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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与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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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系 ,四川 成都 ⒍∞74)

摘要 :一 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与发展 ,离 不开相应的制度支持。西部大开发必须重视制度

创新,建立利益激励机制,以 经济利益来激励人们开发西部。为此,在 西部大开发中,应 注重

市场机制的作用 ,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产权改革 ,防 止政府机构在西部经济开发中膨

胀 ,培 养和提高西部人员素质 ,从而实现西部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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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的一个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目的

就是促进西部经济快速增长。所以,提起西部大

开发 ,人们往往重视国家在西部省区安排的工程

项目和资金投入。的确 ,西部地区是我国交通、通

讯、水利等基础设施最不发达的地区,要改变落后

状况 ,必须依靠国家的投人。但是 ,笔 者认为,西

部地区最落后的是
“
制度

”
,是市场化程度太低。

如果我们在开发中眼睛只是盯住国家的项目和资

金9只 注意东部资金和外资的投人 ,而忽视制度的

创新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 ,对 西部大开发是极

为不利的。

自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

发表后 ,经济增长理论逐渐成为经济学家们热衷

的话题之一。人们曾经认为 ,促 成经济增长的关

键是把储蓄用于投资及与此相关的劳动和资本积

累。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可 以被看作是此理论的

典型。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 ·M· 索洛在哈罗德

一多马增长模型基础上增加了
“
技术进步

”
和

“
按

规模或比例的收益递增
”
两项内容卜 l,强 调了技

术进步和规模经济在经济增长中的意义。不仅如

此 ,他还提出了一种用于测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

长贡献的所谓
“
余值

”
法。在此之后 ,爱 德华 ·丹

尼森对索洛模型中的
“
余值

”(即扣除了经济增长

中的资本投人和劳动增加两因素贡献之后所剩下

的因素)进 行了更细致的、极富启发性和建设性

的分析 ,并说明了余值是由同技术进步相关的诸

因素构成的 ,如教育、革新、资源流动等 [2]。

尽管索洛和丹尼森等人的研究比其前辈前进

了-步 ,但并非尽善尽美。如曼库尔 ·奥尔森在

《国家的兴衰》(19Bz)一 书中就指出,他们并未告

诉人们经济增长的终极原因,即 究竟是什么刺激

了储蓄和投资 ,是什么导致了创新 ,以及为什么许

多创新和资本积累在某一社会或某一时期要比其

他社会或时期更多 [3]。 为了回答类似的问题 ,

奥尔森展开了由他首创的所谓
“
共谋分析

”
或

“
集

体行动分析
”
。为什么个人在某种刺激下会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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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拒绝参加集体行动 ,为 什么小群体在特定条件

下会联合成大规模组织并且采取一致的行动等 ,

这些内容构成了共谋分析的骨架。在逻辑分析的

基础上 ,奥尔森指出,稳定的社会 (如 边界不变 )

