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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保护主义和内向型工业化道路是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美国学派为之提供了由 “生
产率立国、保护性关税、国内市场、利益和谐与国民银行” 构成的一整套国民经济学说和政策方
针。这是一种有关落后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如何实行经济赶超的经济学说�对德国和日本的崛
起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美国保护主义抬头和全球化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的
今天�重新发掘美国学派关于美国经济崛起的经济学逻辑�对于我国启动内需、重新审视外向型
发展战略的得失和研究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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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 （1815—1914）》�贾根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序言”�第2页。

②　1894年美国制造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化国家�这标志着美国经济崛起的完
成。见黄安年：《美国的崛起与发展》�《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 2008年第19期。

战后以来�美国出于推行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和金融帝国主义的需要�刻意删除了美国保护
主义的历史以及推进美国经济崛起的工业化逻辑�保护主义、美国学派与美国经济崛起的历史
联系已经成为经济学和历史研究的 “黑洞”。美元霸权理论批判的奠基者之一迈克尔·赫德森在
关于美国学派的专著中指出�“至少在表面上�有关美国经济思想百科全书式的研究也没有给予
他们更多的注意�不仅没有把他们描述为美国工业 （产业） 霸权的设计师�反而傲慢地把他们
处理为异常的人物。”①那么�美国学派为何是美国产业霸权的设计师�他们的理论是如何推进
美国经济崛起的呢？②本文在概述美国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之后�将围绕这一主题分别讨论其关于
生产率立国、保护性关税、国内市场、利益和谐与国民银行的基本理论与美国经济崛起之间的
关系�然后简要说明美国学派对其他国家的重要影响�以及对大国崛起的启示。

一、美国学派国民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最近几年�虽然大国崛起的研究始终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但这些研究要么忽视了大国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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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一些关键性事实�要么对大国崛起背后的经济学逻辑缺乏深入的研究。前者如2006年在国
内热播的电视片 《大国崛起》�它不仅回避了英国崛起乃至英国工业革命与重商主义之间的历史
联系�而且刻意抹杀了美国经济通过保护主义而崛起这一基本事实。但正如1897—1901年在任
的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指出的：“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农业国；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矿产国；
我们也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这一切都缘于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的关税保护制度”；① 美国
经济学家托马斯·K∙麦格劳也指出：“与德国在经济发展期 （1879—1914） 的政策以及日本在
创造经济奇迹时期 （1951—1973） 的政策很相似…… ［美国保护主义———引者注 ］ 政策的系统
性实施却是铁证如山的事实。”② 忽视这些历史事实�无疑使大国崛起的研究存在致命的缺陷。

所谓大国崛起的经济学逻辑�就是能够运用经济学原理系统阐释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崛起
的基本原因�这在目前的研究中是非常缺乏的。例如�近几年来�一些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
美国经济崛起的关键就在于保护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抉择�特别是张夏准、③ 埃里克·赖纳特、④
贾根良和黄阳华、⑤ 梅俊杰、⑥ 黄树东⑦等都突出地强调了这种决定性的影响。但是�除了赖纳
特做了初步分析外�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集中于基本的史实�而没有对保护主义为什么能导致
美国经济崛起进行更深入的解释。笔者认为�导致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是未能对美国崛起时
期美国政治家所信奉的 “美国学派” 与美国经济崛起之间的内在因果联系及其机制进行深入研
究。由于在经济思想史中�“美国学派” 作为推动美国经济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说基本上已经被人
们遗忘�⑧ 所以学者们也就无从了解其国民经济学的逻辑了。

但是�赫德森却是个例外�他在2010年以中英文同步出版的 《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
秘诀 （1815—1914）》一书中�记述了从1814年根特和约签订到1914年期间�美国学派国民经
济学的发展及其与政治斗争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展现了美国民族主义政治家及经济理论家在
构建美国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揭示了保护主义这一美国经济崛起的
秘诀。实际上�我们熟知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只属于第一代美国学派。他在美期间 （1825—
1830） 参与了当时美国报刊上争论颇为激烈的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的论战�并于1827年出版了
《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 （美国体系）》。而以亨利·凯里为代表的第二代和以西蒙·帕滕为代表的
第三代美国学派的思想�现在基本上已经不被学者们所了解。按照赫德森的看法�李斯特的著
作并没有反映美国保护主义的最高成就�只是在1841年他的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出版之
后�第二代以及第三代美国学派才发展了基础更加广泛的经济发展学说�并把它升华为一种具
有普遍适用范围的经济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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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K∙麦格劳编：《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赵文书、肖锁章译�南京：江
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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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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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贾根良、黄阳华：《评发展中国家贸易保护还是自由贸易的新争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
5期。
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黄树东：《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贾根良、束克东：《19世纪的美国学派：经济思想史所遗忘的学派》�《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年
第5期。



推进美国经济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说�主要是由实践这一学说大政方针的政治家及作为追随
者的经济理论家们发展起来的�他们形成了美国学派。正如赫德森指出的�美国学派 “是党派
性强的人和政治活动家的产物�它常常是那些与辉格党和 （在1854年之后的） 共和党领导人密
切接触的新闻记者们和小册子作者们的产物”�① 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包括政治家 （亨利·克莱、
安德鲁·斯图尔特、威廉·亨利·苏厄德和威廉·凯利等）、新闻工作者 （马修·凯里、亨利·
凯里、赫齐卡亚·奈尔斯、霍勒斯·格里利和著名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牧师 （卡尔文·科
尔顿、斯蒂芬·科尔韦尔和罗伯特·埃利斯·汤普森）、律师 （丹尼尔·雷蒙德、帕申·史密
斯） 和实业家 （伊拉兹马斯·B∙比奇洛、约瑟夫·沃顿） 等。美国学派的经济学说被辉格党及
1854年之后的共和党作为竞选和施政的纲领�并在南北战争后一直到1894年美国崛起时�支配
着美国的政治生活。在美国崛起过程中�美国学派的政治家和这一学说的经济理论家过往从密�
他们对自由贸易以及大卫·李嘉图、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和其他英国经济学家的经济理
论进行了犀利的批判�提出了一套推进美国工业化的新的经济学说。对于这样一套指导美国工
业化成功的经济学说进行深入研究�是开启美国经济崛起秘诀的钥匙。

