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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通向强盛之路

回到国内，被朋友问得最多的问题大概是：国内问题那

么多，你为啥不留在国外？写文章、博客多了，有时也会被

批评者质问：既然德国那么好，你干吗要回来？

无论是对好朋友还是批评者，我的回答都会出乎他们的

意料：“德国太安静了，我喜欢闹点的地方，中国这样的

‘闹’能让人找到归属感。”仔细想来，这种归属感应该有

相当多爱国的成分。是的，我不掩饰自己爱这个国家，尽管

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

谈到爱国的话题，免不了经常会引起争论，有人说：

“爱国是无条件的，国家如同父母，哪怕经常被打骂，我也

依然爱他们。”也有人认为，如果国家不爱我，我为何要爱

国？前一种观点有待商榷，因为国家毕竟不是父母。而后一

种观点就稍微有些偏激了，无论如何，国还是要爱的，因为

这里是你我共有的家园。

爱国的方向是想方设法让它走向强盛，这点应该不会有

较大的分歧。习近平主席所讲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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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也是这个意思。

然而，爱国的方式就多种多样了。农民辛勤耕耘，工人

开动机器，教师讲课传授知识，这都是为国做贡献，他们也

在用自己的方式爱国。

有一种爱国的方式则比较独特，这就是批评。但是，这

种爱国的方式比较危险，搞不好会被视为卖国贼，因为有人

不能容忍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对国家提出批评。但是，讳疾忌

医不是爱国，恰恰相反，批评对国家更为有益。当然，在国

外开立账户，偷偷把财产转移到国外、为了一己私利把危险

食品引进中国、砸本国同胞购买的外国车或国内生产的外国

品牌汽车，更不是爱国，因为这样只会减少本国的财富，祸

害同胞、产生“亲痛仇快”的效果。

批评是容易的，但管理、建设国家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这点我深有体会：即使在国家最小的单位——家庭，像我

这样拥有相当权威的人，往往有些事情都不能顺心如意，而在

工作单位就更困难了。有时甚至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都做不下

去，首先你必须尊重上级领导的意图，同时还要考虑其他职能

部门的意见。所以，我对国家的管理者表示相当程度的理解，

就连李克强总理都感慨，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

因此，爱国更好的方式是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为国家发

展出谋划策。有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可以拿出自己的学

识，直接表达自己独特的想法，但对于我这样知识尚不很丰

厚的人来说，只能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尽力把国外先

进的理念介绍到中国。由于我曾长期在德国留学、生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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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介绍德国成了我必然的选择。

经常阅读我文章的读者可能会留意到一个现象：我总是

在说德国这样好，那样有优势。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

问：难道德国就没有缺点吗？我的回答是，德国当然有很多

缺点，但我们离德国差得很远，还没有批评的资格。其次，

我写德国的目的是向其学习，当然要以他人的成功经验为

主。其实，有关德国失败的教训也没少介绍，比如对魏玛共

和国快速终结的分析、希特勒祸害德国的手段、问题的前因

后果等。

为什么德国如此值得我费这么多笔墨来介绍呢？我的回

答是，尽管二战前的德国问题重重，但战后建立的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是成功的典型，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联邦德国成

功的原因很多，但归结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点：

第一，德国制定了一部取得全民最大共识的宪法（即

《基本法》），它是各党派充分协商、相互妥协的结果，同

时吸取了魏玛宪法过于理想化和完美化的教训，以至于实施

起来有相当的难度，容易造成“跳票”的恶果。这部新法尽

可能去照顾现实并结合本国国情，充分考虑政治的可操作

性，甚至只是谦虚地称为《基本法》，而不是叫“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宪法”。正因为《基本法》比较接地气，也为各党

派、团体充分接受，得到全民的尊重，成了一部不折不扣的

宪法。

第二，联邦德国的政治体制较好地避免了魏玛共和国政局

动荡的教训，为此设定了两个“安全阀”，其一是“政党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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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坎”，即任何一个政党在选举中必须达到5%以上的得票率才