常常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共谋和采取集体行动的组

织(类似垄断组织),这 些由特别利益集团构成的

组织和共谋集团降低了它们所处社会的效率和总

收入 ,并且使得政治生活更加分裂不和 ;人们为追

求集团利益而形成的所谓
“
再分配联合体

”
减弱

了该社会采用新技术和随条件变化而重新配置资

源的能力 ,从而使经济增长率下降 ,使得管理和政

府的作用更加复杂并可能会改变社会进化的方

向。在此理论的指引下 ,奥 尔森对英国的衰落和

日、德的
“
奇迹

”
进行了说明,在英国,控制大量社

会资源的、具有垄断性质且压制创新的共谋组织 ,

无论是在二战后初期 ,如 1949年 ,还是在二战前 ,

如 19s9年 ,其 比重要比在联邦德国和日本的比重

高得多。也正是在此意义上 ,奥 尔森提出他那著

名的、独树一帜的论断 :尹阝些由心胸狭窄的利益集

团充斥的社会 ,将 因诸如战争和革命的摧毁而在

经济增长方面获益匪浅[3]。

在以中国科技史为背景、以回答科技革命和

产业革命为什么不在中国而在西方发生这一问题

为目的的研究中,李 约瑟首先对那些坚持地理决

定论和人种决定论者无视社会对科学的影响、并

对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归结为自发性和偶然性的作

法进行了指责 ,指 出现代科学所以只在欧洲取得

突破 ,其原因在于文艺复兴时期遍及欧洲的特定

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即欧洲的贵族封建主义及

伴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而来的商业资本主义和

后来的工业资本主义。当时中国是不具备这些条

件的,或者说中国有着种种阻碍机制 ,如 与富商的

价值原则格格不人的文官体制观念、中国人对以

道义力量表现的暴力的信奉和
“
村民一君主

”
社

会的不干预主义等。总之 ,是 社会结构在科技革

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西方世界的兴起和东方世

界的相对衰落便由此开始了[4]。

《大国的兴衰》(1988)的 作者 ,美 国历史学家

保罗 ·肯尼迪认为 ,正 是经济的自由放任、政治和

军事的多元化、学术自由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创造

出了
“
欧洲奇迹

”
[5](35页 )。 D· 诺斯和 R· 托

马斯的名著《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年 )指 出。

18世纪以后西欧之所以首先出现经济迅速发展、

人均收入迅速增长的局面 ,是 由于这些国家具有

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保障个人财产安全的法律

体系 ,而这种比较完善的经济组织又是中世纪以

来将近一千年间长期演变的结果。其中,荷兰和

英国较之西欧其他国家表现得更为优异 ,其原因

乃是
“
这里的人享有其他国家所享受不到的民主

自由权利 ,工商业者要比西班牙、法国和欧洲其他

地方更能抗拒当地政治、宗教或城市行会势力的

压迫、垄断和横征暴敛 ,因 而身家财产比较有保

障,也能比较自由地经营企业 ,使这里的私人收益

率较高 ,与社会收益率比较接近
”
[6](1页 )。

以研究技术发展史闻名的美国经济学家 N·

罗森堡和 L· 小伯泽尔的著作《西方致富之路
——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演变》(1988),就 科学技

术本身而论 ,直到 15世纪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都显

然高于西欧 ,但西方国家正是从那时开始后来居

上 ,在经济上大大超过东方国家 ,原因是西欧在中

世纪中后期建立了一种有利于不断创新的社会机

制 ,他们把这种机制叫做成长体制。针对过去人

们把 19世纪初的产业革命和市场制度的确立本

身看作自然演进的结果的说法 ,罗 森堡和小伯泽

尔指出:产业革命之所以发生 ,正是以这种增长体

制的存在作为基础的。这种增长体制在中世纪中

后期的商业革命中逐渐形成起来 ,例 如复式簿记

是 13世纪发明的,公 司制度是 17世纪初出现的 ,

荷兰和英格兰有效的产权制度在 18世纪已经发

展成熟 ,而能使资源配置决策权和革新决策权分

散化并使成功的技术革新能获得足够报偿的市场

制度在产业革命以前已经发育得比较完全 ,如 此

等等。罗森堡和小伯泽尔在书中说 ,正 如马克思

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的那样 ,市 场的发育是推

动产业革命发生的最重要的因素 ,产 业革命其实

是中世纪后期商业革命的直接后果。

从表面上看 ,奥尔森、李约瑟、肯尼迪、诺思和

罗森堡关心的领域似乎天差地远 ,但深究之后 ,我

们便可以发现他们理论中的同构性 ,即 制度对人

的刺激与约束 ,从 而对人的目标和行为产生了重

大影响。而正是人们对资本积累、技术创新的态

度直接决定了经济增长。至于政府 ,其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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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恐怕仅在于它作为制度的监督人和维护者

的身份 ,尽管在许多场合 ,它同企业一样可以自行

创立制度和实行制度创新 ,但这类行为又必须是

在政府所维护的制度所允许的范围之内。

然而 ,在我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对上述问题

认识不清 ,重视不够。这与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有

关。中国知识分子和领导人熟知
“
生产力决定生

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
的历史唯物主

义原理。许多人接受斯大林对这-原理所作的解

释 ,以 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

设这两对矛盾中,只 有生产力才是
“
最活跃、最革

命的因素
”
,生 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则被动地适应

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既然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

才是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本原性的东西 ,

要发展经济 ,促进生产力的进步 ,需要做的主要工

作当然就是发展生产力本身了。正是在这样的认

识基础上 ,几十年来中国多次赶超世界经济先进

水平、促进科技进步、发展新兴产业、发展高新技

术产业等运动 ,都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制定经济

发展计划、科学技术研究规划上 ,投更多的人力物

力到开发新技术和组织新产品试制生产上 ,而没

有在创造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本的潜力、有利于创

新的制度上下功夫。当出现了经济发展偏离预期

目标、科研成果向生产转移的速度过慢、企业缺乏

技术创新的积极性等老大难问题时,也不从企业

制度、激励机制等方面着眼去解决体制和政策问

题 ,而是希图通过
“
加强宏观调控

”
、
“
提高创新意

识
”
、
“
做好科研规划

”
、
“
加强技术进步指标考核

”

