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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烦恼
不平等问题加剧，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停滞，

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应对不力—从这些问题中，都

很容易看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失败之处。政党对立，

两极分化，人们只能在一个更强大国家的不同愿景

之间做出选择。而几乎所有人都认同，现在是抨击

科技巨头的绝佳时机。

在《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经济动荡与国家财富》

一书中，菲利普·阿格因（Philippe Aghion）、席琳·安

东尼（Céline Antonin）和西蒙·布内尔（Simon Bunel）

表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方式一开始就是错的。在

颇具影响力的新古典主义范式中，人们提出了一个具

有神秘色彩的术语，即“全要素生产率”，它支配着

经济体将资本和劳动力转化为产出的效果。长期增

长的秘密就隐藏在这个人们无法解释的“黑盒”里。

这本书是基于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学术研究项目，

在这个项目中，作者们—以及参与研究的学生—

尝试为我们打开这个“黑盒”子。他们承袭了 20 世

纪初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的观点，认为只有当企业家参与创新、发明新产品、

提高生产率时，才能实现经济增长，但在这个过程中，

会给现有的就业和企业造成严重冲击。

如果对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来说

经济史是一个关于“不平等制度”（资本和意识形态）

的故事，那么本书侧重的就是经济增长以及增长带

来的好处。得益于生产力的持续增长，自工业革命

以来，世界人民的福祉显著提高。感谢中国、印度

等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实现了经济增长，使得全球不

平等程度有所下降。

在阿格因和他的同事看来，更快、更好的经济

增长是解决当前问题的关键，而“创造性破坏”的

范式解释了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出口市场奖励了最

具创新精神的企业，进口和外国直接投资则引入了

新的理念与竞争，激发企业不断自我完善。活跃的

金融市场为成功的新兴企业提供了走向繁荣和实现

扩张所需的资本。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一场绿色技术

革命。作为激励创新的代价，我们应当接受甚至颂

扬这种不平等现象。

创造性破坏也有助于指导政策的制定。政府应

当保护专利，避免过度征税，为市场竞争中亏损的

企业提供保障，避免它们在“创造性破坏”中遭受

毁灭性打击，确保劳动力市场具有灵活性，实施“积

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帮助工人再就业，扶持基础

研究项目。政府还要避免先前市场上的创新派巩固

其地位并试图拉拢自己，这一点在民主国家更容易

实现。

本书牵涉范围广泛，不可避免地会留下一些问

题。针对受创造性破坏伤害的亏损企业这一问题，

“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否足以解决？本书指出，

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因为政府、市场、民间社会之间

的失衡，将面临创新驱动型增长转型的失败并落入“中

等收入陷阱”，真的是这样吗？

本书的写作不是为了给各种问题提供答案，而

是为我们指明思考的方向。各种比喻帮我们形成了

自己的见解。“看不见的手”不足以应对我们当前的

挑战。“创造性破坏”显然无法完全反映出社会存在

的问题，但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且有说服力的案

例，可以引导我们实现更完善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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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格因和他的同事看来，更快、更
好的经济增长是当前问题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