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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组织理论视域下的政府与

市场关系
％

宋爱忠

【提 要 】 自 组织理论视域下 ， 新 自 由主义把经济 系统无例外地 当作 自 组织 系 统且将其

中 的 自发作用做唯
一化和机械化理解 ；

同 时基于对理性有限性 的机械化和扩大化理解 ，
又

否认经济系 统中他组织 系统和他发作 用 的 合法性 。 而政府和市 场作 为他发作用 和 自 发作用

的 当下代表 ， 其关 系须置于特定性质经济 系统类型 中 才 可厘清 。 自 组织 经济 系统 中 的 政府

他发作用和市场 自发作用 应分别 置于 引 导性和主导性地位 ；
而 未来他组织 经济 系 统 中政府

他发作用主导 ， 但 自 发作用 亦 不可少 。

【关键词 】 政府与 市场 哈耶克新 自 由主义 自 （他 ） 组织 系统 自 （他 ） 发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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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由 不同哲学立场在政策技术层面上厘清 ， 更亟需在科学学理上

生发的林林总总的 既有研究的演进 ， 以 自 由主确证 。 既有研究多 属前两类 ， 在丰富和深化此

义和全能主义的对立发展为主要脉络 ，

“

只要市论题的同时也产生 了
“

唯象化
”

、

“

标签化
”

与

场
”

和
“

只要政府
”

分别构成这条思想链的极片面化等特点 。

化端点 。 新世纪 以来 ， 恶性金融危机频发使西（

一

）
既有研究的

＂

唯象化
”

、

“

标签化
”

与

方似乎又面临着哈耶克与凯恩斯 、 兰格论战 中片面化
“

要政府
”

抑或
“

要市场
”

的两难困境 。 进人经
“

唯象化
”

。 即悬置哲学世界观立场 、 运用

济改革深水区的 中 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再次静态经济学相关分析范式主要从事物
“

现象
”

强调
“

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 联系层次着力 。 其
一

， 多从
“

事实
”

出 发 ， 对

于是 ， 不断
“

再出场
”

的此问题再次
“

现身
”

。 本
“

市场作用
”

、

“

政府作用
”

或二者结合的重要性

文拟以复杂性科学为理据 ， 尝试从本体论和认识进行
“

现象
”

意义的
“

描述性
”

强调 。

①这些研

论维度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做出解释 。


—

、 从目』？

■＾、 ±至
■

比视域 友长
”

（ ＣＸＪ卜 ２ ０ １ ４

－

４２ １ ） 。 麵匿名审稿人的意见 。

“访也”ｔ“古 ＋乙” 秘 且入她 ｉｓ 夕 曰① 这类研究可参阅 ： ［美］ 亚龙
＊

布鲁克 、 ［美 ］ 唐 ． 沃特金
Ｍ＾Ｉ０Ｍ０Ｍ斯 ： 《 自 由市场革命 ： 终结大政府之路》 ， 启蒙编译所译 ， 上

次 、 综合性 、 总体性的研究论题 。 对该论题的海译文出臟 ２０ １４ 年版 ； ［美］ 维托 ？ 坦茨 ： 《政府与市场 ：

探讨 ， 既需要在相关哲学立场上把握 ， 也需要变革 中的政府职能 》
， 王宇等译 ， 商务印书馆 ２ ０ １４ 年版 。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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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常立足于牛顿机械论范式 ， 运用西方经济学性的判断 。 但因缺乏充分可靠的科学学理的支
“

市场失灵
”

或
“

政府失灵
”

有关理论展开分撑 ， 他将有限真值性的结论推广至适用整个社

析 ， 但基本属经济系统表层联系探讨 。 其二 ， 会主义时空范围并陷人片面 。

将政府与市场关系还原为二者边界厘分的技术（
二

）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本文视域 ： 从 自 组

问题或对
“

政府角色
”

进行多面研究 。 兰德公织理论出发

司高级顾问查尔斯
？ 沃尔夫博士的工作可谓例政府和市场关系 问题数百年来的周期性重

证之一 。 他的
一

本著述的主要 目 的就是
“

对在现昭示其在科学学理层面的 长期悬而未决 ，

一

对比市场和政府的各 自 缺陷 （ 以及优点 ） 中所个重要原因在于研究层次的浅化和认知机理的

使用的方法加 以改进 ， 以期有助于进行更好的非科学化 。

一般而言 ， 对社会现象的认知把握

评价和选择
”