美国学派国民经济学又被称作 “政治经济学的美国体系”�当时是作为以李嘉图和马尔萨斯
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 “政治经济学的英国体系”） 的对立面而发展起来的�其核心思
想是关于 “美国制度” 的概念。美国学派的原始思想最早是由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在1791年提出的�以表达立国领导人希望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上摆脱欧洲特别是英国影
响的强烈愿望。汉密尔顿认为�除非美国能够在国民经济的所有基本产品上都实现自给自足�
否则就不能摆脱英国对美国经济的支配地位。美国著名政治家亨利·克莱 （Henry Clay�
1777—1852） 是美国两任众议院议长、第9任国务卿以及1824年、1828年、1832年、1836年
和1844年的总统候选人。1824年�他提出以保护性关税、内部改善和国民银行为核心的 “美国
制度”�克莱因此被看作 “美国制度” 之父。这一概念使汉密尔顿的工业化战略和政策得以具体
化�从而对美国经济的崛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此之后�“美国制度” 的概念成了美国学派经
济学说的基石。

亨利·凯里是亚伯拉罕·林肯的经济顾问�马克思称其为 “北美唯一的有创见的经济学
家”�② 凯里在 《利益的和谐》（1851） 一书中对 “美国制度” 增加了两个要点。一是政府通过赠
款和补贴对科技研究进行投资并发展公立基础教育体系；二是拒绝阶级斗争�实现资本家与工
人之间、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利益和谐。这样�“美国制度” 就由五大要素构成：保护性关税、内
部改善、国民银行、科教投资和利益和谐�从而成为美国、更具体地说是美国共和党的施政方
针或工业化纲领。但具体的政策不可能完全反映它赖以提出的理论基础�经过对美国学派文献
的研究�笔者认为�“内部改善” 只是美国学派国内市场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科教投资的方
针具有更深刻的理论基础；从其更全面的思想体系来看�美国学派的核心理论是由 “生产率立
国、保护性关税、国内市场、利益和谐与国民银行” 构成的。我们下面围绕这五大要素�按照
其逻辑关系依次讨论这一经济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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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 （1815—1914）》�“第一版引言”�第24页。
马克思：《巴师夏和凯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
页。马克思在文中还提到�“凯里 （完全撇开他的研究的科学价值不谈） 至少有这样的功劳�即他以抽
象的形式表述了庞大的美国关系”；“凯里在经济科学方面�如关于信贷、地租等等方面�是富于可以
说是真诚的研究的。”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上）�第8、9页）



二、生产率立国
凯里之所以在1851年把政府通过赠款和补贴对科技研究进行投资并发展公立基础教育体系

增为 “美国制度” 的重要内容�原因就在于 “生产率立国” 的理论。这一理论的萌芽可追溯到
汉密尔顿1791年 《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他在这个著名的报告中写道�如果一国拥有使其工人
产出提高一倍的机器�那么生产同一产品的劳动成本将减少一半。亨利·克莱用英国工业的事
实说明机器可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200倍的原因�并直接把机器的使用与科学技术的进步联系
在一起�“科学使一个人像二百人甚至一千个人那样强有力�它不靠自然力�因此科学的力量将
胜过也必将胜过靠增加劳动力产生的力量。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之
上、培育实用的机械和制造工艺优势的国家必将在力量上是优异的�并能保持这种优势地位”。①
这是美国学派 “生产率立国” 说的最初表达。

帕申·史密斯在说明机器生产是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时�提出了一种由能量测度的资本
的生产率学说。他认为�人体可以类比为能量转化器�像机器那样将他的 “燃料” 即食物、衣
物以及相关必需品转化为一定量作用于大自然的能量。显而易见�通过机器来制造相当于1单
位人力能量所需要的成本�比使用作为能量转化器的人的身体要低得多。所以�从国际比较的
角度来看�机器生产将使高工资国家在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上比廉价劳动力国家低得多�因为
生产率的增长超过了工资的增加。同时�机器需要由熟练的高工资工人设计、制造和操作；而
且�机器在不断替代体力劳动者�这就驱使劳动力从产业链低端转移到更高端的知识性劳动�
如果没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工人们将无法胜任这些工作。

帕申·史密斯指出�美国学派 “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为了让劳动的价格变得低廉�
工人必须享有充足的食物、体面的衣着、舒适的住处、良好的教育———不仅包括工艺方面的知
识�还包括一切附属的普通常识。雇主将支付所有的费用�并在利润中获得回报”。② 于是�高
生产率与高工资率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在美国经济崛起过程中�高工资刺激了用机械替代昂
贵的劳动力�机械的使用导致更高的生产率�从而使工资更高�这反过来又刺激了在更高程度
上采用机械�这就是美国技术革命的推动力�也是在1875年开始的以钢、重型机械制造业和电
力等资本密集型工业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中�美国脱颖而出的基本原因。作为美国国务院
特使�肖恩霍夫在对美国和欧洲的工资率与生产率关系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说�“在劳动力上
高定价的国家到处都在击败‘乞丐劳动力’的国家”�③ 从而证实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

美国学派在生产率理论上的重要贡献还在于提出了新的农业生产理论。正如诺贝尔奖得主
西奥多·W∙舒尔茨指出的�一直到20世纪初�“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不曾从李嘉图农业土地
收益递减的静态谕示中完全解脱出来”�④ 即使是第一代美国学派代表人物李斯特的工业化和保
护主义理论也未能避免农业土地报酬递减理论的缺陷。第二代美国学派及时地利用19世纪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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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vin Colton�L i f e and T imes o f Henry Clay�vol．2�New York:A．S．Barnes ＆ Co．�1846�p．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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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1914）》�第149页。
Erik S．Reinet�Globaliz ation�Economic Dev elopment and Inequality�London: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04�p．103．
西奥多·W∙舒尔茨：《论农业中的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冲突》�杰拉尔德·M∙迈耶主编：《发展经济学
的先驱理论》�谭崇台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页。



十年代德国著名化学家贾斯特斯·李比希和其他土壤化学家的研究成果�指出土壤肥力和农业
生产率也是资本投资的产物。李比希等人的研究表明�土地就像一架机器�能量的使用能把土
壤化学成分转化成农作物。帕申·史密斯在李比希和美国专利局农业处丹尼尔·李博士研究的
基础上�主张土壤的生产率是其资本投入的函数�科技进步将使土壤生产率可以像工业生产率
一样得到提高�这也就是说�农业也可以像工业一样服从报酬递增规律。亨利·凯里在1857年
至1859年出版的三卷本著作 《社会科学原理》中�详细并通俗地阐述了史密斯的这一理论�对
美国保护主义和农业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现代角度来看�生产率的提高绝大部分是科技进步的结果。正如赫德森指出的�美国学
派是一种集中于技术发展及其社会后果的经济学说�因此�美国学派无疑是创新经济学、国际
竞争力 “技术差距” 理论、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农业报酬递增理论以及我们后面要谈到的
生态经济学的先驱�前引亨利·克莱的看法也清楚地表明他把科学作为国家竞争优势基础的观
念。这里�美国学派把资本积累看作能量转换的手段和开发大自然的技术能力�把生产率看作
国民财富增进的主要源泉和国家间贫富差距的根源。亚历克西·托克维尔早就观察到� “在美
国�科学中纯粹实践的部分被理解得十分透彻�那些在应用中直接需要的理论部分被细心地加
以注意。在这方面�美国总是展现出一种自由的、原创的和富于发明的心智力量。”① 我们把美
国学派的这些思想概括为 “生产率立国”�应该说是比较恰当的�正是以提高生产率为目标的美
国制造业体系、资本密集型工业和大规模生产的兴起�为美国经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三、贸易保护
那么�美国学派为什么提出 “生产率立国” 的战略方针呢？首要的重要原因就是为工业保

