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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式资本主义制度理性的核心是崇尚与遵循个体实用理性 ,20 世纪 90年代以

来 ,它在客观现实中导致了美国新经济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种种新成就及新危机 ,从而揭示了

个体实用理性的双刃剑经济功能 ,这对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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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式资本主义具有个体实用理性特征

美式资本主义是指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与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和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导向市场经济模式相比 ,美式资本主义的市场导向更为突出。对此 ,国外学者有

着深入的研究与分析:新制度学派直接将其定义为“市场导向资本主义” ,以区别于以日本 、韩国为代表

的政府导向资本主义和以德国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为代表的谈判或协商资本主义 。其观点认为:“传统

上 ,美国一向被认为是市场导向资本主义最典型的代表 ,当然英国也不例外 ,特别是 1979-1997年撒切

尔主义盛行期间更是如此。”
[ 1 〗
(第 12-13页)法国学者米歇尔·阿尔贝尔称其为“新美国”或“盎格鲁-萨克

逊”模式 ,以区别于“莱茵模式” ,他认为“一个是`新美国模式' ,建立在个人成功 ,特别是短期利润之上;

另一个是`莱茵模式' ,以德国为核心 ,包括许多类似的国家和日本 。这种模式促进的是集体成功 ,共决

制和长期利益”
[ 2]
(引言 ,第 17 页)。美国资深记者理查德·隆沃思以经济自由化为尺度对美 、欧 、日经济模

式也进行了比较:“如果把经济强权放在光谱上来看 ,美国处于一个极端:最崇信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 ,

最不信任政府 ,最愿意全盘接受开放竞争的利弊 。日本处于另一个极端:企业和政府密切联手 ,权责交

错 ,形成既非社会主义 ,也不全是资本主义的独特经济体制 。欧洲处于两者之间 ,比美国和日本更接近

福利国家 ,也比美国更官僚 、管制更多 ,比日本经济更开放。”
[ 3]
(第 13 页)综上所述 ,不难看出 ,国外学者

对美式资本主义的分析评价虽然观点各异 ,但有一点都是共同的 ,即认为与德 、日等资本主义模式相比 ,

美式资本主义的市场导向更为强盛 ,它更为崇尚市场的自由竞争 ,更为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更为

反对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 、干预企业 、干预社会福利的分配。

美式资本主义核心的市场自由竞争原则 ,从制度理性角度看 ,具有个体实用理性特征。所谓制度理

性 ,是指制度结构安排的逻辑性 ,它是在制度的结构内容设计过程中为达到约束协调众多个体利益行为

以实现集体或公共利益最大化目标而遵循运用的逻辑原则 ,它由制度本质所决定 ,内在地暗含于制度的



核心原则之中 。关于制度本质 ,有学者指出:“制度是人们为了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利益关系而创造和

建立起来的 ,其目的和作用在于建立一个动力和约束结构 ,来引导人们采取可预测的 、因而是有秩序的

行为 ,用以沟通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 、个人选择和公共选择。”[ 4](第 65 页)“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

规则 、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 ,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 5]

(第 225-226 页)由制度本质可推出制度理性具有如下特点:(1)它是暗含于制度原则之中关于个体行为理

性与集体行为理性关系的逻辑判断 ,这种判断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制度原则设计 。(2)它以约束激励个

体行为理性为逻辑方式 ,这种方式的不同决定着个体行为理性的不同性质。(3)它以崇尚遵循一定的个

体行为理性为逻辑效果 ,这种效果的不同标志着不同的制度性质特征。

从制度理性的角度看 ,美式资本主义市场自由市场竞争的制度原则 ,有着显著的个体实用理性性

质特征 ,其主要表现是:(1)它暗含的关于个体行为理性与集体行为理性关系的逻辑判断是:个体行为理

性充分自由的发展是有利于集体利益目标的 ,因此对个体行为理性应尽可能通过市场自由交换 、自由选

择 、自由竞争的方式进行约束激励 ,国家干预 、政府调控虽然也是约束激励个体行为理性的一种必要方

式 ,但其作用的发挥应以不妨碍个体行为理性的自由发展为前提 ,因而应该尽可能限制或减少 。(2)它

以市场自由竞争方式约束激励个体行为理性 ,决定了其逻辑效果是对个体实用理性的崇尚与遵循 ,因为

在市场自由竞争的条件下 ,个体行为理性的自然自发表现就是对现实直接利益最大化的追求。(3)它所

崇尚遵循的个体实用理性 ,作为一种个体现实直接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 ,有着如下突出特点:其一 ,现

