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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郎咸平疑难谈起 

----社会生产的求衡演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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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人类社会一项主要内容，就是从事生产活动。而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也遵循求衡演变规律。

但要把生产的求衡演变阐述清楚，一是前人已经有很多精辟的论述，例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

平等革命领袖人物，不但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论述、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特殊运动规律和无

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论述、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论述等，而且有实践；

其次，生产的求衡演变千头万绪，内容丰富，我们不能面面俱到。因此举 21世纪我国生产领域中，引起

广泛关注的"郎咸平疑难"，也许可以长话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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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一项主要内容，就是从事生产活动。

而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也遵循求衡演变规律。但

要把生产的求衡演变阐述清楚，一是前人已经有很

多精辟的论述，例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

平等革命领袖人物，不但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的论述、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特殊运动规律和

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论述、关于生产力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论述等，而且有

实践；其次，生产的求衡演变千头万绪，内容丰富，

我们不能面面俱到。因此举 21世纪我国生产领域

中，引起广泛关注的"郎咸平疑难"，也许可以长话

短说。 

一、郎咸平疑难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

48 岁的郎咸平教授，是台湾人，在台湾大学受完

高等教育。后又在 1983年考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

学沃顿商学院，于 1986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沃

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学位，曾经执教于多家知名的

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

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到

1990年代才回国。郎咸平就学术论文的贡献而言, 

曾经在多家世界顶级的经济和金融期刊上发表学

术论文，多篇论文被引用。 

郎咸平教授虽是著名学者，并且在香港中文大

学和长江商学院教书，但他却没有承担国内经济改

革的研究任务，特别是他没有拿国内科研经费去搞

活动。因此，他是和国内大多数普通网民的身份一

样，关心国内的经济改革大事，应该说精神可佳。

而且他在成功预言德隆的倒台和大胆抨击 TCL、

海尔、柯林格尔等一系列大中型企业，而被一些人

称为"中小股民的代言人"；其"郎咸平疑难"，就是

他对我国国企、民企发展表达的忧虑。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不断呼唤中国人对生产领域

的经济和经济心理学的研究。这不仅需要研究消费、

投资、税收、保险、储蓄等经济活动的规律，而且

特别需要研究中国人特有的、影响上述经济心理活

动深层的经济改革问题，将其放在中国文化、社会

和历史的背景之下进行分析。我国正在经历一个变

革的、微妙的时代，社会资源和财富正在经历新一

轮的重新分配。郎咸平教授的经济学并不否定改革，

而且他还认为，国企效率不高，改革是需要的，大

方向是对的。他的国企改革的办法是：在国有股的

架构之下，聘请职业经理人。而且要聘像执掌美国

通用电气公司的韦尔奇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这样

的人。 

当 45 岁的杰克·韦尔奇初掌通用（GE）时，

这家已经有 117年历史的公司机构臃肿，等级森严，

对市场反应迟钝，在全球竞争中正走下坡路，通用

旗下仅有照明、发动机和电力 3个事业部在市场上

保持领先地位，整个销售额只为 250亿美元，盈利

15 亿美元，市场价值在全美上市公司中仅排名第

十，而到 1999年，通用电气实现了 1110亿美元的

销售收入（世界第五）和 107亿美元的盈利（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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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市值已位居世界第二，并且现通用电气有