护的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在美国独立前后�亚当·斯密和让·巴蒂斯特·萨伊按照比较优势理
论�反对美国发展制造业�认为美国注定要经营农业。斯密写道�“英属美洲殖民地�几乎把所
有的资本都投在农业上。那里也就主要为了这个原因�才很迅速地日趋于富强。那里�除了家
庭制造业和粗糙制造业 （这种制造业�一定会随着农业的进步而产生�每个家庭的妇女儿童�
都能经营这种工作）�就没有制造业。至于输出业和航海业�则大部分由住在英国的商人投资经
营。……假使美洲人联合起来�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欧洲制造品输入�使能够制造同种物
品的本地人有独占的机会�因而使本地大部分资本�转投到制造业上来�结果将不但不能加速
他们年产物价值的增进�恐怕还会加以阻碍�不但不能使其国家渐臻于富强�恐怕还会加以妨
害。同样�如果他们要设法垄断全部输出业�结果也许更会如此。”②

斯密的上述看法遭到美国学派的坚决反对。美国学派 “生产率立国” 的战略清楚地表明�
国际竞争力是由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所塑造的�生产率差距的日益扩大是导致富国愈富、穷国
愈穷的基本原因。美国学派认为�工业是最有利于创新的部门�它的存在不仅为农业提供了高
生产率的机器设备和土壤肥力 （如化肥等）�而且也为降低商业交易成本提供了基础。美国农业
的机械化是现代农业的开端�没有美国工业的高度发展�这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如果没有工
业的高度发展�在农业中生物化学技术的应用和用以提高土壤生产率的资本投资也是不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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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的。正是这种高生产率的农业�奠定了美国今天 “粮食帝国主义” 的基础。
在美国早期的关税争论中�自由贸易主义者一直鼓吹�美国广袤的西部土地和自然资源使

美国人获得比欧洲高的工资�这不仅使美国在工资成本上不具备建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而且
出口农产品和资源、进口欧洲工业制成品的国际分工�也将使美国工业化无利可图。而美国学
派却认为�工业是工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基础�没有工业�就没有高水平的生产率�美国也就无
法维系高工资水平�更不用说增长了。而且�汉密尔顿还指出�“……不仅国家的财富�而且国
家的独立和安全看来都与制造业的发达有着实质性关系。”① 因此�美国学派认为�美国无论如
何都必须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但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美国人的高工资将使美国的幼稚
工业在外国发达制造业的竞争下无法生存�为了推进使美国劳动力更具生产率的资本投资�使
工业投资能够收回昂贵的创业成本�美国必须实施保护性关税。

饶有兴味的是�这种保护性关税的迫切性来自美国出口型农业的危机�后者恰恰是斯密主
张的�美国把所有的资本都投入农业出口部门的产物。这种危机源自单一农产品出口所产生的
土壤肥力的枯竭�及其导致的农业的自我毁灭和生态环境的破坏。19世纪上半叶�由于移民增
加�美国单一出口型农业大范围扩张�同时由于美国西部存在广袤的土地�美国形成了 “耕完
即走” 的 “竭泽而渔” 式的农业耕作模式。19世纪30年代末�著名科学家和保护主义者约翰·
W∙德雷珀就为当时遍布美国的耗尽土壤肥力的种植方式而震惊。② 这种 “竭泽而渔” 的农业耕
作方式导致了土壤中农作物生产要素如碳酸钾 （钾肥）、碳酸钠、石灰、碳酸镁、氯、磷、硫酸
和氨等化学元素的大量流失。

19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专利局农业处在丹尼尔·李的领导下�利用已有统计资料说明土
壤肥力的衰竭。李在1849年的专利局农业报告中估计�美国 “竭泽而渔” 式的耕作方式导致每
年的农业损失达到平均每英亩收入的10％；在1852年的报告中�他估计每年的资本损失大约占
农作物销售值的17∙5％—20％�而这些恢复土壤肥力的成本在出口价格中并没有反映出来。李
警告说�如果土壤的破坏继续下去�美国最终将不能保持它的农业剩余。英国一家著名农业杂
志的两位作者也警告说�如果在耕作模式上没有替代性的途径�若干年后�美国将需要大量进
口小麦�而不是像现在那样还能够向欧洲出口小麦。那么�新的农业耕作模式将怎样产生呢？
丹尼尔·李和帕申·史密斯指出�使土壤肥力耗竭的耕作模式是美国为获取工业品大量的、持
续的进口增长所导致的；从源头上改变这种状况�实施推进工业发展的关税保护政策�进而通
过对土壤的资本投资提高土地的生产率�这才是美国唯一的选择。③

此外�针对斯密所说的英国商人操纵美国输出业和航海业问题�美国国会于1817年强行要
求美国船只垄断沿海航运业�这种限制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④ 美国学派成员不仅支持这
种做法�而且还揭露了发达国家对输出业或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产业链的操纵问题。自由贸易
主义者或许会说�美国应该从海外购买纺织原料�而将本国制造业的重点放在最后的来料加工
上。美国保护主义出版商大卫·赖斯回答说�这需要有国际的运输和分销组织作中介�由此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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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国际卡特尔将控制美国商品市场的销售价格。① 亨利·凯里也指出�在技术存在差距的国家
之间不可能不产生这种操纵与屈服性的外国卡特尔联盟�在其控制下�美国通过国际贸易来发
展经济是不可能的。② 美国学派认为�只有实行与英国的有效隔离�美国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独立
自主的快速发展�这种自给自足的孤立主义思想支配了美国辉格党、特别是共和党在1865—
1894年美国经济崛起时期高关税保护政策的制定。

