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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通

过更有效、更公平的收入分配能有效

提高社会满意度，这对于经济政策来

说很有提示意义。当然，这个意义不

仅局限在政策层面，人们对此理解越

深，就越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但这其中也有风险。因为以此为

基础（有效的收入分配）制定的政策

很可能最终只是为了迎合大众却失去

了实用意义。对于政策决策者来说，

更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产出

是可以用数字衡量的，而民众满意程

度是可以轻易被人为操纵篡改的。 

收入分配不公比任何时期都严重

通过降低零点几个基尼系数（判

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一项指标），我

们就能显著提高社会满意度，而无需

从传统意义上通过提升几个百分点的

GDP 来达到这种效果。所以未来的经

济政策恐怕将越来越多地依靠上述手

段，如降低基尼系数。

当然这其中有难度。因为一方面

绝对产出和消费水平是不断增长的，

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公已超过以往任

何时期。换句话说，收入分配不公的

改善空间是巨大的。对穷国来说，传

统意义上的收入增长仍将是未来许多

全球进入收入分配不公最严重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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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主流，而与此相反的是，除了那

些分配相对平等的社会市场经济国家，

大多数富国经济调节的重点都将是对

收入分配的合理改善。

笔者认为，对于那些不应发生的

收入分配不公现象，特别是那些源自

不合理分配系统所导致的分配不公，

应采取坚决措施加以制止。因为这些

现象会削弱人们的互信，进而影响社

会资本的积累。要知道，社会资本积

累可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因素。

就像人与人之间的感觉是相互的，

如果各种职业和社会团体间缺乏信任，

假如社会各界都对政府没有信任，假

如企业之间相互怀疑，经济就无法增

长。经济体就像一个家庭，即使金钱

足够，如果信任短缺，情况也会不妙。

收入差别减小不会影响储蓄率

那么，该如何增加资本积累呢？

一般人认为，收入差别减小会削

弱储蓄的倾向，因为人们有了更多的

闲钱，所以相当于增加了投资未来的

资本。但其实完全不会，如果是这样

的话，我们就不应该或者不必要减小

收入差别了。并没有实证性或理论性

证据表明，在收入结构更平缓的经济

体中，人们就一定会储蓄的更少，进

而投资更多。在这方面，有必要看看

奥地利、法国、北欧国家和其他具备

类似特点（指收入结构平缓）的经济

体的资本形成过程，你会发现平均主

义的社会储蓄能力并不比其他社会弱。

当我们比较“大政府”经济和“小

政府”经济时，这样的结论也很明显。

在 1960—1995 年间，在那些政府对

收入分配只有 30% 介入度（因此收入

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投资比率，

即投资占 GDP 的比重平均为 20.7%。

与此同时，在那些政府介入度达 50%

的国家（因此收入不平等程度更低），

投资比重平均是 20.5%。你会发现，

这两者并没有质的差别！

因此，决策者无需在收入分配公

平性（决定民众满意度）上做出妥协，

这对于新实用主义经济政策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也是未来经济应该呈现

的状态。

对于那些不应发生的收入
分配不公现象，特别是那些
源自不合理分配系统所导
致的分配不公，应采取坚决
措施加以制止。因为这些现
象会削弱人们的互信，进而
影响社会资本的积累。 高消费水平下的低满意度现象必须解决

人类需求的不断增长和对于满足

这些需求无法抵御的欲望是一把双刃

剑。它驱使人们克服困难，它是经济

增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时它也具

有毁灭性的力量，腐化意志，放纵偏好，

追求奢靡，从而对资源配置注入了许

多非理性因素。

消费欲望的永久增长是个巨大的

问题。自从几个世纪前人类摆脱了简

单再生产的锁链，生产与消费除了复

制还可以扩张并进入扩大再生产，人

们可以生产创造的物质越来越多，但

人们的胃口却越来越难以满足。

在旧时代，人们只需要拥有有限

足够的物质就可以拥有一天、一年甚

至一代人的生活。但现在，只有更多

更好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欲望。

不论我们生产出多少，消费多少，我

们总是要得更多。

有人说胃口来自进食，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经济上

的“暴饮暴食”如此普遍，

经济“肥胖症”和社会疾病

伴随左右。经济需要健康的

饮食，就像人们需要健康饮

食以维持健康的肌体。所以，

未来的经济需要调和。

现 在 的 问 题 是， 即 使

需求被满足的程度在不断提

高，但需求本身

增长得更快。结

果是，即使经济

增长在继续，需

求和满足间的鸿

沟却在加深。就

好比一个人拥有

的更多，但事情

却向更加糟糕的方面发展。这实际上

是一个心理的问题，但呈现出的却是

经济的后果、政治的后果。

笔者曾经把这种现象比作高消费

水平下的低满意度矛盾。如何解决这

个难题？我们必须明确的是——这个

问题必须解决，否则对更多产品的追

求将无休无止，而消费的越多，满足

感越低，这将产生毁灭性的打击和不

良的社会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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