， 这种选择不是
“

单纯地选择市场 要经历三个逐步深化的阶段 ： 初始限于经验和

或政府 ， 而往往是两者 的不 同 的组合之间 的选 现象层次 ， 次则深人到哲学
一

般层次 ， 最后达

择 。

”

还有论者致力于探讨
“

市场与政府相互替 致科学学理层次 。 经验和现象层次并非没有理

代的不 同模式
”

以及通过对
“

政府职能
”

进行 论介人 ， 但这不能改变其处于关于整个事物联

不同维度研究以厘定其与市场的分界 。

① 这些超 系研究的较浅层次的事实 。 哲学
一

般层次是基
越

“

事实
”

描述探讨的研究试图深人到澄清二
于科学证据不足前提下人们对事物深层整体联

者内在关系的深度 ， 但仍属缺乏坚实哲学立场 系的富有想象力 的洞穿 。

一般 由包含某种真理

麵未雜学证細鮮嫌誠 ， 具有删
胃

性 、 穿透性 、 近似性和一般抽象性 。 其巨大功
学－般或

“

主义
”

的层次 ， 冑
“

市场机制崇拜
’’

雕于 ， 挪学知识还没及时跟进时即鮮先
＾義龍大 丨聰进行本細 、 包含真雜麵
主义

”

或
：

全
＾
主义

”
一

；

展开学麵讨 。 其
悉 ， 这比经验现象层次显然深人－层 。 然而要

－

， 意
＾
形态

、

“

标签化
”

。 尤其体现在对哈耶克
达到对事物的本真认知 ， 必须进人到科学学理

自 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式的批
＾
氏理 ｆ仑

啟 。 麵性的哲学论断经科学证实后 ， 便转

化为科学性质的知识从而使认知达到科学学理
界中存在一种非常普遍 的现象 ， 即论者在解释

对作为复杂社会现象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的

把握亦需遵循上述
“

三层次
”

认知规律 。 要本
的

二：ｍ
过

真地澄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实质 ， 就必须超越
“

總化
”

和
“

哲学－般
”

或
“

主义
”

认知层次

中国论者对他们所捍卫或反对的 自 由主义本身
—特别是其间的理论问题

一的基础性酿
抽Ｍ ＇ 应然《＿地探讨政》市场絲

的严重缺失 。

”② 与此同时 ， 国 内学界对计繼 ＝
济除了贴以

“

国家全能 主义
，，

标签进而只是在
入成为必然要求 。 这样才能更好地将政府与市

经验上给予否弃外 ， 亦未提供太多学理贡献 。

其二 ， 学理分析片面化 。 出于捍卫
“

市场机制
” ① 参见 ［美］ 査尔斯 ？ 沃尔夫 ： 《市场 ， 还是政府 ： 市场 、 政

府失灵真相 》 ， 陆俊 、 谢旭译 ， 重庆 出版社 ２ ００９ 年版 ； 刘
而产生的新 自 由王乂对全能王乂的批判 ， 的确儒 ： 《市场与政府相互替代的不 同模式及其特点的 比较研

超越了
“

唯象化
”

和意识形态 的分析路向 ， 进究 》 ， 《 当代经济科学 》 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 ；
顾海兵 ： 《市场经

胃 。 ＃３卩 ，

“

自＆济中政府角色 的研究 ： 回顾与展望 》 ，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研

秩序 、 有限理性 和 方法论个人主义 对 ② 邓正来 ： 《哈耶克社会理论》 ， 复旦大学 出臟 ２００９ 年版 ，

政府主导 的计划经济不可行性做出 了包含真理第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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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关系置于
一

个实然的世界背景结构而给予本不管这个外部主导力量来 自 自然还是人
——

当

体论层面的廓清 。 本文尝试用复杂性科学的核然其内部
一

定受着子因素间相互的 自发作用 。

？

心成果——系统 自组织理论
——对二者关系进如沙丘、 黄河 、 汽车等都是他组织事物或他组

行科学学理层面 的剖析 。 作为人类科学系统历织系统类型 。 开放系统是普利 高津所说的
“

耗

史发展新形 态对
“

古代科学
”

和
“

经典科学散结构
”

。 既可 以呈现出 熵增序降的退化运 动

（牛顿范式 ）

”

的伟大转折 ， 复杂性科学的要 旨
——如森林退化消失 、 有机体死亡与分解

——

正如普利高津所言 ，

“

不再局限于理想化和简单也可以生发熵减序增的进化运动 。

⑤ 它的序主要

化情形 ， 而是反映现实世界的复杂性
”