能进入议会，这样就圆满地解决了魏玛共和国政党林立、政府

动辄解散的问题。这一点被其他国家所借鉴，成为国家政治稳

定的关键。其二是“建设性不信任投票”。任何一个政党在对

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之前，必须事先与其他党派达成一致，真

正确保拥有充分的多数，否则就不能提出解散政府的议案。这

样做的好处是，原政府垮台后马上能建立一个立即有效运作的

新政府，不至于让政府空悬、政治空转。

第三，德国法律对政府的信息公开、官员的廉洁做出了

近乎苛刻的规定，以至于出现了总理下班只能开自己的私家

车、总理外访夫人不能搭乘专机、市长下班后必须打第二份

工才能养家等“怪事”。当然，并不是所有官员都那么自觉

遵守规定，偶尔也会出现状况，例如德国总统伍尔夫借贷50

万欧元买房，议员质询时否认此事，被发现不诚实后不得不

黯然下台；后来追查到其贪污700欧元，居然被拉到法院审

判。所以，可以用“官不聊生”来形容德国官员的不易。

第四，德国政府的施政总是在法律框架之内。例如，德

国法律规定，德国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主要集中在防止经济

的垄断，鼓励企业自由竞争和创新，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和

个人财富的合理增长。因此，德国政府严格执行《反对限制

竞争法》（也被称为卡特尔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

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做出严厉的处罚，而刺激经济

增长的法理依据则来自于《稳定与增长法》，该法对政府

调控经济的行为做了严格的限制和规范，防止决策者心血

 4



来潮，随意做出决定。在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德国

政府并未随着其他国家起舞，慌慌张张地投入大量资金去拉

动经济，而是严格控制调控的力度，把握好调控的节奏。在

2009～2010年期间，实际投入的资金仅为800亿欧元，而同时期

美国财政投入的资金为5770亿欧元（7850亿美元），中国则为

4300亿欧元（40000亿元人民币），其他欧盟小国投入的财政资

金与其国力相比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结果是，美元贬值、中

国物价快速上涨、欧盟小国政府陷入债务危机。

第五，德国采取了适合本国国情的联邦制，明确划分联

邦、州和地方（市镇）三级政府的权限，使各级政府各司其

职，合理地考虑到各地发展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从而真正做

到因地制宜，充分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在德国看来，任何

一刀切的政策都有失偏颇，既不合理也不科学。

第六，德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德国企业强大的竞

争力有关。德国经济的主要支柱是中小企业，而这些企业主

要以制造和精细加工为主，它们并不赶潮流，也不想把企业

做得有多大，而是在自己的领域深耕细作，默默地进行技术

创新、完善产品，提升产品质量和美誉度，做到“人无我

有，人有我优”，从而形成了一批富有竞争力的百年老店和

“隐形冠军”。在这个多变的时代，德国企业始终保持不变

的风格，因此很少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即使在世界范围内

经济动荡、欧元区国家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德国依然保持经

济活力，形成了一枝独秀的良好局面。

第七，企业的成功离不开教育。德国教育不是灌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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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更多是引导和启发。从幼儿园到大学，莫不如此。因

此德国学生养成了主动思考的习惯，为后来的科研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所以德国人获得诺贝尔奖简直如探囊取物一般容

易。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9年，德国共有一百多人获得

诺贝尔奖。如果把移民美国、加拿大的德裔算上，获奖人数

突破了200人大关。其中哥廷根大学44人、洪堡大学29人、

维尔茨堡大学14人（包括5位短期研究学者）、海德堡大学10

人、弗莱堡大学9人、图宾根大学7人、莱比锡大学6人，此外

还有其他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未列入统计。

德国的成功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在此无法一一列举。但由

此也能看出，德国民富国强并非偶然。个人认为，通向国家强

盛的道路很多，但德国的成功经验尤其值得借鉴和参考。

这正是此书出版的目的。

杨佩昌

2013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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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幸福的根基
——国强更要民富