9个事业部能入选《财富》500强，有 12个事业部

在其各自的市场上数一数二。 

所以郎咸平教授说，国企聘请职业经理人不一

定非要是国家干部，可以是民营企业家，干得好了

给你 1000万美金，干得不好了就走人。所以总结

郎咸平教授的中国经济改革方案是，政府可以退出

市场，国企不能退出，国有股不能退出；国有企业

不分大小，都应该留在市场，不能改着改着把产权

给改掉，变成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可以按市场价格

聘请职业经理人，按照经济规律运作国有企业。 

郎咸平教授说他不是共产党的发言人，但他要

谈的是，属于国家、属于老百姓的国有资产现在正

在最后一次地被瓜分掉----现在使用的是两种方式，

第一，法律缺位下的合法；第二，制定价格的特权。 

他举了个例子，比如你妈妈有栋房子价值 100

万，结果我来说："好了，房子卖给我了，给你 5

万。结果国有资产原本价值 100万的，通过我们两

个 5万就卖掉了，但房子原本是属于你妈妈的哎！

价值 100万的房子 5万就买回来，再给你 5万的贿

赂；作为民营企业家而言，是商人，当然愿意花最

少的钱。民企的这种做法，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这

是商人逐利的必然结果；但如果没有制度约束的话，

结果肯定是十几万亿的资产，最后就被一两万亿给

卖掉了。你知不知道这个结果会相当危险呢？" 

郎咸平教授说，把资产用最贱价的方法转给私

人资本家，而且是在全国老百姓眼睁睁看着的过程

中，明目张胆地，利用法律缺位的合法性，自己制

定价格，在贱价的情况下把国有资产转价给私人资

本家。这个问题严重之处在于：如果说"国退民进"

真的彻底成功的话，老百姓眼睁睁地看着你在他们

眼皮底下转移属于他们的国有资产，会引起严重的

社会不安，甚至社会动乱。所以必须得唤起全民意

识阻止。 

从此看出，郎咸平教授运用的并不是纯经济学，

而含有很重的心理学成份，即郎咸平教授针对的是

一些企业，置疑它们的优秀，其实质是，在郎先生

看来，国有企业的主流都是好的，应该大力提倡和

扶持，而民营企业都是有问题的，这是一种很容易

被误解、放大的结论。 

对此有人评论，一旦公众和政府高层被其误导，

中国改革开放好不容易得来的大好局面就会付之

东流！如此，中国企业危矣！中国经济危矣！中国

社会危矣！他们举例说，2003 年底被媒体炒得沸

沸扬扬的"财富原罪论"，看似代表了弱势群体的发

言，但除了煽动起公众对富人的仇恨情绪之外，惟

一的后果就是让本就步履艰难的民营企业更加雪

上加霜。因此，郎咸平便注定不能成为主流，而且

还必须警惕，更多的张咸平、李咸平们抱着一个也

许并不坏的愿望，手持手术刀去对企业进行无情地

解剖，但最后却"在奔向天堂的途中下了地狱"。 

例如说海尔，这个率先走出国门、为中国人争

得无数荣誉的企业，靠着过硬的技术和一流的产品，

终于赢得了全球市场的认可。这样的企业，不能说

它不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即使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绝对完美的企业也是不存在的。再说德隆。

这个很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际化接轨做

得最好的企业，它率先探索并实践的产融模式，为

中国民营企业应对即将到来的国际金融大鳄的入

侵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其倡导并积极实践的产业整

合模式，正在成为中国众多企业效仿的蓝本。这样

的企业，尽管它出了问题，仍不得不承认，它是一

个优秀的企业。又如有人认为，郎咸平对明星企业

的炮轰，有些用词的确是情绪化。他不必因为某些

民营企业存在与权力合谋的现象,就天真地认为民

企皆为权贵资本化？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

形态？动辄以国有经济为主还是民营经济为主来

论证是非，这是不对的，更关键的是要弄清楚他们

是不是平等的市场主体。 

如果某些国有企业靠权力垄断，获得了经济上

的高效益，即便进入了世界五百强，也不能太当回

事。另外，尽管郎咸平采用的是这些企业公开披露

的数据，并经过严谨的学术推论，但困难国企的改

革之难，常常是局外人难以想像的。因此，郎提出

的一些观点，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还认为，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

献的人。民营化是被逼出来的。 

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财富不断

增加的过程。不能看到买的人赚钱了，就说国有资

产流失了。 

二、郎咸平求衡演变论改革经济学  

波兰的经济改革计划设计师之一、曾作叶利欽

总统经济顾问组负责人的萨茨斯（Jeffrey Sachs），

形容社会主义从公有化转变到私有化，比资本主义

从私有化转变到公有化还难时说："撒切尔夫人执

政期间，通过推行激进的私有化，每年大约能将五

家国营企业成功地转归私人所有。由于英国不仅拥

有成熟完善的资本市场，而且还有能够吸收国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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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私营部门，这样的私有化速率才得以实现。即