。

①
事实 是在环境影响 下 内部各要素 相互作用 的结果

上 ， 哈耶克强调
“

市场
”

、 贬抑
“

政府
”

的理据 ，

一

当然
一

定受着外部环境 因 素 的他发作用 。

也正是基源于他据以研究
“

复杂现象
”

的多学科 其最重要特点有二 ： 其一 ， 耗散性 ， 即必能进

知识基础 ， 包括达尔文生物进化论 、 现代协同论 、
行 自体的和代际间 的

“

新陈代谢
”

； 其二 ， 作为

系统论等 ， 这些均属于 自组织理论的知识范围 。有机整体具有案种
“

自 主性
”

。 由于其
一

， 该类

系统才有持续的
“

物质与能量
”

之
“

燃料
”

摄

二 、 经济系统的
“

自组织
”

与入从而得以维持与
“

运转
”

； 由于其二 ， 该类系
“

他组织
”

的统
一

性统才表现出
“

活生生
”

的相对
“

独立 自 主性
”

＾和对 外 部 环 境 影 响 的 适 应 性
“

抗 干 扰 能

力
”
—

即便所受环境影响 因素来 自人为提供 ，

于复木经济系统麵 Ｉ 功能健細 素 ，
一者

也臟出 不可拆卸重组与
“

自 组织
，，

特征 ， 才

，
系的澄龍先數在对经济鎌实然歡规

是真細 自组娜誠 系统 ， 如 ： 太阳系 、 鸡

律的把握之上。

孵蛋 、

“

人工育种
”

、 市场经济 ， 等等 。

（

－

）
自组织紐与龍縣Ｍ世界统－

关于 自雜雜麵賴雑 ， 特别需要

指出三点 。 第一 ， 自 （他 ） 组织范畴是对事物

細形成主导作用 的指谓
一

即 内外部作用谁

进化理论 ， 马克思和恩格斯凭借其天才的哲学
占主导 ， 而非对作用来源方向 的强调

——

即将

思维穿透力刻画了一幅演化着 的世界图式 ：

“

当 来 自于 （ 内 ） 外部 的作用称作 （ 自 ） 他组织 。
⑥

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 自 然界 、 人类历史或我们 第二 ， 本体意义上 ， 世界是 自 行演化生成的超

的精神活动的时候 ， 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


一

幅由种
＾
联系和相互作用无

巧
无尽地交织起

① ［比 ］ 伊利亚 ？ 普利高津 ： 《确定性的终结 》 ， 湛敏译 ，
上海

来的总的画面 ，


一

切都在运动 、 变化 、 生科技教育出版社 １９ ９ ８ 年版 ， 第 ６ 页 。

成和消逝 。

， ，②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普利高津的②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３ 卷 ， 人 民出版社 ２〇〇９ 年版 ， 第

耗散结构理论 、 哈肯的协同学 、 艾根的超循环
③ ［美 ］

＆ 拉兹洛 ： 《系统哲学讲演集 》 ， 闵家胤等译 ， 中国

为基础的系统 自组织理论等复杂性科学 ， 揭示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 ９ ９ １ 年版 ， 第 ３４ 页 。

了这个 图式具有的普遍性的科学动力 学机制 ，

④
“

自发作用
， ，

指从外部来看 ， 来 自 系统内部的要素 间的相互

“

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规律
”

，

③ 并使之细
发作用

， ’

指来 自獅晒作 为
“

他者
”

力量的

化为以下新图式 ： 世界是物质的 、 物质是系统⑤ ［比］ 伊 ． 普里戈金、 ［法 ］ 伊 ？ 斯唐热 ： 《从混纯到有序 》 ，

的 、 系统是不可逆地运动演化着的 。曾庆宏 、 沈小峰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丽 年版 ， 第 ■？

演化着的宇宙 中有 ？＝？种 ￥统 孤２￥
⑥ 苗东升教授将二者做了等 同性理解 。 认为任何 系统都是

统 、 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 。 孤立系统与环境之
“

自 组织与他组织的某种统一体
”

， 都有着来 自 内部和外部

间没有能量和物质传递 （这在现实 中难以存在 ，
的两种

“

组织作用
”

，
这就错误地将

“

他组织
”

当作外部他

４— ７ ， 、 丨 ＾心 、 灿故女 从帘 故＆发作用 、

“

自组织
”

当作 内部 自 发作用 。 参见苗东升 ： 《 复
本文予以忽略 ） 。 封闭系统是

一

种静心 的平衡＞
？〇杂性科学研究》 ， 中国书籍出版社 ２ 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１ ５ １

