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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

序言

李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很多东西

开始走向世界，中国的产品走向世
界，中国的企业走向世界。但是，三
十多年来，却一直没有中国的经济
理论走向世界。而现在，情况变了，
英国牛津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吴炳新
先生的最新经济学巨著 《消费通
论》，并在世界范围内发行。

其实，这部著作早在 2008 年就
在中国正式出版。出版后受到社会
各界的关注。当年 6 月在济南围绕
这部书召开了学术研讨会，第二年 5
月又在北京召开了关于这部书的学
术研讨会。与会者不仅有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社
科院、中央财经大学等诸多著名专
家学者参加，而且美国和韩国的专
家学者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发了
言。事后，美国休斯敦大学邀请作者
到该大学进行了四次演讲，在美国
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消息灵通的
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得知此消息
后，在征得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决定
出版这部著作的英文版。该书在英
国出版后，立即在英美等国产生了
强烈反响。西方学者认为：这是真正
的中国自己的领导管理理论，它折
射了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成功的经
验。

众所周知，在经济理论和管理理
论中，多年来，在国内诸多著述中，
学者们多是借用西方的理论，如在
经济学中的亚当·斯密理论、大卫李
嘉图理论、马尔萨斯理论、泰勒理
论、凯恩斯理论、萨缪尔森理论等
等，在管理学中的亨利·法约尔理
论、马克斯·韦伯理论、麦克雷戈理
论、彼得·德鲁克理论、戴尔·卡耐基
理论以及盛田昭夫和松下幸之助理
论等等。翻遍中国全部领导学、管理
学的论著，充斥了西方的上述理论，
人们或者全盘引用，照搬照抄，或者
肢解加工，重新组合，甚至还有断章
取义、任意歪曲者。而真正的从中国
实际出发的理论著作十分鲜见，更
谈不上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西方理论当然有许多先进之处，
但是在众多的领导管理理论中，没
有一部是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写
的。“桔生江南则为桔，生于江北则
为枳 ”再好的理论也有水土不服的
时候。中国有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西
方的理论只能借鉴，以为参考，绝不
可以当做是金科玉律。《消费通论》
则是中国本土产物，它是根据中国
国情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而
写成的，虽不排斥西方理论，却也只
是借鉴与参考而已。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一
天天变得强大起来。过去西方的政
治家们总是在不断攻击和贬低中国
的体制和管理。可是正是在他们所
攻击的体制和管理之下，中国却出

现了经济奇迹。尤其是在金融危机
席卷全球，西方经济一片萧条之际，
中国却生机勃勃，经济依然高速增
长。美国休斯敦大学工商学院院长
王吉府认为：“《消费通论》在美国得
到高度重视，它不仅是中国经济发
展需要的理论，也是美国和世界经
济发展所需要的理论。在金融危机
以后更是如此，因为金融危机从根
本上，或者从基础上动摇了西方的
理论体系。”于是西方的经济学、管
理学家们开始反思自己，并把眼光
转向了中国。他们开始寻求中国的
成功之道，发现了《消费通论》，并决
定以英文出版。这也可以说是《消费
通论》走出国门的一个国际背景。

作者写作这部书是有缘由的。改
革开放初期，吴炳新先生把消费定
为自己长期追踪研究的课题。因为
他在观察研究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
的发展中，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消
费是人类自诞生以来几乎全部的社
会活动的原初动力，人们只要生存
在这个社会上，无论是物质需要还
是精神文化需要，都要涉及消费。人

类全部经济发展史表明：每个社会
细胞的经济行为的终极目标都可归
结为消费，任何产品的最终指向也
是消费。消费，是经济学中永恒的核
心话题。

通观全书，一个重要的观点反复
被论证，在经济活动中，真正起决定
作用的不是生产，而是消费。消费对
于生产、对于流通、对于分配有着巨
大的能动作用。马克思是从商品开
始，层层剥开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
密，揭示了资本积累的趋势。吴炳新
从消费开始，对整个社会消费的方
方面面进行了论述，涉及了生产、科
研、分配、税收、金融、价格、价值、货
币、信贷、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等诸多
经济与社会问题。

那么这部书到底有哪些东西引
起西方如此大的兴趣呢？当然是作
者极具学术眼光的许多学术创新。
据专门研究过《消费通论》的专家们
认为，这部著作至少有十四个方面
的学术创新。下面试举一二。
《消费通论》赋予消费以崇高的