四、国内市场
显而易见�高筑关税壁垒�产品出口必遭其他国家的抵制�美国将不得不把绝大部分注意

力转向发展国内经济�因此�“国内市场” 很自然地就成为美国保护主义工业化纲领的重要组成
部分。1820年�马修·凯里在 《新橄榄枝》一书中�强调农场主和工业家之间的互相依赖�试
图调和他们之间的利益矛盾�提出保护性关税的 “国内市场 （内需）” 说。这一观点很快在国会
为议员乔治·梯比斯和安德鲁·斯图尔特所大力宣传。美国学派的许多成员也都强调�国内市
场要比国际市场更为重要。例如�早年曾担任亚当斯总统私人助理的亚历山大·埃弗雷特指出�
国内贸易对国内工业、资本的带动在数量上将是国外贸易的两倍；第一代美国学派经济思想的
整理者李斯特也指出�“一国的国外市场尽管极为繁荣�但是它的国内市场对它的重要性却十倍
于国外市场；……向海外追求财富固然重要�还有比这个更重要十倍的是对国内市场的培育与
保卫。”③ 但对当时后发工业化的美国来说�怎样才能培育国内市场呢？

首先�国内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为美国农场和种植园提供欣欣向荣的农产品国内市场。亨
利·克莱提出�“美国制度” 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发展现代工业为美国农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国
内市场�国外对美国农产品需求的大幅度萎缩�使 “农业收入的恶化只有靠培育国内工业才可
以抵消�把现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和引导新移民） 到城市工业�为农产品创造国内市场”。④
又如�美国专利局在1836—1844年间负责准备农业报告的第一任官员亨利·L∙埃尔斯沃斯�阐
述了辉格党已经确立的、为开拓农产品的销路而扩大国内城市市场的观点。他指出�日益增加
的移民和人口的自然增长将增加农业劳动力的供给�这种劳动力的生产率又将因劳动节约型机
械和化肥使用数量的增加而提高�国内农业产出的迅速增加在相当大程度上要超过国外市场需
求的增长�其结果必然是农产品价格下跌�解决的办法只能是通过工业化为农产品的出售培育
由城市工业劳动力需求构成的国内市场。⑤

其次�美国农业和农村要为国内工业的发展提供市场。由于美国工业无法与英国等发达国
家竞争�所以 “美国的制造商不能企望那些较老的国家供给一个大市场�而必须在国内创造市
场�同外国的产品进行竞争”。⑥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美国人民忍受质次价高的工业品也在所不
惜�否则美国的工业化就无法展开。美国的一位经济史学家写道：“我们商业政策的基调从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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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就是为国内制造商保留国内市场�而排斥外国竞争的。”① 亨利·凯里指出�如果美国不进口
外国的工业制成品�农业依靠国内市场�那么�在这些部门之间将取得平衡的增长。但如果允
许自由贸易�制造业就不能发展�而农业也就无法在需求充足的条件下以可接受的价格出清其
市场。② 因此�按照美国学派的看法�发展城市制造业可为美国日益过剩的农产品提供市场�而
农村在高工业关税下只能购买美国工业品�这样�美国的工业和农业之间就可以互为市场�进
而促进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较全面和相对平衡的发展。

再次是关于城乡平衡发展和中西部农业地区工业化的政策主张。19世纪40年代末�美国专
利局农业处的报告就建议�按照流行的农业化学理论�只有在农业区附近建立相邻的工业城镇�
才能实惠地提供恢复土壤肥力所需的厩肥、人类排泄物或其他基本的肥料要素。作为理论基础�
亨利·凯里提出 “从土地取走的东西要循环回土地” 的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学思想；史密斯则
提出 “使消费者居住在生产者旁边” 的政策主张。他们指出�如果不在农业地区推进工业繁荣
并建立起城乡平衡�美国中西部的农用地必定耗尽肥力。“由于极力主张国家土壤资源保持的优
先重要性 （与西奥多·罗斯福把水土保持问题再次作为共和党主要政纲之一相比�这在时间上
早了多半个世纪）�为了建立城乡平衡�辉格党提倡美国广大的农业物资供应地区实现工业
化”�③ 这对南北战争后美国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和西部地区的城市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最后是内部改善。内部改善是亨利·克莱1824年提出的 “美国制度” 的三大要素之一�目
的在于使用关税收入 （以及南北战争后出售西部土地的收入）�为政府建设公路、运河、铁路、
邮局和公共教育等基础设施提供资金。这种由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在降低流通成本、推动
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增进生产率、实现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世
纪初的美国�国内市场十分狭小�主要限于大西洋沿岸以出口英国等海外市场为主的一些城市
的经济增长�广大内陆地区交通极为不便�严重阻碍了国内市场的开发。从1808年到19世纪末
的将近一个世纪�美国先后掀起了修建驿道、开凿运河和铺设铁路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高潮�
经典的如伊利运河和太平洋铁路的开通。这场 “交通革命” 不仅是市场的 “连接要素”�而且也
清楚地说明了其经济发展的进程。④ 它对于美国资本密集型和规模依赖型的工业兴起�并在19
世纪末取得全球竞争优势所起的作用�不亚于技术创新对美国工业化的影响。

五、利益和谐
基于 “生产率立国”、保护性关税和国内市场的政纲�美国学派对美国将发展成为一种没有

工人阶级贫困化的所谓 “新文明” 充满希望。为了在选举中争取工人和广大农村地区的支持�
辉格党和共和党政治家宣传说�工业化不能以剥削劳动力为基础�而要以能量驱动的技术来开
发大自然�在保护性关税之下�美国能在劳动与资本、工业与农业 （城市与乡村） 之间建立利
益和谐的关系�避免英国和欧洲大陆以降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生活标准为代价的工业化道路。

为了强调保护性关税是保护美国劳工及其工资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非仅仅出于保护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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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利润率的要求�美国学派提出并发展了前述高工资经济的学说。他们宣称�大力推进工业
资本投资�生产率提高的收益将超过工资提高的收益�结果�利润和工资可以共同提高�劳动
和资本之间将建立起和谐关系�因此�保护性关税也是工人阶级的利益所在。这一着眼于工资
率的生产率理论曾经为美国共和党赢得劳工对工业保护的赞成票�提供了强有力的论证。