￣

１５ ２

构 ， 其内部序的形成是外力 作用 主 导 的产物 ，页 。

５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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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复杂的巨 自组织系统 ， 但并不等于其内部不好相一致的程度 ， 越契合则这种对接质量越高 ；

存在他组织 系统 。 如地球系统整体是 自组织系
“

数量
”

即供给数量和需求数量的相等度 ， 越趋

统 ， 但其演化出 的子系统如山脉 、 金刚石 、 飞同越好
；

“

速度
”

即供给对接需求 的 时间快慢 ，

机等事物
——

其内 部结构形成是环境或人之外越快越好 ；

“

成本
”

即供给与需求对接需付出 的

力主导作用物
——

却是他组织系统 。 这并不构代价 ， 越小越好 。 要实现四个方面有效率对接 ，

成对世界整体之 自组织系统性质的否定 。 第三 ， 任何经济系统都需解决两个问题 ： 信息难关和

任何系统 （ 自 组织系统和他组织系统 ） 及其运动力难关 。 前者指供给和需求彼此相发现所凭

动都是内部 自发作用和外部环境的他发作用共借的
“

知识
”

与
“

信息
”

等信号工具 的获得 ，

同 的产物 ， 都受着这两种作用的影响 。 如 图 １后者指经济主体努力获取前者的内在渴望和动

所示 ：力的生成 。 这两个问题在人类各个经济秩序层

图 １ 自 （
他

）
组织系统与自

（
他

）
发作用次上都存在 ， 为分析方便本文仅将经济秩序粗

Ｉ
外

１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次进行讨论 。 显然 ， 自

謹＾咖臟 咖臟隱賴
丨 飾腳健作馳分

＿

？奸針层次一

（
二

） 经济雜的 自组织与他组织的统－性

当我们将 自 组织和他组织的世界观应用 于ｆｆｌ ３

人类经济雜 ， 发舰是
－

个包含着无数子系
ｎｍｍ

统隨杂之物 ， 其性质既可为 自组织系统 ， 亦 人类经济系统 ^

可为他组织 系统 。 第
－

， 自 组织系统 。 姉场 ｜ 宏靡 ｜

宏＿知识难关 －

＾
自发作用 ２

经济 、 中 国 自耕农主导的 自然经济等形式 。 第

二
， 他组织系统 。 如 比较典型的计划经济 、 原＾

图 ３ 中 自发作用对于经济系统秩序 的形

始共产主义经济 、 未来共产主义经济等形式 。
成和运行起主导作用 时 ， 经济系统为 自组织经

而且 ， 两种经济系统的整体性质可 以相互转化 ，

济系统 ； 反之 ， 他发作用起主导作用 ， 则为他

如原始共产主义经济转向 自 然经济 、 计划经济 组织经济系统 。 正是在来 自 内外因素的Ｗ种相

转向市场经济 、 复杂 巨经济系统的
一

部分 自组互作用推动下 ， 人类经济系统历史地变动演化

织子系统转 向他组织子系统或者相反 。 总之 ， 着 。 这是我们用 自组织原理分析经济系统得到

只要经济秩序的形成和演化 由 内部大大小小 的的理论基点 ， 也是下文进行相关剖析的理据 。

经济主体 （企业是当下最典型 的这样的主体 ）＿

？、

的 自发相互作用主导 ， 就是 自 组织经济系统 ；
二、

“

、

唯市场
”

新自 由主义的

只要序的形成和演化以 外部控制 主体 （显然政

府是
￥
下顯麵餅駐体 ） 的職作駐赫场与Ｍ絲親巾哈職翻－方

系
贬低另

一

方而言 ， 其立论主基点是认识论维度

ｍ
自
－

发作用和外
的

“

反唯理主义
，，

（

‘‘

有限理性
，，

） 和本体论层面

＿ 发
“

扩臟序
”

。 在认识论层面 ， 认为人的
ｍ ２理性是有限的 ， 关于社会知识和信息的

“

全部
「
ＭＷ ＊！主＃？ １＊作用主导经 形＊ 外ｉｍ猶主 作用 ＇

，

祕她

＝＝ ｉ＿＿雜是科学的观
＾
或者任何

—

个单独的头麵

＊
张＆ 货 岁始面

、？
－

ｍ甘无法全部掌握的
”

。

① 那种依凭
“

科学
”

和理性
任何时代人类经济系统要运 彳了 良好 ， 最基

本的机制就是生产齡麵费需求的械軸
胞細干＿雕 譬嫩府洲 ） ， 也就难

接 ， 而对接效率又表现为质量 、 数量 、 速度 、

成本四方面 。

“

质量
”