实直接性 。个体行为目标 ,广义地说包括直接的 、间接的 、现实的 、长远的等多方面利益 ,但个体实用理

性关注最多的往往是现实直接的利益 ,对于间接长远的利益 ,不是关注较少 ,就是置于次要地位 ,特别是

不愿牺牲现实的重大利益而换取间接长远利益的最大化 ,正所谓“赊三不如现二” 。其二 ,物质功利性 。

个体的利益目标一般包括物质功利性的 ,如经济利益 、政治利益 ,和精神价值性的 ,如理想信仰 、荣誉尊

严等 ,但个体实用理性主要关注的是物质功利性的利益 ,而精神价值性利益则置于次要从属地位 ,即所

谓“民以食为天”。其三 ,自发本能性 。个体利益行为一般来说是建立在理性计算基础之上的 ,即在对各

种行为方式的成本与收益进行精心地预测 、计算 、比较 、权衡之后 ,做出“两利相权取其重 、两害相权取其

轻”的选择。但个体实用理性的行为方式往往与此相距甚远 ,它更直接地受自身本能需求所支配 ,受自

然习惯所支配 ,置理性计算于脑后。“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无酒明日愁” ,就是其现实表现 。

二 、美式资本主义具有客观的矛盾现实

总观美式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其经济领域中对比鲜明 、反差强烈的矛盾现象:

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 ,生存环境却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社会财富极大增长的同时 ,贫富差距却空

前拉大;物质财富极大富裕的同时 ,精神危机却空前加剧;科技水平极大提高的同时 ,科技危害却严重加

剧;国际依赖空前加深的同时 ,南北差距却空前拉大;经济调控不断加强的同时 ,经济失衡却有增无减;

经济前景更为光明的同时 ,社会前景却濒临危机 。这些矛盾突出表现如下:一方面 ,世人艳羡的美国新

经济 ,创下了一系列的辉煌之最 ,突出的有:(1)最长的经济扩张期 。“美国经济自 1991年 3月复苏以

来 ,到 2000年底已经连续扩张 118个月 ,为 1854年以来历次经济周期中最长的扩张期 ,而且是在低通

货膨胀和低失业率的条件下实现的 。”[ 6](第 274 页)(2)创下新高的劳动生产率。“美国的非农劳动生产

率在 1974年至 1990年间大体上每年平均递增 1.4%,而 1997年到 1999年每年平均递增 3%。”[ 6]
(第

274 页)(3)最先进的科技 。信息技术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先进技术 ,以美国为发源地和龙头 ,“美国的

信息化发展水平居世界首位 ,代表着世界信息化的发展方向”[ 7](第 76 页)。(4)最强的国际竞争力。“根据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TMD)统计数字 ,美国于 1994年在世界竞争力排行榜上重新夺冠 ,至 2002年

仍继续保持世界第一的领先地位 。”[ 7](第 77 页)(5)丰富而有效的制度创新。20世纪 9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

体制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创新 ,诸如影响广泛的“知本制度” 、“风险投资制度” 、“股权融资制度”等 ,反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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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经济模式在促进知识与技术创新方面远比日本与德国的经济模式优越得多”[ 8](第 44 页)。

另一方面 ,令人震惊的美国经济危机与经济隐患严重存在 ,难以克服 ,突出的有:(1)贫富差距急剧

扩大:“各种统计资料都显示 ,美国已经成为第一世界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国家 。”[ 3](第 222 页)在美国 , “最

底层的 40%的家庭拥有的财富只占全部财富的 0.2%,相反 ,占 1%的最富有家庭支配着全部财富的将

近 40%”。“从 1983年到 1995年 ,最穷的 40%的家庭失去了其财富的 80%,而占 1%的最富有家庭的

财富却增加了 17%。”[ 6](第 285 页)(2)新型垄断危害严重 。其表现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大公司垄断

性进一步加强 ,它使价格垄断危险更为严重 ,公司裁员更为盛行;另一方面是科技垄断问题 。“在美国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出现一种新型垄断 ,创新者变为垄断者 。他们不仅聚敛了大量财富 ,而且威胁着

技术进步 。”[ 6]
(第 286页)(3)盲目投资导致过剩危机 。其直接表现是对信息产业的盲目投资 ,造成生产

能力过剩 ,导致经济衰退 。“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势头终于从 2000年下半年发生逆转 ,转向减速甚至衰

退 ,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信息产业衰退引发的 ,也可以说是 IT 泡沫破灭导致的经济衰退。”[ 9](第 4 页)

(4)金融泡沫损失惨重 。2002年底 ,“据美国威尔希尔公司所编订的全美市场数据 ,从 2000年 1月道指

攀达 11750点的高峰跌到现在的不足 9000点 ,纳指更是从 5500多点暴跌到现在的不足 1400点 ,投资

者深套其中的资金短期内无法解套。至今 ,已有 7万亿美元的市值`烟消云散' 。单单 2002年 ,美国整

体股市市值便缩水 3.5万亿美元”[ 10](第 43 页)。(5)企业制度暴露缺陷。年底开始 ,以安然公司事件为

导火索 ,在美国引发了一系列著名大公司的假账丑闻事件 ,它使美国企业制度中存在的问题露出水面 。

“借助股权融资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企业越来越多地被人们看作是一个金融实体 ,而不是一个创造物质财