学术地位。第一次把消费作为经济
社会研究基点的著作。西方古典和
现代经济学诸多流派一直是以生产
为中心的，消费从来都是依附性的。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体系本身，在
消费的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缺陷。具
体表现为：生产价值论中缺乏抽象
消费概念，生产资本论中缺乏消费
增值概念，生产目的论中缺乏自主
消费概念。以至在整个工业化过程
中，不断表现出“为生产而生产”的
“生产中心”倾向，其后则是带来一
次次经济危机。

这种对消费价值的习惯性忽视，
已经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大缺
陷。其实不只是在西方，在中国也一
直存在着忽视消费甚至抑制消费的
传统，这种传统曾经长期左右着人
们的消费观念，甚至一度成为主流
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消费通论》认
为，为消费正名，还原其在经济循环
中的价值，赋予其应有的学术地位，
唤起人们消费理念的革命，是迫在
眉睫的事情，否则理念的转变和经
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无法实现的。
《消费通论》提出了转变经济增

长方式的最重要途径。《消费通论》
认为计划体制下重生产，是生产第
一，而市场经济重消费，是消费第
一。计划经济人为导致商品短缺，而
市场经济则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
会消费需求的不断变化。所以只有
把消费放在第一位，把消费拉动作
为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市
场经济才能最终得以实现。当前中
国正好处在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的
转型期，其中大部分区域开始转入
享受型，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从投资
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转变是完全可
能的。
《消费通论》提出了围绕消费经

济的宏观调控体系。国家主导经济
以生活消费为中心的市场宏观调
控，从历史上看，大体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古典经济学的调控，
认为市场是调节经济活动的最佳方
式，通过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实
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第二种情况是
凯恩斯主义的调控。 20 世纪 30 年
代，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后，凯恩斯
主义经济学，强调政府的手段，政府
行为逐渐成为调节经济活动的重要
手段，政府干预一度成为主流经济
学的主要政策主张。第三种情况是
放松管制。20世纪 70年代美国首先
开始实行放松管制等一系列措施，
收到了宏观调控的目的。
《消费通论》认为，中国经过三十

年的探索，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
经济宏观调控体系。一个国家主导
经济的宏观市场调控体系主要由 20
个要素，六个目的、三个手段组成，
在动态过程突出—平衡，平衡—突
出的调控市场经济，达到经济持续
发展的目的。三个手段，即经济手
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经济手段
指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政府在自
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借
助于经济杠杆包括价格、税收、信
贷、工资等的调节作用，对国民经济
进行宏观调控；法律手段指政府制
定的经济法规，政府依靠法制力量，
通过经济立法和司法，运用经济法
规来调节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以
达到宏观调控目标的一种手段；行
政手段指政府发布的经济命令。政
府可以依靠行政机构，采取强制性
的命令、指示、规定等行政方式来调
节经济活动。行政手段具有权威性、
纵向性、无偿性及速效性等特点。
《消费通论》提出了消费社会生

产力的重大命题。《消费通论》认为
消费的不断延伸而创造的新的社会
发展动力是极为重要的经济增长力
量，它与生产力一样，具有资本增值
的特性，同样可以为人类经济增长
作出贡献。第一次提出了消费社会
生产力，而且强调消费社会生产力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

当然 ,这部著作引起西方注意的
不仅仅是上述学术创新，更在于西
方经济学界对中国企业创新理论的
重视。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动荡不
安，美国经济衰落，欧洲债务危机，
中东战火不断，日本灾后萧条。“众
人皆醉我独醒”，在这种国际经济环
境复杂而严峻的形势下，唯独在世
界东方，中国的经济社会实现了罕
见的平稳快速发展。当今中国，不仅
其经济奇迹令世人瞩目，而且在改
革开放中产生的新理论也开始引起
世人的关注，并开始走向世界，《消
费通论》在大洋彼岸的问世是最好
的佐证。
（作者：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英国牛津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吴炳新先生的最新经济学著
作《消费通论》，并在世界范围内发行，这是一条有重要意义的
企业新闻。

