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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言Ⅱ② 

总体讨论意见 

江 沛 

    需要交待的是，本人并不是这三篇论文最适合的评论者，它们的论述不少

超出了我的知识范畴，但我个人对这些都有兴趣，平时也有一些关注，加上会

议指定评论，所以在此不揣浅漏，谈一些不成熟的感想。 

１．关于梶谷怀教授的文章： 

我不懂纯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方法，此文以当代中国经济中呈现出的三个

严峻“风险”案例为中心展开论述，它们分别为：“影子银行”导致信用危

机的可能性、地方政府债务导致财政破产的可能性、政府的经济干预造成的

“结构化的不确定性”。 

影子银行所指的通过银行通过信托公司进行信托投资、融资，以及民间

借贷等形式，这些在中国都是十分普遍的。据说不少信托公司都有地方政府

的背景，地方政府融资通过信托托公司进行，因此表面上看银行业与地方政

府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的贷借款关系。实际上，不少投资于大型房地产

业、公共事业的资金，都是地方政府借于信托公司的。所以，银行表面上没

有那么多的政府贷款，也没有那么多的风险，实际上地方政府借贷不还或无

力归还的事情到处发生，风险如何，局外人难以评说。如由铁道部变化而来

的中国铁路总公司，成立之时即负债4万亿，但全国性的铁路投资仍然在持

续。对于中国政府而言，GDP增长超过7%即可以顺延银行债务，地方政府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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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持续拍卖土地还债，导致房地产市场持续上涨。但金融的黑洞只能持续

使用印刷货币来弥补，导致近年来通货膨胀日益严重。 

文章最后，笔者对以上三个案例中共同存在的“系统与风险的关系”做

进一步分析，考察其所具有的特征、以及该特征与中国经济整体的“不确定

性”之间的关联。梶谷怀教授敏感地发现了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其并非

是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体系，也并非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其金融系

统内的借贷分离问题，即债务由地方政府官员借贷形成，但官员并不承担金

融风险，国家及地方政府也不会有走到财政破产的可能性。如吉林大学曾借

贷40亿元用于校区建设，南开大学曾借贷7个亿，但最终均无法还贷，只能通

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还贷，但校方均十分清楚，在中国，学校与银行都是

国家的，国家不可能让学校破产，也不会让银行破产，所以最终这些债务要

么持续下去，要么形成呆坏账，最终以发行货币了事。 

关于中国企业“结构的不确定性”问题，个人也不太清楚。但对于这个

问题的认识并不能只看民营企业，中国国有企业及大型国有项目的技术型投

资还是十分多的，比如在天津开放区，不少大型国有项目都着眼于高新技术

的开发，而广东的密集型企业生产模式已经落伍了。此外，各地政府都有GDP

的任务，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密集型企业已经开始向中部或西部转移

的过程。企业与政府间的密切关系是市场经济下的日本所难以想象的，二者

间并不是对立的关系。 

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是一个多年来一直在争论的问题。由于中国正

处于经济市场化、城市化的转型阶段，有一个广大的市场，有众多的人口，

因此经济持续增长的压力很大，但也用一个很大的市场可供应。个人认为如

果不出意外，再增长十年尚有希望。 

２．关于思沁夫教授的文章： 

中国环境问题是一个令人关注且极其复杂的问题，我个人十分关注，但又

难以说清。思沁夫教授的文章从庞大的人口出发（2020 年 14-15 亿），谈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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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环境难以承受，必须从国际上进口大量资源。此外还有水资源、农业、核电