便是以英国这样的速率进行私有化，波兰也得花数

百年时间才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不知郎咸平教

授是否是研究过萨茨斯提出过的类似社会主义从

公有化转变到私有化的艰巨问题？ 

但他曾经长期在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学

习、工作、生活，也许研究、了解过资本主义社会

发展变化的第四个阶段，即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社

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变化的第四个阶段，不分

大小企业，股份制十分普遍；企业都是中小股民的，

这已类似一种"公有化"。 

此外，企业聘请职业经理人，十分普遍；即使

大企业主是本行业的技术专家，或其子孙是本行业

的技术专家，也愿意聘请更杰出的人物，作企业的

职业经理人。再其次，即便是私有企业，也必须聘

请部分不拿企业薪金的当地知名人士，参加企业的

董事会，作为社会公众和国家权益的代表，实行监

护。郎咸平认为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公有化"类似要

求发展的方向：社会的发展方向既然是类似国有股

的"现代公有化"，社会主义何必走"回头路"，况且

还有大批的人员下岗。因此，郎咸平教授希望他的

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一些政策和改革方向。 

比如他说，我们以前以为生产资料属于国有，

就是国家的，但是这是错的，应该是属于你的，属

于你和我的财富；即要把"公有化"理解为"股份化"，

他说，如果这些生产资料赚了钱，我们国库充裕了，

我们完全可以不用交税，而可以用来给我们修路建

桥。 

那么郎咸平来如何平衡以前这些"国有化"没

有效率呢？他说，没有效率是因为过去一些政策的

错误，而不是我们的国有体制有什么问题。也不能

因为它效率差，就把它全盘否定。国退民进了，整

个国有资产转成私有体制，这不是我们又在倒退呢？

而且这些私有体制人生产资料的取得有两大特性，

一个是在法律缺位下的合法。中国的法律是不健全

的，我们法律的规定是非常不详尽的，跟英美法系

国家是不一样的。英美以社会公共意见为判断标准，

行为不能违反社会公序良俗。中国不是以公序良俗

来作为判案的标准，而是以绝对的法条即是合法的。

可如果真的是合法的话，老百姓不会这么气愤的

----合的是什么法？合的是法律缺位下的法；损害

的是什么？是社会公序良俗！ 

郎咸平教授批评说，有人认为某些国企老总最

终是由于盘活了国资而建立了财富。但你盘活它是

应该的。比如说，我给你这个摊子，结果盘活了就

变成自己的，行吗？国企老板和这也一样，做好是

应该的，因为这是雇用人给他的信托责任。盘活有

什么好神气的？褚时健，有什么资格贪污？企业凭

你个人的功劳吗？要不是国家不准民营企业做烟

草，你以为你会活得那么风光吗？如果民营企业可

以做烟草，红塔还能这么风光吗？另外，还有海尔，

要不是国家对你政策偏袒，以及无底洞的贷款资源，

你能做得好吗？不要把自己看得太神气了，中国起

码有十分之一的人口能当这批人。而哪一个国企老

板认为自己能比韦尔奇伟大的？韦尔奇做了 20年

的保姆，从来就没有当过股东，他的股权是通过激

励机制按市价买回来的，仅此而已。 

他把通用从 10块钱/股搞到 84块钱/股，赚了

那么多倍的钱，然后下台了。最后通用是谁的？还

是中小股民的。因为当初这个机会是中小股民给你

的，你做好是应该的。同样，国企老总，哪一个机

会不是国家给你的？现在国家给了你机会，你做不

好反而是应该的，做得好倒变成自己的了，这有一

点良心吗？国企的管理者都佩服韦尔奇，跟韦尔奇

相比，不感觉惭愧吗？而民营企业如果都像海尔一

样享有这些资源，都能做得像海尔一样。家电嘛，

有什么难做，又不是做集成电路、人造卫星。  

三、生产的求衡演变与自我的求衡演变 

郎咸平教授的经济改革观点，与国内著名学者

何新的有很多相似之处，但郎咸平比何新提得尖锐

和影响大。一是何新生活在境内，对现实的国情有

亲身的体验，作为著名学者，他也无法解答我国与

波兰的经济改革计划设计师萨茨斯提出的一些相

似社会难题。二是，何新已是国家机关高层研究人

员，工作性质、待遇和科研经费，全由国家包干。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利华认为：政府