贯穿于美国学派 “国内市场” 政纲的另一条主线是所谓保护农民的利益。美国学派论证说�
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将吸纳农业的剩余劳动力�扩大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从而维持农产品的
高价格和农民的高收入。因此�辉格党和1854年之后的共和党保护主义者热切地向农民宣传�
使农产品得到稳定销售的国内市场的繁荣昌盛是美国农民利益之所在�而城市市场的增长需要
工业关税保护。为了向美国农民证明这些思想的合理性�工业保护主义者从1849年开始掀起了
一场呼吁设立美国农业部的运动。具有讽刺性的是�1862年美国农业部的设立以及旨在培养农
业科技人才的农学院的建立�都不是由维护农业出口利益的自由贸易主义者和农业地区为了自
身利益而推动的；相反�它是工业保护主义者努力的结果。①

美国学派当时为了获得对贸易保护政策的支持而诉诸于劳工和农业利益是有其客观基础的。
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② “是它聚集自己的力
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③ “保护关税制度把一个国家的资本武装起来和别国的资本作
斗争�加强一个国家的资本反对外国资本的力量”。④恩格斯的分析更为具体：“如果美国要成为
一个工业国�如果它有一切希望不仅赶上而且超过自己的竞争者�那末在它面前就敞开着两条
道路：或者是实行自由贸易�进行比如说五十年的费用极大的竞争斗争来反对领先于美国工业
约一百年的英国工业；或者是用保护关税在比如说二十五年中堵住英国工业品的来路�几乎有
绝对把握地坚信�二十五年以后自己就能够在自由的世界市场上占有一个地位。这两条道路中
哪一条最经济、最短捷呢？”⑤ 正确的答案自然是：“有一个国家�在那里�实行一个短时期的保
护关税政策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这就是美国。”⑥ 马克思在1879年还指出：“美
国经济进步的速度现在已经大大地超过了英国�虽然美国在积累财富的数量方面还落后于英国；
同时群众是比较活跃的�并掌握着比较强大的政治手段�可用来拒绝那种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
代价的进步形式。”⑦ 我们不难理解�在1865—1894年美国共和党崛起并长期执政时期�⑧ 关税
保护为什么能在为它打造赢得工人和农民广泛支持的政治联盟中发挥关键作用。⑨ 但是在这一时
期的后期�随着工业生产的集中�在股份公司的基础上�垄断组织从初级形式的普尔到高级形
式的托拉斯在美国迅速发展�大资本家利益集团在通过政府对国际经济进行干预�把外国商品
和外国直接投资拒之于门外的同时�却拒绝政府为实现国内公共目标而进行干预�并利用其强
势力量 “俘获” 立法和规制的国家政治决策�导致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变本加厉地遭受严重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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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狂飙突进的工业化30年 （1865—1894） 也被称为 “镀金时代”�美国经济虽然崛起了�
但工人罢工、失业、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和政府腐败等诸多问题�却使美国社会面临严峻的考
验�“利益和谐论” 很容易就被束之高阁了。

为什么美国学派把贸易保护看作是劳动与资本、工业与农业之间利益和谐的关键呢？亨
利·凯里是这种利益和谐论的著名理论家�基于作为其价值论的资本再生产费用论�他提出�
由于技术进步�资本的再生产费用将减少�资本的价值也将降低�而劳动的价值则将逐渐提高。
他认为�这是支配劳动产品分配的伟大规律�是社会各阶级利益达到充分和谐的基础；但是�
工业不发达国家内部的这种和谐的经济合作�遭到英国工业垄断以自由贸易之名进行扩张的威
胁。而马克思的相关评论则深刻得多�至今发人深思。他指出：“在美国�资本的积聚和对群众
的逐步剥夺不仅是空前迅速的工业发展、农业进步等等的先决条件�而且也是它们的天然产
物。”① 但由于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不是在封建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国家从一开始就从属
于这个社会的生产�这个社会 “把旧大陆的生产力和新大陆的巨大的自然疆域结合起来�以空
前的规模和空前自由地发展着�在制服自然力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一切成就”�因此�“在那
里�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对立仅仅表现为隐约不明的因素”。② “凯里把这一巨大的新大陆赖以如
此迅速地、如此惊人地和如此顺利地发展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生产和交往的永恒的正常关
系”�他 “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绘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③ “根
据凯里的意见�经济关系的和谐是建立在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和谐合作上的。英国在它
本国内瓦解了这种基本和谐以后�它通过竞争在世界市场上到处都破坏了这种基本和谐�所以
它是普遍和谐的破坏因素。能够防御这一点的�只有保护关税 （国家用强力来抵制英国大工业
的破坏力量）。于是�国家成了‘经济和谐’的最后避难所”。但是�“凯里不懂得�这种世界市
场的不和谐只是那种作为抽象关系在经济范畴中被确定下来�或者在最小的规模上取得某种局
部存在的不和谐的最后的、恰如其份的表现。”④ 这就是说�劳资矛盾等其他重要矛盾的不和谐
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中�并通过世界市场获得了最充分的表现。

六、国民银行
按照美国学派的看法�建立国民银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稳定货币�适应扩大再生产的信贷

要求�并从英国金融权力的支配下解放出来。需要说明的是�在美国经济崛起期间�美国不存
在由国家所有和经营的中央银行�所谓的国民银行实际上是一个私有但公管的银行体系�中央
银行的职能只是偶尔由财政部代理�突出的事例就是内战期间 “绿背纸币” 的发行。由于受到
英国金融制度的深远影响�美国在19世纪几乎没有打算建立一种政府银行体系�以便作为对私
人银行业部分职能的真正替代�曾经在法国、德国和日本的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由中央政府
对银行业信贷协调乃至集中管理的模式�从未在美国站稳脚跟。在 《联邦储备银行法令》于
1913年12月23日通过之前�美国曾围绕国民银行制度的建立经历了曲折的斗争。重大的历史
事件主要有：美利坚第一银行和美利坚第二银行的建立和终止�《国民银行法》的颁布�以及内
战期间 “绿背纸币” 的发行。我们下面依次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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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银行制度的设想和建立始于汉密尔顿�他就任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不久�就对新生
的美国所面临的财政问题以及银行业的经济意义显示出极强的洞察力。在1790年12月提交国会
的报告中�他建议以英格兰银行为蓝本�建立一个私有并随时由财政部检查其业务的 “国民银
行”�但与英格兰银行的股本向社会募集不同�联邦政府拥有其1／5的股份。该建议遭到托马
斯·杰斐逊的反对�但得到乔治·华盛顿的支持。1791年�美利坚第一银行经国会特许成立。
虽然它在稳定货币和代理国库上成效显著�但在1811年期满时却被杰斐逊所终止。然而�在随
后的五年里�该银行支持者的诸多担忧变成了现实：州立银行的数目几乎增至三倍�但其发行
的各种纸币却不断贬值。这种惨痛教训使过去曾反对美利坚第一银行的人自愿地在1816年给美利
坚第二银行颁发了特许营业执照�但期满时的延期提案又被民主党人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否决。