等措施直接干预 ,以 加快经济发展和技术开发的

进程 ,结果往往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对于如今的西部大开发 ,有人就认为 ,只要增

加足够的投资、大力开发人力资源、走资源开发与

环境保护相结合的道路 ,西部经济就能实现腾飞。

但是 ,事实表明 ,投资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

并非充分条件 ;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也并非

水到渠成的关系。原因很简单 ,无 论是增加投资

或者开发人力资源 ,在 不同的制度安排下都会产

生不同的绩效。在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下 ,无论增

加物质资本投资还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都只会带

来资源的误用、浪费和闲置。经济绩效与经济行

为、资本、技术都有密切关系。经济行为与制度安

排密切相关 ,也深受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影响。因

此 :西部开发不应照搬发展东部经济所采取的政

策 ,因 为许多的制度条件发生了改变。西部开发

应重视制度的创新 ,建立一套利益激励机制 ,以 经

济利益来激励人们开发西部。

'美国新制度经济派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 ·诺

思在其所著《制度、制度变革与经济绩效》(1990)

第一章开宗明义地指出 :“ 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

一些游戏规则 ;或者 ,更正式地说 ,制 度是人类设

计出来调节人类相互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
”
[7]

(15-16页 )康芒斯认为制度是集体行动对个体行

动的控制。斯考特尔认为 ,社会制度指的是社会

的全体成员都赞同的社会行为中带有某种规则性

的东西 ,这种规则具体表现在各种特定的往复发

生的情境之中,并且能够 自行实行或由某种外在

杈威施行。郝奇森等把制度定义为通过传统、习

惯或法律约束的作用力来创造出持久的、规范化

行为类型的社会组织。这些定义 ,都是根据不同

作者在研究不同的问题或问题的不同侧面时所作

出的对制度的理解 ,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制度的内涵。我国著名经济学者樊纲对制度所下

的定义是比较全面的。樊纲认为 :“ 所谓制度 ,是

由当时在社会上通行或被社会所采纳的习惯、道

德、戒律、法律(包括宪法和各种具体法规 )、 规章

(包括政府制定的条例)等构成的一组约束个人

社会行为 ,因 而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规

则。
”
[7](13页 )从 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制 度提供

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制度、国家规

定的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所构成。这三个部分就

是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价

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

等因素 ,其 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正式制度

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

的规则构成一种等级结构 ,从宪法到‘
各部门法 ,到

特殊的细则 ,最后到个别契约 ,它们共同约束着人

们的行为。

任何一种社会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都离不开

相应的社会制度的支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

点 ,人类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 ,都是在一定的

社会经济关系下进行的 ,人类从事生产劳动 ,一方

面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发生物质变换 ,由 此形成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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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技术方式 ;另 -方面 ,在人与人之间也要发生

联系与关系 ,在劳动过程中,人们要以一定的社会

形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 ,由 此

形成劳动的社会方式。不仅如此 ,马 克思主义还

强调 ,社会经济关系 ,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

系,是人类进行ˉ定社会生产的前提与基础。对

此 ,马克思曾指出:他们 (指人们—— 引者注)如

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

活动 ,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 ,人们便发

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 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

