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1月19至21日，教宗方济各在“圣方济各经济的启示”线上活动上发

表了讲话，明确强调要“订立一项盟约来改变当前经济，并向未来经济注入灵魂”，

这一行动迫在眉睫（方济各，2019年5月1日）。在过去15个月中，120个国家的2000多

位青年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已经以集中且有组织的方式展开了工作，基于文化关怀、真

正价值创造、博爱、超越仍旧流行的一次性思维以及冷漠的全球化这几个方面，讨论

了经济的支柱问题。

我想强调教宗方济各温暖、父爱般的邀请中众多相关启示中的一部分，能够带

领我们朝着不同的经济前行：一个是包容而不排斥、有人性而不去人性的经济，另一

个是关心且不掠夺环境的经济。

第一，经济学中仍然流行着一种基于错误价值观的情绪，它认为价值只等同于

市价。这种价值的简化思想对构建经济体系有重大影响。举例而言，关系性消费、护

理商品、公有地、无偿行为等不计入GDP指标，但它们对我们的繁荣也很关键。榨取主

义和技术统治论者阻止将公共价值（由多个行动者共同创造）和公共产品（由定价效

率进行识别）进行区分。凯恩斯（J.M. Keynes）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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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可持续。竞争力弱、生产力增长乏力、

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民主制度退化，种种

现象让公民们失望至极。民主国家必须相互

合作，制定规则，特别是针对国际贸易体制

的规则。我们面临的大问题是在全球经济

治理的两个备选概念之间做出选择，丹尼·

罗德里克（ D. Rodrik ）称之为“全球化

促进全球治理”和“民主促进全球治理”