客观上说�“第一、第二银行对改善财政状况�增强公共信用�阻止州银行过度扩张�确保
统一和价值稳定的货币和促进工商农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 ‘总体效果符合公共利
益’”�① 但为什么却遭到杰斐逊和杰克逊的否决呢？主要原因就是这种被政府授予特权的私有银
行�“具有巨大的经济特权和主要为股东利益服务的不负责任的权力”�② 因此�杰斐逊和杰克逊
担心私人银行家通过发行纸币吮吸实体经济的财富�而赞同以金银硬币作为货币。但是�自
1836年美利坚第二银行被终结后�由于联邦政府放弃了对全国银行业务的督导�金额不一的钞
票出现了七千多种�劣币和假币充斥流通领域。如此混乱的货币银行制度显然不能应付北方的
战争需要�于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共和党执政的林肯政府在1863年颁布 《国民银行法令》
（1864年修订）�清除了州立银行各种紊乱的纸币�终于建立起将发行纸币和扩张信贷的权力集
中于中央政府而不是分散于州政府的国民银行制度。

对国民银行制度的发展来说�比 《国民银行法令》更具意义的是南北战争爆发后 “绿背纸
币” 的发行。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时�新上任的林肯总统发现�国库是空的�如果不能为战争
和战时生产筹到资金�联邦政府必败无疑。英国政府在战争中暗中支持南方�曾组织国际银行
团联合抵制对联邦政府的贷款；英国贵族也企图通过他们在纽约和伦敦的银行业代理人�利用
联邦政府战争初期的失利�提出苛刻条件�迫使林肯政府把经济主权完全交给以伦敦为背景的
私人金融利益集团。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林肯毫不犹疑地与英国控制的金本位
制决裂�推动国会在1862年2月通过 《法定货币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在没有任何储备或硬通货
作基础的条件下�发行被称作 “绿背纸币” 的政府纸币。这种制度创新极其成功地使政府成为
信贷的主要创造者�是运用主权信贷击退外国金融势力和国内私人金融利益集团对国民经济支
配的典型案例�对于我们今天应对美元霸权仍富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南北战争于1865年结束时�亨利·凯里接连发表一系列致众议院议长的信�并出版了题为
《不战而屈英人之兵》③ 的论文集�大力呼吁战后继续执行主权信贷的 “绿背” 政策�为美国独
立于外国资本 （主要是英国控制的黄金）�发展自主经济进行了艰巨的斗争。“绿背党” 和 “平
民党” 也敦促财政部提供银行业功能�代表公共领域维护他们的利益�以阻止金融食利者阶层
对其经济剩余的吮吸。但由于金融利益集团等力量的破坏�“绿背” 政策受到很大干扰�1879年
硬币流通的恢复所导致的通货紧缩加重了债务负担�成为这一时期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
国民银行体系也未能满足公众特别是西部和南部所需通货的要求。但受惠于1861—1865年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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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革命” 其他重大措施的深远影响和高关税保护政策�内战结束后并非有利的金融环境未能阻
止美国通过狂飙突进的30年工业化而崛起。① 而在美国学派影响所至的工业化更晚的国家�特
别是在德国和日本�金融问题都比美国解决得好�政府在为生产性活动提供信贷、特别是为工
业化提供廉价融资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美国学派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虽然人们并不了解美国学派在美国经济崛起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但一般都知道李斯特的贸

易保护学说对德国崛起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然而�李斯特经济学受惠于美国学派的事实却并不
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例如�很多人把李斯特看作是 “幼稚工业论” 之父�实际上�汉密尔顿才
是系统提出 “幼稚工业论” 的第一人。当汉密尔顿在1791年提出工业保护主义学说时�由于当
时美国外向型农业经济的繁荣�美国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正的工业需要保护�因此�汉密尔顿的
学说在20多年的时间里被人们淡忘。正是马修·凯里把汉密尔顿的思想重新引荐给美国新一代
民族主义政治家�而李斯特则是在拉斐特将军的引荐下�与当时这些著名政治家同时也是美国
学派重要支持者的亨利·克莱 （他本人还是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韦伯斯特 （美国第14任和第
19任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 （美国第6任总统）、威廉·亨利·哈里森 （美国第9任总
统） 和马修·凯里本人等结为好友。② 可见�李斯特的思想是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本营中孕育成
熟的�他在1841年出版的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实际上是第一代美国学派的代表作。

就美国学派对德国崛起的影响来说�李斯特立下汗马功劳的德意志关税同盟为俾斯麦在
1871年统一德国开辟了道路�但俾斯麦并未施行马修·凯里—李斯特的经济民族主义纲领�
1875年欧、日、美的平均关税税率中�德国属于最低的国家之列。③19世纪70年代末�作为对
1873年爆发的史无前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及持续5年以上的长期萧条的反应�德国经济发展战
略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反转�德国首相俾斯麦在1879年大幅度提高关税。“德国是对其关税政策
进行实质性变革的第一个重要的欧洲国家。它在1879年7月实行了新的关税税则。这是一个重
大事件�正如1860年的英法条约是欧洲自由贸易时期的开端一样�德国这项新的关税税则标志
着这一时期的终结�并标志着欧洲大陆开始逐步向贸易保护主义复归。这是俾斯麦的‘强权政
治’带来的结果�因为1879年的选举造成德国国会中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者占多数的局面。”④

为什么在各国当时普遍遭受重大经济危机的相同历史环境中�德国率先发生了这种对自由
贸易的历史性逆转呢？有学者认为�这是俾斯麦首相受到李斯特重要影响的结果。⑤ 但安东·蔡
特金却指出�德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革命主要是通过亨利·凯里及其在德国的追随者实现的。从
美国南北战争开始一直到亨利·凯里于1879年逝世�他的著作都被翻译成德文�在德国活跃的
政治经济精英圈子中传播。美国驻柏林大使在1873年的一封信中提到�他把凯里的一本著作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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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参见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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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11页。
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374页。



交给俾斯麦�并向首相解释了凯里在美国的 “崇高地位”。①1875年末�俾斯麦会见了威廉·
冯·卡多夫�② 后者于1875年出版了著作 《反潮流：从凯里的立场出发对德意志帝国贸易政策
的批评》。卡多夫指出�在他看来�他极力推荐的凯里的学说涉及关系德意志帝国生死存亡的问
题。③ 卡多夫1876年与凯里的德国门徒的一系列通信�记述了他们如何热切地推动德国政策的
变革�正是他们促成了国会中贸易保护主义者占多数的局面。④

