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的地区市场之局限
,

使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共 享其利
。

但是
,

给 一 国经济带来扩

展的有利功力
,

从另一角度看也是对原来固

有的经济模式的破坏
。

因此
,

无论是不利的

或有利的国际影响均将成为一种外生的冲击

力
,

迫使现存的经济运行体制产生不 同程度

的动荡
。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前进
,

这种动

荡的频率将愈来愈增高
,

从而使西方经济学

的现有理论原则愈来愈不合时宜
。

由上可知
,

西方经济学如不来一个根本

性改造
,

抛弃传统的从一个封闭式国家出发

的理论
,

另建一套能适应更为开放型的国家

的动
、

静态经济理论
,

即不可能具有适用性

与可行性
。

当然
,

这是个极为艰巨的任务
。

首先
,

尽管当前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颇为

强劲
,

而保持一国利益的信念仍是一种极为

牢固的传统势力
,

非短期内所能破除
。

在无

国家的资本主义世界一体化出现以前
,

超国

家的西方世界经济学是无从建成的
。

假设真

能实现一个以全球为范围的资本主义国家
,

到那时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反而更能发挥其理

论指导意义
。

可惜这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空

想
。

因此
,

西方经济学将在未来极长远的一

段历史时期中
,

处于一种既无法适应客观现

实又不能从事根本改造的尴尬局面
。

、

与西方经济学的内在特点有关联的另一

个重要缺陷是尚未建立起一套令人满意的动

态分析理论
。 “

动态
”

概念早在上世纪末已

由美国
、 、

克拉克提出
,

但未引起广泛注

意
,

直到二次大战后才有 日益增多的西方经

济学家致力于动态经济分析理论之研究
。

然

而他们花费了半个世纪的努力仍未能建立起

一套象静态经济分析那样的理论体系
,

事实

上仍停留在 比较静态分析的水平
。

现代国内

外频繁出现的冲击给各种经济事物造成的频

繁变动
,

使动态分析理论之需要更加迫切
。

没有动态理论就不可能解释和指导动态的客

观现实
。

这也是以静态分析为主的西方经济

理论难于充分适应现实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

西方经济学家们对他们的理论体系的这

一内在的特点或缺陷
,

似乎尚无较清晰而全

面的认识
。

但他们无可逃避地须经常面临这

一缺陷所带来难题
。

到目前为止
,

他们处理

此类难题的常用方式
,

不外对所遇到的个别

具体难题
,

有的对相应的现存理论予以局部

的或全局的否定
,

有的则为之进 行 某 种 辩

护
,

也有的对它的某些部分有所发展使它能

勉强适应现实
,

其结果仍是众说纷纭
、

莫衷一

是
。

这种头痛医头
、

脚痛医脚的方式
,

也许

可能对西方经济学有某些小改进
。

如根本缺

陷未能克服
,

这些改进均是无关宏 旨的
。

但

要来一个根本改造更是困难重重
,

如果还不

是不可能的话
。

因此
,

我们可 以确定地说

西方经济学将在未来的一段沮长岁月中仍处

在一个排徊歧路的境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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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次 重 大 突 破

香港 经济导报 》 年第 期登载章怡文章
“

台湾经济会议与大陆全面经济合作
” 。

文

章报导
,

台湾在三月七 日
、

九 日举行了经济会议
, “

两岸经贸
”

问题是会议的一个焦点
。

与会

的企业界人士及学者
、

专家表示
, “

政府
”

应全盘规划扩大两岸交流
,

加紧与整个大陆的经

济合作
,

并批评了当局步伐保守
。

鉴于区域经济整合已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
,

台湾经济会议

经贸组作出了一项突破性的建议
,

要求放弃原先仅局 限于与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进行经济合作

的可行性建议
,

全盘规划及推动与整个大陆的合作
,

进而落实
“

中华经济合作
”

构想
。

这项

建议取得会议共识
,

并获得
“

行政院陆委会
”

主任黄昆辉的认同
。

余佑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