即供给物 的品质与需求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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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爱忠 ： 自 组织理论视域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以解决市场经济 中 的
“

信息难关
”

从而无法实导 ）

——

人为提供的外部他发性作用 比如政府

然实行 。 在本体论层面 ， 认为经济秩序根本上调控引 导一政府引 导性市场秩序 。 这与凯恩

是个 自组织系统 ，

“

人类赖 以取得成就的许多制斯的基本经济观点并无实质不同 。 哈耶克之所

度乃是在心智未加设计和指导 的情况下逐渐形以将政府的外力作用仅限于
“

使竞争尽可能有

成并正在发挥作用的
”

。

① 所以 ， 将 自 组织经济效和有益的非常必要的计划
”

，

② 根源于对 自组

系统改变为他组织系统 （ 比如计划经济 ） 的企织经济系统的机械化理解 ： 既然是 自 发秩序的

图不是注定要落空 ， 就是将使社会
“

走 向奴役自组织经济系统 ， 那政府就该在法治下只进行

之路
”

。 因此 ， 现代经济系统必然重市场 自发作必不可少的有限干预 ， 剩下 的似乎交给市场和

用而轻政府干预 。 哈耶克的分析尽管有一定真社会即可 自 动得以 良好调 整运行 。 实际上 ， 哈

值 ， 然而在 自组织理论视域下 ， 其推理在本体氏恰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 。 其
一

， 任何 自组织

论和认识论层面却有所阙失 。系统外部受着 的他发作用是其存在的不可缺少

（

＿

） 哈耶克理论及新 自 由 主义 的本体论 的条件 。 其二 ， 自 组织系统 的外部他发作用 ，

阙失可以起到优化系统 内部结构的作用 ， 该积极作

首先 ， 把经济系统毫无例外地 当作 自 组织 用不能因 系统的 自 组织性质而被否认。 事实
一

系统 ， 忽略了其中他组织系统类型存在的事实 。 再证明 ， 每当经济 自组织系统 出现大问题的时

实际上 ， 人类历史第
一个经济系统

——原始共 候 （比如经济危机 ）
， 政府的外力调控总是被呼

产主义经济形态 ， 就是他发作用主导 的他组织 唤而 出 ， 并显示 出其积极作用 。 其三 ， 自 组织

经济系统 ’ 苏联战时共产主义经济也是这种＃经济系统的外部他发作用 ， 并不一定局限于哈
型 。 经济系统只是人类社会大系统 （至少包含

耶克所说的
“

有益于竞争的计划
”

， 而需从系统

暴力系统 、 经济系 统 、 两性系统等 ） 中 的－个
整体利益出发 ， 当使系统失稳的某种因素涨落

子系统 ， 它 的演化可 以是 自组织性质也可以
肋 ， 可 以强力干预之 。 比如为保护环境 ， 政

ＭＩＲＭ 。

卿可剥夺職重污染企业触雜或限制某
济物欲的超越 ， 人类经济系

巧
势必又走 向被全

些市场竞争行为 ： 禁售稀缺珍贵资源 、 预防金
社会的各种利益代表主导运行的共产 主义的他

融机构过度投机等 。 哈氏仅将 自 组织经济系统
组织系统性质 。 经济系统的 纟應性质要根据当

与内部
“

自发性
”

作用绝对地 、 单调地、 线性
时的社会现实条件和总体上能否增进人类

—
济

地 机械地相联系 ， 却没看到事情的丰富多彩
利益而定 ， 并非说凡

＾
组
＾
的

和辩证发展 。 而只承认他组织经济系统存在的

ｆ
ｇ

＾ 全能主义 ， 则是将其中的他发作用推向了极致 ，

ｉｆ 错误地将他组织 中 的 自发作用
一比如个体的

统 。 而国家全能主义则只承认他组织经济系统
能动

ｒ—
、

了

白 由 口 格

的合法性 ， 显然在另
一

个极端犯了错误 。（
＿

）
哈耶克 理 论及新 自 由 主乂如人―

其次 ， 看不到 自 组织经济系统中 的他发作
网天

用 ， 又将其中的 自发作用做唯
－化和机械化Ｓ＾

理

解 。 认定人类经济系统是 自组织系统 ， 其运行
人类理 性有限 性做扩大化和

机制主要依仗系＿＿ 素
“

自发性
”

細：作
麵

^

用 ， 进而贬抑細于
“

人为
”