美国学派还对日本等其他国家的工业化战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代美国学派的综合者
史密斯是威廉·H∙苏厄德的追随者�而后者则是林肯和安德鲁·约翰逊两届政府的国务卿。苏
厄德在访问日本的时候�日本天皇请求美国给他派驻顾问。汉密尔顿·菲什是苏厄德国务卿职
位的继任者�他推荐帕申·史密斯担任这一职务。史密斯在1871—1877年担任日本天皇的顾
问�当他离任返回美国时�“美国的保护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已经在 （日本的） 政治家、政府官员
以及学者中成为了普遍共识”。⑤ 大久保利通是日本明治维新的著名领导人�他在访问德国期间
了解到经李斯特等传到德国的美国学派�深受影响�自称 “东洋俾斯麦”�奋不顾身地投入扶植
民族工业的事业�对近代日本的经济发展居功甚伟。此外�在19世纪50—70年代�史密斯的
《政治经济学手册》被翻译成法文和意大利文；1878年又出版了德文版�据庞巴维克说�该书的
发行量巨大。史密斯的著作对遭遇长期萧条的这些国家在1879年后回归保护主义�也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而据一些学者研究�李斯特对帝俄、匈牙利、罗马尼亚、爱尔兰、意大利等国都产
生了重要影响�兹不赘述。

八、结语：美国学派对大国崛起的启示
本文旨在于阐明美国学派为美国经济崛起所提供的国民经济学逻辑———一种有关落后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如何实行经济赶超的经济学说。对于比较优势理论、自由贸易学说和外向型
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必由之路的流行思维�美国经济在19世纪末的成功崛起提出了严峻
的挑战。历史表明�美国工业是在资本和劳动力成本都没有比较优势的条件下建立和迅速发展
起来的；它也是在铜墙铁壁般的高关税保护之下崛起的。19世纪美国的关税水平：1816年为
35％�1820年为35％—45％�1828年为50％�1875年为40％—50％�1914年为44％；其中
1846—1857年是美国所谓的 “自由贸易” 时期�但平均关税率仍高达25％。⑥ 实际上�贸易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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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不仅没有保护落后和破坏自由竞争�反而造成了过度竞争。① 美国经济的崛起是通过典型的内
向型经济发展而实现的。美国在其经济崛起时期的外贸依存度一直不高�根据库兹涅茨的计算�
美国对外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869—1872年间为14∙1％�1889—1893年间下降到
12∙9％�以后一直维持在12％左右。② 这与中国目前高达60％以上的外贸依存度形成了鲜明对
比。既然美国学派指导了美国经济的崛起�那么�在美国保护主义抬头和全球化有可能发生重
大变化的今天�美国学派的经济思想对我国启动内需、重新审视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得失以及借
鉴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提供了哪些重要的启示呢？

第一�创造高端产业的绝对优势是大国崛起的关键因素。美国学派认为�尽管美国具有丰
富的自然资源和明显的农业比较优势�但如果未能抓住当时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高端的、生
产率占优的工业部门 （其地位相当于今天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端制造业、高端农业、新能源、
新材料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那么�美国将无法与西欧国家匹敌�在国际分工中只能停留于
提供初级产品的地位�耗竭本国的土壤肥力和矿藏资源�破坏本国的生态环境。正是有了高关
税保护�美国才创造出原先并不存在的高端产业的绝对优势�才能自主地开发和利用本国丰富
的自然资源�在19世纪末建成世界领先的工农业强国。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如果不高度重视高
端产业 （也就是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的战略优势地位�而是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以压低国
内工人工资、耗尽本国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国民生产总值和外贸的高增长�其历
史惯性能保证后发国家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实现吗？纵观世界近现代史�迄今尚无成功的先例
可供借鉴。中国正在构建创新型国家�美国学派 “生产率立国” 的理论和经验值得我们深思。

第二�美国学派高度重视本国资本品工业的自主发展和国内市场的广阔开拓�为大国崛起
提供了来自成功经验的某种合理理论。在美国学派看来�资本积累是开发大自然的技术能力和
手段�生产率的提高主要通过机器设备的 “创造性毁灭” 过程来实现。卢森博格对19世纪美国
经济增长的研究证明：资本品工业是创新和报酬递增的主要来源。③ 因此�经济的资本化是 “生
产率立国” 的关键。美国经济学家阿林·杨格指出�“报酬递增的主要表现就是生产的资本化或
迂回生产的经济……”④ 而迂回生产的经济比其他形式的劳动分工更是取决于市场规模。一个崛
起中的大国如果眼光只盯住以廉价产品占领国外市场�而大量的资本品却依赖进口�难道这不
是舍本求末吗？技术创新和报酬递增在很大程度上不就成了无源之水吗？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
的五分之一�超过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总和�从人口上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
的内需市场。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如何开拓、利用和保护这样一个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

第三�美国学派关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平衡发展的思想�对我国当前启动内需具有重要
的启迪意义。对于大国来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可以为这些部门提供互有保障的
稳定市场�减缓以致避免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特别是经济危机对本国经济冲击的破坏性影响。美
国学派正是看到了国外市场的不稳定�经常导致农产品出口出现生产过剩和收益下降等受制于
人的状况�因而提出发展国内工业�以便为那些原先用于出口的农产品打开国内市场的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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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经济复苏迟缓加剧了我国极其突出的产能过剩的矛盾�这使我们对美国学派的思想
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一方面�我国廉价制成品出口的海外市场萎缩�需要扩大内需�由国内高
端产业和农村市场的发展为之提供销路；另一方面�我国高端产业在海外缺乏竞争力�其规模
经济的形成和扩大也不得不依赖国内一般制造业和农业的发展�才能拓展对高端产业产品的主
市场需求。因此�一旦充分开发和利用我国庞大的内需市场�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国民经济各部
门之间的平衡发展�实现国民经济独立自主和快速发展的目标。

第四�美国学派高工资经济学说对我国有重要的启示。在典型的工业化国家中�工资形式
的劳动要素报酬约占国民生产总值 （或曰国民财富） 的70％�这对于通过压低工资水平获取竞
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美国学派的高工资经济学说可以给我们许多启发。笔者
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为了扩大劳动就业和增加出口�长期实施压低工人工资来吸引外
资的 “低工资战略” 与强国富民的奋斗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作为一种长期战略� “高生产率、
（以自主品牌为基础的） 高附加值和高工资战略” 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的战略性选择。
它类似于19世纪美国的所谓 “高工资战略”�这种战略曾与 “美国制造业体系” 共同构成美国
崛起的基础�其理由就在于�人力资本价值的持续上升是国家干预促进经济发展良性循环的关
键性因素。目前�我们正在建设的和谐社会和创新型国家�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新格局奠
定基础�美国学派的 “高工资战略” 在这方面有较大的参考价值�需要深入研究。