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 ,才

会有生产 ,不仅如此 ,马克思主义还认为 ,一定的

社会经济制度是与一定水平的生产力相适应的。

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

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一种社会经济的增长与

发展 ,之所以离不开相应制度的支持 ,这是困为任

何经济的运行都会因信息的不完备、人的机会主

义或败德行为等原因而出现外部性彤响因紊 ,即

出现私人成本 (或 收益 )与社会成本 (或 收益)不

一致 ,由 此会限制、削弱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

以及增进知识与积累资本的努力 ,进 而将要制约

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为此 ,一个社会要发展社

会生产力 ,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客观上需要一套激

励制度来约束、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 ,以实现稀缺

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经济效率的提高。制度之所以

能够为社会经济的有效运行产生激励 ,这是与制

度的功能分不开的。有效的制度能降低交易成

本 ,能为经济提供某种服务。有效的制度能够促

使个人收益率接近于社会收益率 ,由 此可以促使

个人不断努力、不断创新。制度为人们从事社会

经济活动提供一个行为框架。

所谓制度创新也就是制度变迁 ,是指一种效

率更高的制度(即所谓
“
目标模式

”
)对另一种制

度(即 所谓
“
起点模式

”
)的 替代过程。根据诺思

制度变迁理论 ,制 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主体期

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所谓
“
潜在利润

”
就是

“
外部利润

”
,是一种在已有的制度安排结构中主

体无法获取的利润。通俗地讲 ,主体现在在 A制

度中是无法获取这种利润的,除非把 A制度变为

B制度 ,因 为这种利润存在于 B制度之中。只要

这种外部利润存在 ,就表明社会资源的配置还没

有达到帕累托有效状态 ,从而可以进行拍乐托改

进 ,即 在不损害其他任何人利益的前提下 ,至少还

可以使一个人的处境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使社会

净收益增加 ,因 此 ,帕 累托改进实质上是指现有贡

源的配置还有改进的余地或潜力。由于外部利润

不能在既有的制度结构中获取 ,因 此 ,要实现帕累

托改进 ,要获取外部利润 ,就必须进行制度的再安

排即制度创新 ,或者使 A制度变为 B制度。这种

新的制度安排的目的就在于使显露在现存的制度

安排结构外面的利润内部化 ,以 求达到帕累托最

佳状态。

西部地区生产力落后 ,资源闲置非常严重 ,通

过制度创新必然能获取巨大的
“
潜在利润

”
,实现

帕累托改进。在制度创新过程中,不能走东部开

发之路。我国开发东部经济始于计划体制之下 ,

一些政策的倾斜可以很快激励人们的经济行为并

产生显著绩效。而现在的西部经济开发 ,始于市

场经济条件 ,某些政策的倾斜将破坏竞争规则 ,只

会导致受益者进一步强化和争取新的政策倾斜、

受损者的积极性受到挫伤。所以在进行制度的创

新过程中,所有的政策、制度等都必须遵从市场规

律才可能不对经济的长期增长造成伤害。营如以

投资而言 ,试图以单纯依靠政府投资的旧机制来

发展西部经济是不可能的;试图以行政干预使东

部对西部采取“兄弟
”
感情式挟助而投资于西部

也是有害的,与 其动之以情不如诱之以利。真正

有效率的对策,是建立一种充分利用外来投资者

H利动机的新机制 ,把投资者们吸引到西部经济

发展中来。这个机制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因此 ,

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的制度创新 ,主要内容就是要

重视市场经济制度的作用 ,运用市场经济制度来

促进西部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所渭市场经济就是

通过商品交换实现分散决策的经济制度。从表面

上看 ,商品交易就是人们相互交换其商品,因 而只

是一种物与物的关系。但是 ,透过商品交换的现

象 ,我们可以看到 :人们相互交换的最本质的东西

集中体现了人与人关系的权利 ,所 以商品交换本

质上是一种权利的相互让渡 ,是财产权的相互交

易。比如 ,张三用一头羊与李四的一米布交换 ,

从表面上看是羊与布的交换 ,实际上是张三放弃

对羊的权利换取对布的权利 ,同样 ,李 四放弃对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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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换取对羊的权利。商品交换的实质就是交

换双方相互放弃一定的财产权利同时换取另一财

产权利。康芒斯在他的《制度经济学》(19s4)-

书中就对
“
市场交易

”
与

“
商品交换

”
作了明确的

区别。他写道 :“ 交易⋯⋯不是实际
‘
交货

’
那种

意义的
‘
物品的交换

’
,它们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对

物质的东西的未来所有权的让与与取得。
”
[8]

(Ⅱ 页)现代产杈经济学的著名代表人物登姆塞茨

指出 :“ 当一种交易在市场中议定时,就发生了两

束权利的交换。权利束常常附着在一种有形的物

品或服务中,但是 ,正是权利的价值决定了所交换

的物品的价值。⋯⋯在其他情况不变时,任何物

品的交换价值都取决于交易中所包含的产权

束。
”
[91(6I-70页 )所以,阿尔钦就认为 :“ 在本质

上 ,经济学是对稀缺资源产杈的研究。一个社会

中的稀缺资源的配置就是对使用资源权利的安

排。⋯∴经济学的问题 ,或价格如何决定的问题 ,

实质上是产权应如何界定与交换以及应采取怎样

的形式的问题。
”
[10](109-1zB页 )