（2019）。第二种选择背后隐藏的含义是：

如果全球化的确增加了消极人权的空间（即

免受胁迫），那更加确定无疑的是，全球化

没有保障积极人权（即实现人类繁荣的自

由）。

第五，想做对的事和知道做什么事是

对的，二者是有差异的，同样，知道做什么

事是对的也不同于真正做了正确的事。学者

和学术机构的专责是不仅要认识世界的真实

面貌，还要想象世界的可能面貌。当今主流

经济学存在严重的疏漏之罪：由于很难按照

标准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许多重要主题和

问题被忽视了。我们的大学和研究中心需要

多元化，因为不同的领域需要不同的研究工

具。（用帆船穿越沙漠是徒劳的！）因此，

我们要重新审视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那些

组织出版和培养年轻经济学家的机构。

第六，全面人类发展意味着转型，

旨在通过提高人们的能力来改善人们的生

活。全面人类发展方法（参见《愿你受赞颂

（Laudato si’）》，2015）不同于传统的

家长式做法的发展方法，后者用自己的价值

取代被帮助的人的价值。这种做法或许有利

于收入和财富的净增长，但不能促进人类实

质的发展。《圣方济各经济的启示》提出一

种新经济学，它将健康、社会信任、和平和

尊严等共同利益视为一般原则。仅仅提高人

们生活水平让他们过得好是不够的，例如满

足人们现有的基本需求或提高人们满足现有

需要的能力。这种情况下，考虑发展过程本

身而言，人们的价值观是被动和静态的。全

面人类发展的方法旨在提升人们的自由感，

使他们过上自己认同和看重的生活。它的目

标是让人们真实地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公。

《预言与劝说（Essays in Persuasion）》中

写道：“我们应当再次重视结果而不是手

段，要选择好的而不是有用的东

西”  （1931）。我们应该放弃工具主义倾

向，它让我们聚焦手段而忽视结果，我们应

该专注于让人们真正快乐的东西。

第二，企业不能只追求盈利，也需要

有使命感；企业应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福

祉。投资者要关注长期发展，明确考虑其投

资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公民社会组织要一

致应对全球挑战。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企业文

明，因为主流思想无法为我们提供足够的适

用企业世界的分析概念，在这个世界，生产

性资产为抽象的法律实体所拥有，而非个体

的人。当前，明智的企业领导者都明白专注

于股东价值最大化是没有未来的。该趋势正

朝着“全面社会影响”发展，作为认知主体

的企业也正在考虑其活动对社会和环境以及

经济层面的影响。

第三，金融重组是当务之急，这要求

财务会计系统应包括影响投资的社会和环境

指标，并且这将成为一种行为规范。追求利

润本身的确不是什么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利

润计算不完整，即有所疏漏。即使是在今

天，这种疏漏也是难以承受的。金融自由化

在当代食利者资本主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反过来又加剧了不平等现象。特别是，一

定要考虑来自经济实体规模的风险外部性。

嵌入规模经济的规模指标虽诱人但风险巨大

（“大而不倒”），而这并未纳入考虑范围

之中。如今真正的危险是，规模太大难以管

理，损失太大无法承受。新冠病毒的爆发不

仅暴露了虚假证券，也加剧了全球经济深度

断层。我们只记录了从自然中收获的价值，

但却没有对退化做相应记录。

第四，各国政府需要再次确认各自在

制定经济博弈规则时发挥的基本作用，要考

虑到共同利益，而不只是某些群体的利益。

没有规则的全球化与一片丛林毫无分别。全

球市场带来了问题，但只要我们改变游戏规

则，就能提供解决方案。市场力量和政治

力量允许拥有特权的个人和企业从其他人那

里榨取大量租金，这种经济既不能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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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体系与许多文化相一致，是有组

织的价值体系，这是公认的事实。进一步而

言，市场体系与文化的一致性，不论是类型

还是程度都会影响系统本身的整体表现：通

常情况下，市场协调的最终结果会因文化不

同而产生差异。因此，应该预料到极端个人

主义文化与互惠文化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因

为在互惠文化中，尽管个人也受到自身利益

的激励，但还会因博爱而感到快乐。同样，

在经济方面，一种合作的文化必然会与一种

极端竞争的文化产生出不同结果。

但是文化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文化能

对投入资源塑造文化模式作出反应。实际

上，经济体系的业绩表现有赖于某些观念和

生活方式是否占据主导地位。与人们可能相

信的观点相反的是，经济现象中有一个主要

的人际维度。个人行为是嵌入在一个预先存

在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但又不算是单纯的

约束；而是促进个人目标和动机的驱动因素

之一。人们的抱负受传统智慧影响很深，而

传统智慧是关于活着的价值是什么。

结束语：我们很清楚这个时代存在的

挑战，并且知道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我

们也知道可能性不仅取决于机会和资源，

还取决于希望。教宗方济各在《福音的喜乐

（Evangelii gaudium）》（2013）中警告

说，面对当今的重大挑战，有两种方式是错

误的。一种是沉迷于乌托邦的诱惑，即超越

现实；另一种是听天由命，即屈服于现实。

我们必须避免这些陷阱。当今，希望的真正

意义在于：既不要把我们自己看作是超出自

我控制过程的结果，也不要看作不需要拥抱

博爱精神的、自给自足的现实。

我想借乔纳斯·索尔克（J o n a s 

Salk）（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发明者）的话以

做本文总结：

“我现在看到人类进化的主要转变

是：从挣扎求生的动物变为选择进化的动

物……为了进化，我们要有一种新的行为、

新的伦理和新的道德。它是为每个人的进化

服务的，超越了适者生存的概念”。(索尔

克，1973)

这是给那些所有努力建设一个更美好

的世界、建设一个服务于全球共同利益的人

的有力鼓励。那些对未来不抱希望的人将只

拥有现在。那些只拥有现在的人没有什么理

由对未来产生兴趣。但幸运的是，那些对未

来持续抱有希望的人一直都在，正如那些参

加阿西西集会的人所证明的。

•

Stefano Zamagni, Professor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Bologna, Italy

Translated by 翻译: Hu 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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