提供的外部他发首先 ’ 基于Ｍ有限 １
４

’系

作用 ， 从而在本体论上拒斥 了政府调控经济做

法的合法性 。 其实 ， 市场经济的 自 组织系统还
① 致 冯克 利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可以有另
一种样态 ： 自组织系统 外部他发 ② 哈耶克 ： 《通往奴役之路 》 ， 王明毅 、 冯兴元等译 ， 中国社

性作 用 引 导 （ 内 部 自 发 性 作 用 依 然 占 主会科学 出版社 Ｉ＂７ 年版 ， 第 ６ ６
？

６ 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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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只能是 自发秩序而不可能是他组织系统 。 事们
“

无知
”

的哈耶克 ， 并没看到两种主体和两

实是 ，
理性兼具有限性与有效性双重属性 ， 不种作用 （ 自发与他发 ） 在各 自 的领域有着理性

能用
一

方存在的事实来否认另
一

方存在 的合法有效性的卓越表现 ， 而只需将两主体换
一

下位

性 。 理性有效性的拓展反映了 人类改造世界能置它们又都将失去 自 己 的优势 。 其实哈氏并不

力的提升 ， 理性有限条件下系统的 自发性质随否认微观主体对微观秩序信息把握的理性有效

着理性有效性的提升 ， 的确可以 转变为他组织性 ， 而是认定宏观主体 （干预者 ） 无法获得 由

性质 。 例如船长在无罗盘时会允许船队 自 行探分散的个体信息组成的总体信息 ， 借此推论出

路 ，

一旦发 明此物必借此对船队进行
“

他组织
”

该主体对微观秩序的理性有限性从而对该秩序

以加快航程 。 自 组织经济系统的外部他发作用的干预难以实行 。 不幸的是 ， 哈氏从这个正确

在一定条件下
——

比如在某事件上理性充分发的立场又 向前迈过了一步 ： 不做区分地连宏观

展
——

可 以转化为主导性力量 ， 即系统性质的主体对宏观秩序调控的理性合法性
一并否定了 。

转换 。 将来而非现在 ， 智能化工具的高度普及正如张彦教授一针见血地指 出 ， 哈耶克
“

在反

与信息化手段 （理性有效性 ） 的极大发达 ， 就对理性滥用的幌子下 ，
以一种暗渡陈仓的方式 ，

有可能使越来越多的经济系统之于人类具有 了把有形手 （政府 ， 引者注 ） 介人经济事务的理
“

孩子手中 的积木
”

性质 （内部依然有个体的能据给彻底切割掉了
”

。

② 哈氏拿宏观主体
“

政府
”

动性 ） 并只有如此才能更高效运行 ， 那时经济在微观秩序中所具有的
“

无知
”

， 去论证其在宏

系统就转化成了他组织系统
——

比如将来共产观秩序中也是
“

无知
”

的 ， 而没看到若将微观

主义经济或其他他组织经济形态 。 哈耶克用理秩序的主体放到宏观秩序中它同样也是
“

无知
”

性有限性对经济系统性质的影响去湮灭理性有的 。 而国家全能主义由 于放大人类理性有效性 ，

效性的类似影响 ， 在逻辑和事实上都值得商榷 。 自 然看不到他组织系统 中人类理性有限性支持

而国家全能主义确实秉承了 哈氏批判的极度强的 自发作用 。

调理性有效性的
“

建构主义
”

， 据此无视 自组织

系统
一

当然包括其内部基于理性樣性的 自四 、 自组织理论视域下的政府

发作用
——

存在的合法性 ， 显然跌入另一极端 。

其次 ， 基于理性有隱 ， 哈Ｒ认为 自 发的麵 了
‘ ‘

輔场
”

与
“

喊府
，，

的新 自 由

序２
柿
土

，

主义和全能主义的学理Ｈ失 ， 内嵌于经济系统
何 １ 人

＾
°

“

中央大脑
”

历史性演变基础上的政府和市场关系便得以呈
都无法拥有的全部信息 ， 只能靠市场 自 发作用

现出
一

种 自组织本真形相 。

致
＾（

－

） 自组织经济系统中的政府与市场关￥
为 那二极力 想控制社＝的狂妄之徒的帮凶

”

“

政府
， ，

作用和
“

市场
，，

作用 ， 实为人类经
氏

济系统 中某种
“

他发作用
”

和
“

自发作用
”