富的生产实体 。企业性质的这种异变 ,使得企业日益成为一个纯粹`为股东创造价值' 的工具 ,而不是一

个把各种要素的所有者集合在一起的`利益团体' 和`生产组织' 。”[ 8](第 45 页)(6)环境保护前景堪忧 。

环境破坏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全球气候变暖 ,为解决这一问题 ,有关各方达成了《京都议定书》 ,然而 ,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和第一温室气体排放大国 ,认定履行《京都议定书》义务对其经济代价太

大 ,于年 3月正式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 11]
(第 70 页)。美国这一短视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全球环境

保护利益 ,同时也使其自身环境保护陷入困境。(7)社会危机严重存在。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

夫·布热津斯基曾列举了美国面临的 20个基本难题 ,其中包括日益加深的种族和贫困问题;广泛的犯罪

和暴力行为;大规模吸毒现象的蔓延;社会绝望情绪在内部滋生;过度的性自由;通过视觉媒体大规模地

传播道德败坏的世风;日益弥漫的精神空虚 ,等等[ 12]
(第 114-118 页)。(8)全球扩张引发危机 。“全球化

规则主要是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念和运行模式为蓝本制定出来的 ,实际上成了`美国化' 。”[ 6](第

207 页)全球化进程虽然对世界的发展进步有着巨大的积极效应 ,但其消极效应同样严重。所以 ,美国资

深记者理查德·隆沃思在考察世界 75国的全球化现实后得出的结论是:“在全球化浪潮下的美 、日 、欧各

国经济贸易高度繁荣 ,科技发展独领风骚 ,人民生活富足安稳 。然而 ,一片繁荣美景下暗藏着`全球资本

主义危机' :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和失衡 ,全球财富分配日益不均 ,少数精英追逐巨利 ,使贫者愈贫 、富者

愈富 ,由于过分追逐效率 ,公司大幅裁员 ,社会福利制度面临崩溃 ,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文明根基发生动

摇 ,道德沦丧 ,既有的生活方式发生着根本的变化。”[ 3](封底)

三 、美式资本主义揭示的个体实用理性经济功能

追究美式资本主义矛盾现实的根源 ,当然不能排除宏观的 、微观的 、历史的 、现实的 、主观的 、客观

的 、文化的 、社会的等各方面的因素 ,但是制度原则的作用无疑是不可排除的 ,甚至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

不同的制度原则所导致的社会发展现实是迥然不同的 。对此 ,道格拉斯·诺思曾有深刻的分析。他认

为 ,社会发展进步的关键不是取决于科技创新的快慢 ,而是取决于制度的效用 ,因为决定科技创新的关

键因素正是制度。他指出:“直到现代 ,不能在创新方面建立一个系统的产权仍是技术变化迟缓的主要

根源 。”[ 5](第 185 页)制度在社会发展进步中所具有的重大作用直接表明了自由竞争的制度原则与美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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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客观矛盾现实之间有着根本的联系 ,同时它又逻辑地揭示了自由竞争原则所崇尚遵循的个

体实用理性对美式资本主义的客观矛盾现实有着根本的影响作用 。这就是说 ,从制度逻辑基础看 ,正是

个体实用理性造就了美式资本主义的客观矛盾现实 ,可谓是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个体实用理性之所以

具有这种魔力般的作用 ,根本原因是在于其自身特性的双刃剑社会功能 。从经济角度看 ,一方面 ,个体

实用理性的充分激励 、发挥与满足是经济繁荣兴盛的根本前提与动力 。个体实用理性的现实表现主要

是基于生命直接需要的对物质财富 、金钱利润 、消费享乐等现实利益的追求。这种追求驱使着个体自然

自发地发挥出生命的最大潜能 ,从而为经济的创造 、创新提供着不可抗拒的无可比拟的无穷动力 。因

此 ,这种追求的激励 、发挥与满足程度直接决定着经济效率的高低 。对此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有深刻的

论述。如莱斯特·瑟罗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效率在世界范围内总体看来首屈一指的原因时 ,反复

强调个人现实直接利益的追求与满足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资本主义主张只有一个 ———实现个人消费最

大化的个人利益。”
[ 13]
(第 253页)“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满足现代人所相信的个性并利用被某些人认为是