吴炳新是我国著名的企业家，他的理论是从企业实践出
发总结出来的，中国企业家的著作在美英相继引起影响，是中
国企业界值得骄傲的事。

相当时间来，走遍新华书店，摆在最前面一排的常常是亨
利·法约尔、马克斯·韦伯、彼得·德鲁克、戴尔·卡耐基以及盛
田昭夫和松下幸之助理论等的著作，稍翻一下，多是肤浅得
很。但是不知为什么，中国企业家的著作很少，可以用寥若晨
星这个词来形容，有些写企业家的著作总是英雄式的歌功颂
德。这类书，使人得出的是另一种感觉。

当然，西方理论有许多好的地方，但是在众多的领导管理
理论中，没有一部是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写的。西方大师们
都是针对自己所在的国度和有局限的认知情况下而写成的。
《消费通论》则是中国本土产物，它是根据中国国情和中国改
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而写成的。

现在三株集团董事长吴炳新的著作，在美国大学引起影
响，在英国著名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自然是中国人高兴的
事。中国太需要自己的企业家的著作了，太需要以自己的智慧
来救企业了。

全球化就像刚刚发生的地震，重新改变了地貌结构。一条
条孱弱的小河突然间被宽大的海洋包融，那些原来在小河里
挣扎的鱼儿，突然间拥有了巨大的生存空间。那是一种何等的
幸运，但是谁知道：这幸运的背后又隐藏了何等的风险和杀
机？

中国一个又一个产业发展使中国企业正在国际上崛起。
然而中国企业在国际化海洋中常常遇到凶险，多少企业折戟
沉沙在海外。中国企业需要引导，需要新的理论引导。理论就
像大海航行中的罗盘与指南针。

尽管中国拥有得天独厚的人才和自然资源，但是研究表
明，中国人太缺少理性思维了。

在全球化时代，那些只顾及实践而忽略理论的企业，将错
失遍及全球而又价值连城的知识。只有通过学习、利用和获取
遍及全球各地的知识，创造自己的知识与理论，这种知识将告
诉企业：什么样的“积木”适应于内部 ,什么样的“积木”与外部
相连,如何全方位地、系统地利用知识、结构、标准建立能力，这
也是 21世纪创新的关键。

消费理论是一个世界上研究并不发达的领域。刺激消费
看起来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但是千呼万呼总是刺激不起
来？问题出在哪？吴炳新告诉我们出在理论上，出在生产目的
上。理论上不端正，方向上不端正，路径也不可能端正。消费是
当下政府与企业艰难而复杂的问题。对于很多心存梦想走向
世界的企业家和管理者，消费却是一道解不开的难题。对于当
下中国，似乎类似哥德巴赫猜想之于数学。吴炳新意图解开这
道难题。

就像思维是哲学的核心一样，消费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核
心，也是企业生存的密码。

吴炳新认为投资、出口与消费“三驾马车”不是并列的，消
费是“驾辕”的马，出口和外贸是“拉套”的“马”。所以抓住了消
费，就抓住了关键，这就是《消费通论》的学术指向；也是企业
发展的指向。吴炳新对于中国当下经济发展症结的分析，大抵
在这里。

既然吴炳新的消费理论对于企业、对于政府、对于社会是
这么重要，我们便觉出这个企业家的了不起，他不仅是创造物
质财富的企业，更是创造精神财富的企业家。

过期的消费理论总是停留在技术层次，是企业销售理论
的分支，吴炳新的三株公司曾是一个庞大的销售帝国。但是吴
炳新与常人不同的是，从企业消费走出来，研究整个社会对于
人类社会的意义。他走到最高处，最大处，然后再回到现实中
来，研究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消费问题。

实践证明，中国的企业能够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在载人航
天、绕月探测、特高压电网、支线客机、4G 标准、高速动车、
3000米深水钻井平台、12000 米钻机、实验快堆、高牌号无取
向硅钢、百万吨级煤直接液化等领域和重大工程项目方面取
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便
是证明。

实践还证明，2011年，名列世界 500强的中国国有企业
已经超过 50家，一批作为“国家名片”的国有企业正在国际舞
台上崭露头角，成为挺起中国脊梁和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先
锋。

实践更证明，现代企业的国际竞争不仅是技术水平的竞
争，而且是管理思想的竞争。着眼于探寻企业科学发展道路，
国有企业评价逐步实现了由单一的经济评价方式向经济发
展、社会人文、政治保障等综合性评价方式的转变，注重从经
济指标、发展指标、人文指标、社会指标、安全环保指标、科技
创新指标、政治保障指标等各个方面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
力，为国有企业和我国经济国际竞争能力的持续提升提供了
有力保障，管理思想也是一种指标。吴炳新的理论突破，是中
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另一类证明。