既然市场经济是通过商品交换实现分散决策

的经济制度 ,商品交换的实质是财产权的交换 ,是

权利的相互让渡 ,为 了保证交易的成功 ,首先就要

明确产权 ,建立起合理的产杈制度。根据科斯定

理 ,在 交易费用大于零的世界里 ,不 同的权利界

定 ,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也就是说 ,由 于

交易是有成本的,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 ,交易成本

不同,从而对资源配置的效率有不同影响。所以 ,

为了优化资源配置 ,社会对产权的初始安排和重

新安排的选择是重要的。其次 ,在 明晰产权的基

础上 ,还必须有效保护产权。若是财产权得不到

承认和保护 ,若是公民通过辛勤劳动所创造的财

富不断被他人强占或被政府强制充公 ,那么 ,他就

不可能有极大的热忱去创造财富,社 会财富的总

量就只会有减无增。人们只有在有权正当占有劳

动成果时 ,才会放手创造财富 ,这就要求政府公开

承诺对财产权的保护。对财产权的剥夺封闭了市

场 ,保护了特权 ,偏袒了懒惰 ,禁锢了创造力 ,从而

带来了普遍的贫困和落后 ,使 富国变穷 ,穷 国更

穷。在这方面 ,中 国人吃过的苦头可谓不少 ,中华

文明也因此长期停滞不前。总之 ,民 富国强的最

有效的法宝就是保护财产权。致穷的最便利的办

法是不承认任何属于私人的东西 ,而致富的最快

捷的途径就是为民间的财产提供最充分的法律保

护。财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 ,没有人的财产权 ,

就没有市场经济。

依据市场交换的实质以及由其产生的基本要

求 ,在西部大开发中,重视市场经济制度作用也就

意味着产权制度的改革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要

求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加快股份制改造使产杈明

晰 ,更要加快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因为非国有经

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非国有

经济 ,以其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机制灵

活的特点 ,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没有非国有经

济的发展 ,就谈不上市场制度的作用。为此 ,我们

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充分认识到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 ,就是促进社会主义事业 ,就是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要采取各种措施充分保

护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 ,一方面应尽快

建立和完善民营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些立法 ,明

确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为 民营经济今后的发展

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 ;另 -方面应坚决取消各种

变相的侵害投资利益的行为 ,如各种不必要的检

查、强行摊派等 ,只要投资者依法经营、依法纳税 ,

任何政府部门都不应干涉企业活动 ,侵害经营者

的利益。除此之外 ,还应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 ,切实解决非公有制经济的

国民待遇问题 ,消 除对民营经济的不合理的准人

限制 ,加强对非公有经济的金融支持。

重视市场经济制度作用也意味着在开发西部

的进程中,政府只是决策者 ,绝非最主要的参与

者。长期以来 ,西部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

府在进行建设 ,从而导致了一些不良后果。首先

是经济效率不佳、西部政府对资源过度占用和浪

费 ,虽 然国家有向西部进行收入转移的政策 ,但不

足以弥补那些占用和浪费 ;其次是养成了西部人

的情性 ,缺乏市场竞争精神和创业精神。如果在

西部大开发中,以 政府为主要参与者 ,只会继续造

成经济效率难以提高。只有当众多的企业和投资

者以及千百万西部人民在利益驱动下成为西部开

发的最主要的参与者 ,西部经济才可能得到显著

发展。以增加投资的政策而言 ,我 们应该采取的

措施显然应该是通过透明的经济政策建立起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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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要求的稳定经济制度 ,以广泛吸引国际、