对科学的投入目的是实现国家目标，与国家目标无

密切关系的科研活动一般得不到政府的资助。何新

的个人学术研究成果，是为国家高层提供参考意见，

不是为了争成为主流；在遵守国家意识形态纪律的

大前提下，只对他个人的认识水平负责。况且，在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何新的一些学术观点，就受到

过国家高层的重视。 

作为学者，郎咸平教授有做学问的义务；作为

公民，郎咸平有提意见的权力。有一种"第三部门"

的理论，称政府所属组织是第一部门，营利性的企

业、事业性组织是第二部门，既非政府又非营利性

所属的范畴是第三部门；由于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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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失灵的时候，所以第三部门有调节"市场和政

府失灵"的作用。郎咸平教授实际是以第三部门的

身份出现在网民中的，他的绚丽观点的背后，他的

有着深厚的学术功底的背后，有着第三部门的支撑，

就不奇怪。 

作为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公共知识分子的经

济学家，肩负着更崇高的社会使命，如果他们能做

到的仅仅是不说谎话、不非法牟利而已，那他们作

为经济学家的公共知识分子，其价值是失灵的。由

于第三部门有调节"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作用，作为

第三部门，中国需要郎咸平，一是郎咸平教授观点，

本身的对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发言所折射

的象征意义。因为他不惮于说出自己观察到的真实，

尽管他说出的未必就是真实；更因为他为中小投资

者的利益和国有资产的流失，而忧心忡忡，哪怕他

给出的求解本身就是一种谬误。 

二是，在遵守国家意识形态纪律的大前提下，

只对个人的认识水平负责而进入第三部门，敢于独

立地、负责任地根据个人的认识水平，评论事情本

身的是非曲直，发出自己声音的学者还实在太少了，

因此，有人希望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对他们中有

些会为第三部门鼓与呼的独立学者，能给予或得到

应有的宽容和保护，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我们虽然赞同有人讲："如果在一个社会

中多数学者都不敢、不愿、不会讲真话，敢于说真

话的少数学者却无人赞同、无人喝彩，那又是怎样

的悲哀"的话，但对于这种"无奈"，我们却认为作

为公民的这种学者，自我也应该有求衡演变。因为

我们从网上看到有人采访郎咸平的报道，称他说，

他的意见他相信是正确的；但因不能成为国家的主

流意见，他会感到是国家民族的悲哀。 

而且称他真的把这种"悲哀"，当成了一种很大

的压力：--面对无数的论战，攻击或者支持，他采

取了一个人走路，一个人吃饭；讲完课，夹起皮包

就走；累了烦了，也一个人闷在小小的办公室里。

他没有了娱乐，没有朋友；对付压力他还采取了睡

觉的办法，一次睡六七个小时，接连睡上两天。但

郎咸平又说他不甘于只做一个教授，他所学所思所

想都是为了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永不言败，义无

反顾。 

当然，郎咸平教授如果真的有这种心理的不平

衡，也是正常的反映。但如果心理能自我求衡演变，

他这大可不必。因为郎咸平教授应该知道，即使是

在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些国家，一般人要

把自己的意见搞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见，也要通过合

法的党派竞争，选举胜利的，意见才能成为主流。

而作为不是主流的学者，也只能通过如出书，办报、

办杂志、办网络论坛、办大学、办研究所，等等多

种形式，与主流意见争鸣，也许才有些影响。也许

说别人容易，说自己难。 

郎教授不是说过：国企老板，做好是应该的吗？

郎教授不管是作为第三部门，还是将作为第一部门

和第二部门的学者，如果真的是为了完成揭示社会

主义生产领域国企"做好是应该论"的经济学这一

项伟大的事业，对他来说走类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的著述道路，也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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