人类的低级动机的贪婪和自私 ,造就不断上升的生活水平。要说满足不论在旁人看来如何微不足道的

所有个人的要求和欲望 ,资本主义制度能做到的别的制度连一半都做不到。”[ 13]
(第 1 页)在美 、欧 、日经

济效率比较中 ,美国总体上是处于遥遥领先的水平 ,显得更为强劲 、繁荣 。阿尔贝尔在分析其原因时 ,特

别强调个体自发本能需求的作用:“美国资本主义不仅仅使人联想到丛林法则的野蛮情趣和生存竞争 ,

也是一种幻想来钱很快 、容易暴富和出现`发迹史'的资本主义 ,它比明智的和耐心发展的莱茵模式更具

吸引力 。”[ 2](第 272 页)“激情 、非理性 、花样翻新和走火入魔的模仿 ,比人们想象的更能控制经济。”[ 2](第

169 页)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也是美式资本主义经济辉煌的核心表现 ,在分析科技

进步与创新的直接原因时 ,诺思特别强调个体现实直接利益的作用:“在发明与创新中几乎总是存在着

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巨大差异” , “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提高私人收益率才会出现”[ 5](第 16 ,

186 页)。企业与企业家是经济效率的直接创造者 ,它们的行为同样直接取决于现实直接的利益追求:

“追逐利益对企业和企业家来说是最有效的兴奋剂。利益是合法的 ,进一步说 ,只有效益 、利润和边际效

益才是一种有活力的经济的真正发动机。”[ 2](第 57页)

另一方面 ,个体实用理性的极端发展不可避免地破坏着经济发展的持续与稳定。个体实用理性在

其自然自发的巨大内在力量发挥作用的同时 ,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体的自私性 、贪婪性 、功利性 、短视性 、

盲目性 、非理性等特性 。这些特性与经济发展的社会性是直接矛盾的 ,其极端发展与膨胀必然危害经济

的持续稳定发展 ,造成种种经济动荡与危机 。个体实用理性的这种经济危害性主要有如下表现:(1)它

与社会的合作利益相违背。社会的团结合作是任何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 ,但它与个体实用理性的

现实逻辑直接矛盾 。瑟罗一再强调这一点:“个人的贪婪绝不是长期团结全社会的一种目标。”[ 13]
(第

253 页)“没有对美好未来的令人信服的远见 ,社会和经济的瘫痪就会到来 。”
[ 13]
(第 254 页)“任何一种社会

制度要想长久都需要一种强大的一体化意识形态的支持 。”
[ 13]
(第 154 页)(2)它与社会的长远利益相违

背 。教育 、科技 、环保 、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是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的必要保障 ,但它与个体实用理性的

投资逻辑是直接违背的 ,所以 ,瑟罗一再警告:“所谓对个人来说不合理的教育投资可以是非常合乎理性

的社会投资。”[ 13]
(第 280 页)“每个人都有个人的理性 ,但最后的结果是集体的非理性。”[ 13]

(第 300 页)“科

技与意识形态正在动摇 21世纪资本主义的根基 。科技正使技能和知识成为可持续战略优势的惟一来

源 。由于受到电子媒介的怂恿 ,人们的思想意识正在向短期个人消费最大化的极端形式发展 ,而此时经

济的成功恰好要依赖人们在技能 、教育 、知识和基础设施方面进行长线社会投资的意愿和能力。一旦科

技与意识形态开始分道扬镳了 ,剩下的惟一问题就是`大问题' (动摇制度的大地震)何时出现。”[ 13](第

319-320 页)(3)它与社会的稳定利益相违背 。平等 、民主 、公正等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但它与个体实

用理性的竞争逻辑直接矛盾 。“在经济生活中寻找赚大钱的机会就是所谓促进资本主义效率的动力 。

有人找得到机会 ,有人找不到。把别人挤出市场 ,迫使他们的收入为零———剥夺他们的收入机会 ———这

就是所谓竞争的全部内幕。”[ 13](第 239页)“几个世纪以来 ,许多财富不均的社会 ,在恢复平衡之前 ,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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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破坏性的劫难 。”[ 3](第 225 页)

个体实用理性的双刃剑功能清楚地揭示了一个勿庸置疑的道理 ,那就是 ,对个体实用理性不可简单

地肯定或否定 ,推崇或排斥 ,放任或限制 ,刺激或压抑 ,而是要根据特定的条件 、特定的目标采取相应的

对策 。特别是在当前我国正大力推进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 ,必须建立和制定科学合

理的规章制度使个体实用理性的双刃剑功能得到合理有效的调控 ,既使其促进经济繁荣兴盛的不竭动

力作用得到充分激励与发挥 ,又使其危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阻碍破坏作用得到有效的约束与遏制 。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中 ,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原则

方针 ,事实上也是有效调控个体实用理性双刃剑功能的合理有效措施 ,果能切实践行 ,必将带来我国现

代化建设的更大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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