的

ｆｔ
信

辟 ！！

事
ｆ
腦兑法 。 但与 自 然界系统价值无涉的演化不

同 ， 人类经济系统 自发和他发作用具有价值相

关性—而绝非哈 氏所描述的具有浓重价值虚
部 自发作用和外部他发作用 。 就微观秩序 中供

给与需求有效率对接所需 解决 的
“

信息难关
”

和
“

动力难关
”

而言 ， 具有 自发作用的市场主

体 （如企业 ） 显然 比发挥他发作用 的宏观主体


（岁 卩政府 ） 拥有更多的理性与动力 ； 但在解决宏 ① 哈耶克 ： 《经济 、 科学与政治 》 ， 冯克利译 ， 江苏人 民出版

观秩序中 同样冋题时 ’ 自发作用的企业必然￥ ② 酿獅默 ： 直臟 自 由主細轩理论建构 》 ， （〈学

及发挥他发作用的宏观主体更有优势 。 强调人术月 刊 》 ２０ １ ４ 年第 ６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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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爱忠 ： 自组织理论视域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无倾 向 的 仿 自 然 系 统 的 纯粹
“

自 生 自 发 秩定的规则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缩放 。 设若事情紧

序
”？一这是其中人之他发作用存在的动力根急重大 ， 政府他发作用甚至可 以一时转化为主

源与合法性基础 。 它可以减少经济系统中人的导性力量 ， 比如打击经济犯罪 、 出 台紧急性纠

痛苦 ，
避免系 统毁灭 ， 增 加人们 的总体福利 ： 偏政策等 ， 此时若机械遵循

“

自发作用
”

， 系统

借助理性有效性的他发作用对人 的帮助从而减必然要付出 惨重代价 ， 实无异于
“

刻舟求剑
”

少痛苦是个普遍事实 ， 而 自发秩序毁灭 自身的之举 。 最重要的是 ， 根据事情的性质 ， 适合市

后果如复活节岛 、 玛雅文明等案例亦屡见不鲜 。 场 自发作用的交给市场 ， 适合政府他发作用的

总之 ， 经济系统的 自发秩序 能够带来繁荣但也交给政府 。 在此过程中 ， 必须遵循至少四项原

会产生毁灭性后果 ： 如 资本逻辑对 自 然环境的则 ： （ １ ） 社会大系统和经济系统利益最大化 、

破坏 （人与 自 然 ） 、 两次世界大战 （人与人 ） 、 公正化和可持续化原则 。 选择方案既能促进供

核武的问世与扩散等 ， 大大增加 了 自 发秩序带需对接从而提升经济系统效率 ， 又要不危及 自

来毁灭性后果的可能性 。 因此 ， 人为他发作用然系统从而实现人类社会大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

——在他组织经济系统 中表现为主导性样态 ， 还要兼顾社会的公正 。 （ ２ ） 可行性原则 。 选择

在 自组织经济系统 中表现为 引导性样态
——

因方案必须实际可行而不是基于某种教条的硬干

价值恒存而永不能被摒弃 ， 并与 自发作用
一起 ， 蛮干 ， 就像固化计划经济那样 。 （ ３ ） 客观性原

构成了人类经济系统演化的动力 。 但两者间关则 。 选择方案的结果之好坏客观上可 以验证 。

系结构的样态及变动 ， 则根源于人类经济系统（４ ） 可纠正原则 。 方案选择制度必须具有灵活

的组织性质和人类理性程度 。性 ， 能够根据结果反馈积极调整纠正 。

当某特定经济系 统的 复杂性使宏 观主体（
二

） 他组织经济系统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政府 ） 的理性主要表现出有限性而非有效性的当人类理性的有效性提升至可以对某特定

特征
——尤其在微观秩序 中 ， 谋求政府主导该 经济系统进行较彻底地把握并能够取得更有利

经济系统运行的美好动机 ， 只会陷人难以持续 的总体后果时 ， 这种经济系统必然转化为他组

的困境 ， 就像计划经济那样 。 但并非说政府无 织性质 ，
比如前文所举罗盘发明后船长指挥方

所作为 ， 由 于它比微观主体能够更好地解决宏 式转变之例 。 由于 当下社会条件所限 ， 他组织

观秩序中的
“

信息难关
”

和
“

动力难关
”