站、水库、传染病等问题。他的环境概念应该说十分宽泛，也与人类环境认识

不断深入有着密切关系。他的论文提供了大量数据，较为令人信服地谈及了中

国环境恶化的严重性，这些我都同意。 

1988 年，中国曾出版了一部名为《山坳上的中国》的学术著作，当时以

美国式生活标准论及中国现代化的追求，认为以中国所藏资源，根本无法支撑

超大的工业化生产以使中国人过上美国式的现代化生活。此书曾被主张现代化

发展的一些专家批判，也并没有引起环境学家和公众的关注，但我当时看后觉

得十分震动。25 年过去了，中国在 30 年的经济持续增长背景下，因无有效的

权力监督、法律管理而致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中国与环境相关的法律近些年开

始大规模制定，环境问题也在不少媒体上得到了广泛的反映，一些地区如厦门、

昆明甚至出现了全市性的反对 PX 项目落户的抗议活动。然而在最关键的法律

落实问题上，却由于地区政府对于 GDP 的变态追求、对于个人政绩的过分看

重而形同虚设。一些贫穷地区的环保部门，甚至明知工厂排放有毒工业废水而

不制止，背景却是每年可以获得排放废水工厂上交的环保费以自肥。 

此外在中国，人们对于现代化的追求与中国人极为现实的价值观相结合，

形成了一种极其错位的现代生活理解：富裕、幸福与现代化的器物拥有量成正

比，似乎只有豪车、别墅、电器才可以体现个人的价值，而不是对未来及子孙

负责的绿色生活态度。这种普遍的社会价值观，是推动着中国社会刚刚富裕即

陷入过度浮华的浪费中。而政府却在政治稳定的思维中极力鼓动以消费拉动生

产，从而事实上形成了碳排放量的巨大增长。 

由于党国体制的长期控制，中国社会缺乏多样化的社会组织，如工会、农

会各行业协会均多在中共的控制范围内，它们均无法实现为行业、职工利益寻

求斗争的可能性。而目前媒体对于环境问题的报道也是有选择性的，微博是一

个中国社会新的舆论空间，它正在成为具有一定制约力量的舆论。 

当然，中共“十八大”提出建设环境文明的新提法，在国家项目层次上也

设置了大量项目进行环保的研究，基于民众的压力及环境污染带来的区域性疾

病、民众生活安全等问题，也在进行着积极的解决。山西、河北等地大批山岭

都已经完全绿化，三北“防护林”也正在发挥作用，最近几年京津地区的沙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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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现象较往年少了许多。目前在天津等北方大城市，都在进行煤改气工程，预

计可以大量减少对煤的需求量。但南水北调工程能否解决北方用水问题，三峡

大坝能否真正利大于弊，西北开发是否可以实现既开发又不污染的理想目标，

个人持观望态度。 

当然，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中国发展所需能源可以通过大量进口来

寻求解决之道，这样势力推动全球性的能源价格上涨趋势，也势必带动全球性

的能源危机的加剧。所以中国的发展，尽管它解决了 14 亿人口的生活问题，

减少了动荡与革命的危害，但对于世界并不完全是好事。 

３．关于三好教授的文章： 

三好老师一直以来都在关心着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从过去的毒饺子事

件到今天的食品安全结构问题，十分难得。中国食品安全引发的日本消费者的

信任疑问、在中日经济关系难以分离的现实下如何建设中国进口食品保障体系，

应该是三好老师的主题吧。其实这个话题与思沁夫教授的文章有一些共同之处：

实质上都是一个广义上的环境问题。 

贯穿全文的是鲁曼的“信任理论”的若干概念及研究方法，个人认为这种

研究是具有极大价值的。中日双方的不信任关系是由多个因素组成的，食品安

全只是其中之一，但小事件往往会积累起来影响到对于众多问题的持续性影响，

甚至会扩大两国关系间的诸多不信任。此文以小见大之处或其问题意识就在于

此。此外，对于两国基于自身利益的媒体宣传的负面影响，应该积极构建交流

平台以解除误会的见解，都是非常好的。 

中国微博上曾有人戏称：不少中国人的化学知识都是通过不断出现的食

品安全问题而学会的。实际上，食品安全问题与环境问题有着共同性，即法律

如何落实，权力如何监督。曾有人称中国大陆出口香港的猪肉，十几年来从未

查出过瘦肉精成分，对于日本出口的食品尽管出过一些问题，但整体而言要比

在国内的安全得多。为什么，监管到位！在中国，不少食品安全问题并不是如

三好老师所称是一个科学技术不过关的问题，而是一个在追求最大化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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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下有意为之的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如何有效监督的问题（如三聚氰氨添加

入奶粉）。因此，这种持续发生的问题，导致中国民众对于国产食品的极不信

任感，所以会出现到香港购买大量奶粉、对于转基因作物的无科技含量的争论

等。 

我个人认为，在对待进出口品问题上，中国相关部门还是有一套管理与监

督体系的，它如果实际运行起来，在有限的范围内是可以见效的。如对于日本、

香港、澳门、台湾等国家与地区的出口货物，都有较为严格的检查管理系统在

运行，毒饺子事件是有人有意为之，这是难免的。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

要支撑点是出口创汇，一旦形成诚信问题，会极大影响国家经济，当然在这方

面会形成有效的管理与监督机制。问题在于，这套管理与监督系统并不能运行

到全国的食品安全领域内，所以现在食品安全问题多在国内，出口品极其少见。 

日本人对于来自中国食品的不信任是有原因的，中国人对于国产食品也

是半信半疑。这种不信任感正是在于多个事件出现后，官方不是积极解决、诚

信公开，而是采取回避、虚报的态度，致使公众不仅对于食品安全不信任，甚

至对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也失去了信任。从广义上讲，对于食品安全生产领域

都会产生负面的重大影响，对于中日两国的信任度也是具有重大的负面影响的。 

不过，对于毒饺子事件与中国食品安全以及中日关系问题，本人以为，不

宜将毒饺子事件的影响过分高估。这一事件经最后查实是生产企业的一名职工

为发泄私愤而投毒。据悉，2013 年 8 月初，5 年前发生的日本毒饺子案在石家

庄中院正式开庭审理，希望能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吧。应该认为，虽然最近

几年来中国食品问题接连爆发，但就其投毒性质而言，毒饺子事件本质上具有

偶发性特征，所不同的是大量披露出来的食品问题，大多数的受害者都是中国

消费者，而毒饺子事件之所以具有更大的国际影响，是因为受害者中有日本消

费者。 

最近新西兰恒天然公司生产的奶粉也出现了重大问题，但并没有数据表

明已影响到两国关系及双方的信任感。何以毒饺子案件会对日本国民造成如此

大的心理影响？这一事件的发酵与长期以来中日历史问题的争论、中日两国国

家利益争执、领土问题争论等的关系是什么？对中国的不信任感是否源自中国

国力增强后的紧张感呢？毒饺子案可能正是适时出现的一个导火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