全世界有四类国家：第一类，民富国强。这是人们所致力追求

的，以德国等欧洲国家为代表；第二类，国强民弱。或者说政

府强大富裕，但老百姓兜里没钱，这以前苏联和一些新兴国家

为代表；第三类，国弱民穷，以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为代

表；第四类，民富国穷，典型的藏富于民，最具代表性的是美

国，老百姓很富，但政府很穷，不得不向其他国家借债。



 002
幸福离
我们有
多远

幸福的国度
——国强同时民富

全世界四类国家

第一类是民富国强的国家，即老百姓普遍富裕，国家也

强大，政府开支基本上足够，还有点余钱去帮助穷国，这以

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北欧等为代表。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18世纪曾问道：“国家是先以

民众贫困作代价而使自己变富呢？还是让国民先富起来再

实现自己的富裕？”结论是：“只有个人的富裕才能很快

推动国家的富强。”民富国强的国家以自己的经验告诉我

们，多数老百姓的富裕，是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所追求的

目标，也是国家发展的保证和民族昌盛的基础。经济学家

郎咸平列出过一个数据：世界各国的人均工资，第一名是

德国，每小时30美金。在以德国为代表的民富国强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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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提供更多更好的如教育、医疗、养

老等社会服务，经济发展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让

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第二类为民不富而政府财力雄厚的国家，在这样的国

度，政府的收入不仅仅是税收，还有自己的企业、自己的投

资，政府不仅是裁判员，而且还是球员。政府一掷千金而老

百姓生活千差万别，少数人已经过上了发达国家的富裕生

活，而大多数人才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甚至有的还在贫困线

上挣扎，这以前苏联和个别新兴发展中国家为代表。

众所周知，前苏联曾是个超级强国，实力仅次于美国，

但最后还是解体了，它的教训之一就是国家强大但人民不富

裕。小时候看前苏联影片《列宁在1918》，对其中的一幕印

象深刻：战争期间，物资短缺，列宁的警卫员瓦西里与妻子

互让一只面包，并坚定地告诉妻子：“面包会有的，牛奶会

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是当时在困难时期人民坚定不移

的信念。在十月革命后，战争和饥荒严重威胁着新生的苏维

埃政权，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创业，为实现共同理想而艰苦奋

斗，奔向新的生活。而在半个世纪后，前苏联的特权阶层逐

步形成。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子女能读最好的大

学，找好的工作，在权力岗位就职。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

特权现象愈加明显。特权阶层职务越高，特权越大，享有的

种种物质待遇同普通群众之间的反差也越大。由于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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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加大以及社会发展无法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

活的需要，因而失去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俄罗斯第

一任总统叶利钦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就说过：“我们不应该忘

记，前苏联发展到最后，民众的生活已经非常困难，不仅是

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

第三类则是民穷国弱，老百姓没有钱，政府也阔气不到

哪里去，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只好经常出访化缘，特别是到

国强民弱的国家去，保准满载而归，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世界

上谁是真正的阔少爷。如果到真正的发达国家去乞讨，多半

会附加无数的条件，例如：援助的款项必须用于人民，必须

透明等，因此他们没有太大的兴趣和动力去发达国家索要援

助，反而到国强民弱的国家去最合适，因为他们得来的钱

可以中饱私囊而无人监督。这以一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为

代表。

第四类为民富国穷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财富掌握

在人民的手里，而政府的开支可以用捉襟见肘来形容，他们

甚至既欠内债，又欠外债，当官没有任何油水可揩，他们没

有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款旅游、公款用车，这以美国为

代表。别看美国如此富裕强大，但民间资本远远多于政府财

政收入，政府真的是一只纸老虎，在人民面前只能低三下

四，而且腰包瘪瘪，经常借债过日子，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债

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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