国内投资和民间资本 ,而不是进行大量的政府直

接投资。当然这里涉及一个投资的硬件环境问

题 ,比如基础设施太差。这也可以通过市场机制

来加以解决 ,政府没有必要把基础设施建设全部

揽给自己,基础设施也可以民营 ,从而吸引资本来

进行建设。但是 ,直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前往西

部的投资者并不踊跃 ,很大程度上国家仍然充当

了最重要的投资主体 ,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它

会强化政府在西部经济中的角色 ,对经济的长期

成长带来不良影响。对于西部开发 ,政府给出合

理的政策远比给更多的钱更重要 ,建立起有效的

市场制度比修建更多的公路、桥梁、机场等更能保

证经济的长期增长。

在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过程中,还必须加强

文化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创新。成功的文化和意

识形态能有效地克服搭便车的问题 ,减 少执行法

律的费用以及其他制度性的费用。一致的文化和

意识形态会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 ,提高资源配置 ,

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有时甚至可以使生产难

以成功进行。我们不难理解 ,为 什么在地球的有

些地方不同肤色、种族和宗教信仰的人们在一起

工作根本不可能。所以,不 同的群体会在长期的

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与其文化相适应的经济行为

特点和经济绩效。如上所述 ,西部人长期以来形

成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缺乏竞争精神和风险意

识 ,也缺乏创造性。这些特点形成的因素是多种

多样的,比如长期享受政府转移支付形成的
“
等、

靠、妾
”
的惰性 ,收人低下导致的对投资风险的经

济和心理承受能力缺乏等 ;国 有企业的体制陈腐

而形成以滥为滥的制度锁定等等。任何一个经济

迅速腾飞的国家和地区,无不以人们努力工作形

成的生产高效为前提。日本、韩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中国沿海诸省都是如此。而努力工作的程度

在很大程度上与人民的精神素质相关。我们不得

不承认 ,东部人的精神素质与西部人的精神素质

存在巨大差距。西部大开发的过程 ,也是培养和

提升西部人精神素质的一个过程。精神培养过

程 ,实际上就是用制度来激励人们产生相应的行

为从而长期逐渐形成这种精神的过程。而最能使

人们的行为变得对经济效率有更良好影响的制度

就是各自都受利益驱动的市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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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devolopment of West Chin卩 ’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systom innoψ ation and establish an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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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entive systern to encourage people’ s economiC behavior。  For this purpose, we should emphasize the

functions of Ⅱnarket economy system, accelerate the prope芷 y right refo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mand

of:narket economy, preven1 the eXpansion of!he govemment apparatuo, cultivate and pmm° te westem

humanism, and establish a reasonable disposal system of human resources。

Key words:systen1innovation; great development of 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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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札记

《诗经》
“
息鳖鲜鱼

”
解

《诗 ·大雅 ·韩奕》:“ 其骰维何 ,焦鳖鲜鱼。
”
其中

“
鲜

”
字毛传无注,郑笺云 :“ 鲜,鱼 中脍者也。

”
段

玉裁的《诗经小学》在
“
焦鳖鲜鱼

”
条说 :“ 《说文》:‘ 鲜,鱼名。"鲜 ,新鱼精也。

’”
按 :郑玄与段玉裁之说

皆非 ,“ 鲜
”
字乃

“
解

”
字之形误,当为

“
杀

”
意。由于

“
解

”
字与

“
鲜

”
字篆文或俗写形体皆相近,因而造成

形近而误。
“
解

”
字在古籍中常因形近而被误写为

“
鲜

”
字 ,令 词义晦涩 ,学者须用

“
解

”
字义解之 ,方能使方章

怡然理顺。古籍中二字有不少因形近而误的例子。

《诗 ·曹风 ·蜉蝣》:“ 蜉蝣掘阅,麻衣如雪。
”
而孔疏云 :“ 蜉蝣之虫 ,初掘地雨出皆鲜阅。、·∵·定本

云 :‘ 掘地解阅
’
,谓开解而容阅。义亦通也。

”
其

“
鲜阅

”
一词令人费解 ,其实

“
鲜

”
字乃

“
解

”
字形近而误。

“
鲜阅

”
即
“
解阅

”
、
“
容阅

”
,与

“
掘阅

”
同义,均为

“
松懈安乐

”
之义。故阮元《校勘记》云ε

“
鲜当作解。

”

《墨子 ·节葬下》:“ 昔者越之东 ,有核沐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
”
而《列子 ·汤

问冫云 :“ 越之东,有辄木之国,其长子生,则鲜而食之,谓之宜弟。”殷敬顺《释文》云 :“ 杜预注曰《左传》

云 :· 人不以寿死曰鲜。
’
谓少长。

”
大谬。

〈吕氏春秋 ·季夏》云 :“ 季夏行春令 ,则谷实解落。
”
而《札记 ·月令》云 :“ 季夏行春令 ,则 谷实鲜

落。
”“

鲜
”
字亦

“
解

”
字之误。《淮南子、时则》、《逸周书 ·时训》均作

“
解

”
,可为佐证。

《淮南子 ·齐俗》云 :“ 贫人冬则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炀灶口。
”
高注曰:“ 解札,裘败解也。

”
即

指衣服破烂 ,稀松不暖和。而《太平御览》卷四八五云 :“ 《淮南子》曰:‘ 贫人冬则羊裘鲜札,短褐不掩

形,而炀灶口焉。
”“

鲜
”
字亦

“
解

”
字之误。(杨 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