吴炳新研究消费已经 30年了，为什么此时推出，这与目
前的时势需要有关。

美国休斯敦大学工商学院院长王吉府认为，《消费通论》
在美国得到高度重视，它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理论，也
是美国和世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理论。金融危机从根本上，或
者从基础上动摇了西方的理论体系。

于是西方的经济学、管理学家们开始反思自己，并把眼光
转向了中国。他们开始寻求中国的成功之道，发现了《消费通
论》，并决定以英文出版。这也可以说是《消费通论》走出国门
的一个国际背景。理解了这层意思，我们便可以加深对吴炳新
消费思想的理解。西方人通过《消费通论》研究中国企业发展
理论，了解中国学者引领消费的理论，打开了世界经济学人了
解中国企业运行方式和中国市场化进程的窗口。

同样，吴炳新《消费通论》的出版，也是因为中国还没有解
决这个问题，是时势的需要。几乎所有大的理论的产生，都是
他所处时代的迫切需要的原因，现实问题严重，便需要人们提
出新的理论来。

现在人们关注世界一流企业，《消费通论》在大洋彼岸的
问世是中国创建一流企业的组成部分，是中国企业的骄傲，也
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中国企业走向
世界的新名片

李鑫生

《消费通论》
企业管理思想走向世界

这是一个需要商界领袖并不断
产生商界领袖的时代，也是一个崇拜
商界领袖的时代。杰克·韦尔奇、比
尔·盖茨、雷蒙德·克罗克、亨利·福
特、稻盛和夫、本田宗一郎、李嘉诚、
任正非、松下幸之助、史蒂夫·乔布斯
等都是世界公认的商界领袖和经营
大师，是企业家、经理人学习的标杆。
他们涵盖了 IT、汽车、机械、电器、快
餐、金融、电信、航空、陶瓷等许多领
域，他们的经营管理思想和方法被誉
为“经营管理圣经”、决胜商场的“智
慧宝典”，让世界上所有梦想成功的
商业人士都会从中获得启迪和教益。

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企业面对
的机遇多了，面临的竞争也大了。商
务部统计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平均
寿命只有五年，品牌的生命力平均不
足两年，在 21世纪新经济条件下，身
陷全球化经济浪潮的中国企业将面
临更加严峻的考验。中国企业经营者
们该何去何从？中国企业如何走出一
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企业要发展，管理是关键。简约

管理是全球顶级 CEO的成功之道。大
道至简意味着“少而精”，博采众长，
融会贯通，不仅要整合创新，跳出原
来的框框，去粗取精，而且要抓住要
害和根本，挥动奥卡姆剃刀，剔除那
些无效的、可有可无的、非本质的东
西，融合成少而精的东西。所谓“为学
日增，为道日减”就是这个道理。

简约管理不仅仅是一种管理方
法，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
思维方式带给大家的既是思维的革
命，也是管理的革命，可以让我们从
烦琐和复杂的工作、生活中解脱出
来。
“管得越少，成效越好”是“全球

第一 CEO”杰克·韦尔奇的一句名言。
这是一种境界，是一种依托企业谋
略、企业文化而建立的至高无上的经
营平台。

我们要在简约管理思维的指导
下，利用科学的方法，将工作主题核
心以外的枝节因素尽可能地剔除掉，
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简单的问题条
理化，条理化的问题更简化，从而简

化人际关系，优化工作流程，提高工
作效率，创造更佳效益，在简约中享
受工作、享受生活。

经常有人问我，中国为什么缺少
世界级企业？我们究竟落后在哪里？
其实中国企业的科学技术并不落后，
落后的是我们企业家的思想观念。观
念左右思想，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导
致结果。要改变结果，关键是要改变
思想观念。

所以我希望中国企业家，每隔三
五年一定要对自己的经营理念做一
番深刻的反省，检讨自己的观念是否
落伍，是否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不
更新观念、变革管理，就没有真正的
进步，企业也不可能长久稳定地发
展。

去改变我们的观念，有些事，便
会在一夜之间被彻底改变。21世纪，
不是一场技术的革命，也不是一场产
品的革命，而是一场观念的革命！对
个人而言，那就是一切皆起因于观
念。改变观念，你就能改变命运，让基
业长青！

———《大道至简》前言

有些事，会在一夜之间被彻底改变

吴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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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关注世界一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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