关村条例》开了一个很好的

头。它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立法上率先引进了现代法治的

一些概念。譬如说“中关村基本法”有两处规定，凡是不禁

止的就是可以做的，这是现代法治理念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只要不违反法律，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这

是一种天然的权利。 不过只有“中关村基本法”还不够，第

一，要有与它配套的法规。如果没有配套的法规，“基本法

”的执行就会很困难。中关村基本法只是一个次级法律，是

北京市人代会通过的地区性法规，不是母法，它还需要有其

他配套的法律跟进；第二，要有实施细则，一步一步地细化

，否则不具有可操作性；第三，要根据在执行中发现的问题

，按照法治原则继续推进，对法规进行完善。比如，现在行

政机关的权力还是太大，“县官不如现管”，红头文件、首

长批示往往比法律还要管用。这样一些问题也需要具体加以

解决。 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需要把它建立在法治

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变成一个“不好的市场经济”。虽然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搞市场经济，但是好的市场经济并不多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法治。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状况在

中国出现。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初期总是比较乱的，经济发展

了，自然就会规范起来。这种想法可能过于天真。亚洲有的



国家曾经有过很好很快的发展，但是几年十几年以后，因为

缺乏法治，都陷入了一个坏的市场经济的泥坑，遇到一点风

吹草动，或遇到一种外来的冲击，经济一下子就崩溃了，而

且长期不能从泥坑中走出来。历史发展存在路径依赖，这种

情况要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 总之，我认为，搞高新技术产

业不能只注意技术的发展。当然现在人们都注意到了要发展

技术，必须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这是好的。但是

光有这点还不行，必须要有一套规矩，要用法治来规范行动

，使得大家的创造性、积极性在一种秩序中形成合力，由这

个合力推动高新技术向前发展，推动中国实现现代化。 （本

文为作者在第六届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高成长企业与金融市

场国际论坛上的发言，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新闻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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