第五�中国应吸取美国经济自由放任和没有处理好金融问题的教训。正如福克纳指出的�
从南北战争结束到美国经济崛起的完成�美国 “出现了放任主义经济哲学的高峰……与高额的
保护关税相映照的政府的内政政策�主要是放任政策”。① 很明显�自由放任应该对 “镀金时代”
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学派利益和谐的政纲成了空中楼阁。正因为如此�以
西蒙·帕滕为代表的第三代美国学派强调对市场进行政府干预�进而对1900—1917年的美国进
步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样�由于利益集团的干扰�美国学派的国民银行政纲也执行不
力。例如�英格拉姆认为�美国1884年、1893年和1907年的金融恐慌主要是由1879年硬币流
通的恢复所导致的�是英国主导的金本位制从外部强加给美国经济的结果。② 因此�对于我国建
设和谐社会来说�如何应对自由市场和美元霸权的破坏性影响�美国的这段历史给我们提供了
深刻的教训。如何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对这个问题以及美国经济崛起的其他历史经验教训进
行较为系统的探讨�尚有待进一步的阐发。

〔责任编辑：许建康　责任编审：林跃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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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definite phenomenon�consciousness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nd qualities．It is
different not only f rom physical�chemical and biological phenomena�but also f rom general
cognitive and mental phenomena．To clarify the phenomenal nature of consciousness�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with the related metaphys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assume a stance of
dual perspectives�make comparison the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and understand consciousness
as distinct f rom but in continuity with general biological phenomenon．The comparison of
differences show s that the primary phenomenal nature of consciousness is awareness；awareness
is a distinctive component of mind and has the ref lexive st ructure of self-awareness．Light＂is a
proper and powerful metaphor for understanding the phenomenal nature of consciousness．
（5） Innovation�Imitation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Chinese Non State-own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Wu Y anbing and Mi Zengyu·77·
Product innovation is the key to enterprisesperformance in the competitive market．Using

survey data on Chinese non state-own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the paper investigates
empirically the impact of the three product development st rategies�i．e．independent innovation�
cooperative innovation and imitation�on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these enterprises．Based on
stochastic f 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both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es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calculation indicate that enterprises adopting the cooperative innovation st rategy have the highest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enterprises adopting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st rategy the lowest�with
imitative enterprises in between．The results prove that cooperative innovation is the enterprise
s optimal product development st rategy during the period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6） Large ShareholdersShareholding Increase:Announcement Effects and Motivation Dynamics

L i Junf eng�Wang T ingting and Zhang T aiyuan·95·
The shareholding increase of large shareholders is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due to the unique

ownership st ructure of A-share companies．This paper examines this increase during the period
f rom27August 2008�when the China Security Regulatory Commission（CSRC）issued a new
regulation on shareholding increases�to31December 2010．It finds that the event window for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shareholding increase showed significant positive announcement effects�
with two-day announcement effects of around 3．21％．Before the shareholding increase�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of the sample companies was not significant．After the increase�
however�it was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and showed strong continuity．A segment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impact of the shareholding increase varied in different market environments；in
bull markets�the effects were st ronger．Neither detailed study f 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gnaling
and timing�examination of the share price f luctu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se shareholding
increases�nor mult-i factor analysis provide evidence for market timing and signaling hypotheses．
（7） The American School:The National Economic Theory that Fostered the Economic Rise of the

United States Jia Genliang·111·
Protectionism and domestic-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was the secret of the economic rise of

the United States�a rise for which the American School provided a whole set of theories and
policies of national economics includingproductivity as the basis�protective tariff s�a domestic
market�harmonization of interests and a national bank．＂ This economic doctrine of how
backward countries�larg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particular�can realize economic catch-up�also
had an important inf luence on the rise of Germany and Japan．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the rise of American protectionism and the possibility of great
changes in globalization�reexamining the economic logic of the American School in relation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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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rise of the U．S．is of practical relevance for Chinas expansion of domestic demand�
reevaluation of it s export-oriented development st rategy and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8） The Mechanism and Governance Logic of the Hierarchical Operation of the Project System—A

Sociological Case Study ofProjects Entering the Village＂
Zhe X iaoye and Chen Y ingy ing·126·

Integrating opposing yet complementarytop-down＂ and bottom-up＂ perspectives�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ocial process whereby current financial t ransfer payment projects enter the
village．It attaches particular importance to the hierarchical model of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in this process�which involve centra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contracting out the projects�
local governments packaging of different projects and villages competition for the packaged
projects．We investigate the resultant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action st rategies and the
complex proces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ir interaction．A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compensating vested interests during institutional t ransition�the project system provides an
institutional platform for the convergence of logics of hierarchical governance．We stress that the
system will genuinely promote public benefit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nly when it expands public
space and realizes public governance in the villages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9） The Humanistic Concerns of Civil Law Wang L iming·149·

In contrast to early modern civil law�which centered on property law�modern civil law has
intensified humanistic concerns．This is mainly ref lected in the rising status of human law�and is
also widely evidenc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 system�personality rights�the contract
system�real right law and tort law as well as marriage and family law．The future civil code in
China should const ruct civil law values based on humanistic concerns and highlight the full
protection of human f reedom and dignity and special care for disadvantaged groups．In line with
this idea�it is necessary to include law on personality rights and tort law in the future civil code．
Humanistic concerns should be more visible in the application of civil law．
（10） The Concurrence of Tort Damages and Social Insurance Payments:Dilemma and Solutions

Zhou Jianghong·166·
The concurrence of tort damages and social insurance payments is a typical dilemma resulting

f rom the diversity of modern tort remedy models�and is the crucial issue in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of tort liability law and social insurance law in China．Chinas legislation has failed to
provide a thorough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With reference to the practice of other countries�
scholars have put forward four models� the supplementary�cumulative� substitutive and
selective�but no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nor has Chinese judicial practice produced
unanimous rules in this regard．Tort damages and social insurance payments differ in terms of
category�expression and specific standards of calculation．The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depends
on interest compromises among the victims�tortfeasors and social insurance agencies．Whether
tort damages and social insurance payments overlap should be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ure of different compensation items．
（11） The Tang Market System Revisited Bao Weimin·179·

The city in the full sense in ancient China evolved through the stages of castle＞town＞city．
The imperial edict issued in the year707thatmarkets are forbidden below the prefectur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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