， 所以 经济系统 目 前无法扩展到整个经济系 统领域 ，

政府在宏观秩序 中 的他发作用有着不可或缺的 而只能 占据某一层次 ， 但这不等于未来不可以

重要价值和合法性
——

这与哈 氏理论根本不同 。

和永远不可以 。 经济系统只是为人服务的
一种

但这种更好地解决 ， 不意味着政府在宏观秩序 工具和手段 ， 它服从于人类利益最大化的 目 的 。

中不会出现失灵 ， 只不过 比市场微观主体面对
自在世界是不会 自动满足人的利益需求的 ， 理

宏观秩序时更有优势而 已 。 同理 ， 也不意味着 性指导 （包含着 目的与手段 ） 是理论上最可能

有效满足人类利益的基本途径 。 人类利益最大
府这个宏观主体在微 ［观秩序领域更有优势而已 。

化的需要 ， 必然导致将来条件成熟时对作为手
腦 ， 无法用政府失灵或市场失灵来推翻它们

段的经济系统的控制和他组织 。 将来的他组织
各 自在特定场域发挥优势作用 的事实和逆辑 ，

经济系统 中 未必有现在意义上 的
“

政府
， ，

和
“

市场
”

等社会构造 ， 但一定仍存在他发作用
在 自组织经济系统中 ， 既要发挥市场微观

（占主导 ） 和 自 发作用 。

一

方面 ， 他发作麵执
主体的主导性作用 ’ 又不放弃ｍ的 引导性作

行者未必是
“

政府
”

， 可以是行业协会 公益组
用 ，

正如十八届 三 中全会提出 的
“

市场主导 、



政府引导
”

的发展模式那样 。 但是 ， 这种厘分
ＪＺ ＾ ＾① 有学者指出 了哈耶克的价值虚无主义倾向 。 参见张 以 明 ：

只是一般的原则而非永恒不变的机械论教条 ， 《在理性和神秘之间
一

哈耶克经济 自 由主义 的价值困境 》 ，

他发作用和 自发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可 以遵循
一

《现代哲学 》 ２〇 １〇 年第 ３ 期 ，

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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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中心或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事物
——政府职不 了的事 ， 这些事只要有

一

定的规章 ， 放在下

责演化轨迹证明 它的他发作用领域是个不断吐面 ， 放在企业 、 事业 、 社会单位 ， 让他们真正

故纳新 、 有机变动的过程 ， 在 吸纳新责任的 同按民主集中制 自行处理 ， 本来可 以很好办 ， 但

时又将某些事务交给社会其他组织 。 另
一

方面 ， 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 、 拿到 中央部 门来 ，

未来他组织经济系统中 自发作用非但不能湮灭就很难办 。 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 ， 能够办这么

反而要更加发扬 ， 基于共产主义生产资料公有繁重而生疏的事情 。 这可 以说是 目前我们所特

制和人的 自 我实现需要 ， 摆脱了个人经济利益有的官僚主义的
一个总病根 。

”￥这是对不尊重社

对立之羁绊的真正的人类社会个体 ， 必然会创会 自发作用之弊病的深刻揭示 。

造出超出我们 当下想象力的发展经济的 自 发作同时 ， 又须看到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市场

用形式 ， 当然这一定是 自 觉遵循社会经济利益经济 自组织系统超越西方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 。

最大化原则 的他组织经济系统的 自发作用形式同样是政府和市场结合 ， 不同制度
——

系统的
——

唯其那样他组织才能使经济更加有效 。基本秩序
——会让这种结合 的效果大为不 同 。

（
三

） 自 组织理论视域对我 国
“

政府与市社会主义的 自组织经济系统之所以更优 良 ， 在

场
”

关系的现实意义于其基本秩序结构决定的政府他发作用和市场

自组织理论视域启示我们 ， 必须尊重现阶自发作用 的联动发挥 ， 在解决市场供求对接问

段经济系统的 自 组织性质 ， 倡导政府在提供好题上效率更加卓越 。

宏观秩序的前提下 ， 尽可能地尊重市场和社会

的 自组织作用 。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本文作者 ： 上海财经大 学人文学 院 ２０ １ ３ 级

本质上仍属于 自 组织经济系统 ， 在提供好引 导博士研究 生 ，
曲阜师 范 大学 马克思主 义

性他发作用的前提下仍必须遵循内部 自发作用学院讲师

主导的演化规律 。 我们必须正视并改善当下的责任编辑 ： 任朝 旺

体制不足 ： 政府在宏观秩序 中应提供的他发作
用仍多有阙失 、 微观秩序 的 自发作用仍被相 当

程度地压制 。 邓小平曾尖锐地指出 ：

“

我们的各① 《邓小平文选 》 第 ２卷 ， 人民出版社 １聊年版 ， 第 ３２８ 页 。

级领导机关 ， 都管了很多不该管 、 管不好 、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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