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问题专题研究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及战后
经济政策变迁刍议

胡　 琨

　 　 内容提要:在各种因素作用下ꎬ一种注重社会的特殊类型市场经济ꎬ即“根据市场经

济规则运行ꎬ但辅以与市场规律相适应的社会政策ꎬ来有意识地将社会目标纳入”的经济

制度－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于二战后在联邦德国确立ꎮ 这一理念的核心是竞争秩序ꎮ 但

是ꎬ作为一种实用的经济政策理念ꎬ社会市场经济并不是既定和一成不变的ꎬ须在经济理

性与社会关怀相结合的原则下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相适应ꎬ成为一个各种社会目标

“共容”、不断演化和开放的经济社会秩序ꎮ 因此ꎬ这一模式的经济政策实践从一开始就

处于各种力量博弈的极大张力之下ꎬ在不同历史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甚至异化的表现形

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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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危机爆发以来ꎬ德国①经济逆势增长ꎬ“一枝独秀”ꎻ其优异表现令人刮目相

看ꎬ因为该国数年前还苦苦地挣扎在经济衰退的边缘ꎬ并被冠之以“欧洲病夫” (Ｔｈｅ

Ｓｉｃｋ Ｍａ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的称号ꎮ② 德国经济的兴衰轮回ꎬ并不是偶然所致ꎬ而是与其以

“竞争秩序”为核心的社会市场经济(Ｓｏｚｉａｌｅ Ｍａｒｋｔ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模式的实践有着千丝万缕

的关联ꎮ 何谓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为何此模式下德国二战后各个时期的经济政策却

表现各异? 这一模式与德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关系是什么? 理清这些问题ꎬ无疑有

助于我们理解德国经济的现状与未来走向ꎮ

①

②

本文讨论对象为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ꎬ若无特殊说明ꎬ德国均指代联邦德国ꎬ也包括 １９４５－
１９４９ 年之间的西占区(Ｗｅｓｔｚｏｎｅ)ꎮ

“Ｔｈｅ Ｓｉｃｋ Ｍ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ꎬ ３ Ｊｕｎｅ １９９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ｃｏｍ / ｎｏｄｅ / ２０９５５９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Ｎｏ￣
ｖｅｍｂｅｒ ２５ꎬ ２０１３.



一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之确立

二战结束时的德国ꎬ满目疮痍、前途未卜ꎬ选择何种经济制度以尽快在废墟之上建

立起一个自由、民主和繁荣的国家ꎬ成为德国民众迫切思考的问题ꎮ 一方面ꎬ德国在两

次大战之间施行的“市场经济”政策ꎬ留下更多的是恶性通胀、世界经济危机、大萧条

等痛苦回忆ꎬ让德国民众难以对市场经济产生好感ꎬ认为它并“不社会”(ｕｎｓｏｚｉａｌ)ꎻ而

另一方面ꎬ纳粹政权创造就业计划(Ａｒｂｅｉｔｓｂｅｓｃｈａｆｆｕｎｇ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的成功和计划体制

下苏联经济连续 ２０ 年的突飞猛进ꎬ使得很大一部分习惯于配给制的德国民众相信ꎬ在

当时情况下ꎬ只有施行“统制经济”(Ｌｅｎｋｕｎｇｓ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ꎬ才能迅速克服贫困与短缺ꎬ实

现经济复兴和公平分配ꎮ 他们宁愿信任“富有远见”的经济官员ꎬ也不愿受市场那只

“看不见的手”摆布ꎮ① 在此背景下ꎬ战后德国成为中央统制和计划经济思想的温床ꎬ

社会民主党和各地基督教民主党或多或少地都受到这一时代精神的影响ꎮ②

然而ꎬ１９４７ 年 ３ 月ꎬ随着杜鲁门主义(Ｔｒｕｍａｎ Ｄｏｋｔｒｉｎ)出台、冷战爆发ꎬ美国开始

按照西方模式重建德国ꎮ③ 同年 ５ 月 ２９ 日ꎬ双占区军事当局签署“关于重构双占区经

济管理的协议”(Ａｂｋｏｍｍｅｎ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Ｎｅｕｇｅｓｔａｌｔｕｎｇ ｄｅｒ ｂｉｚｏｎａｌｅｎ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ꎬ

设立“联合经济区④经济委员会”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ｒａｔ ｆüｒ ｄａｓ ｖｅｒｅｉｎｉｇｔｅ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ｇｅｂｉｅｔ)和

管理委员会(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ｓｒａｔ)ꎮ 尽管社民党优势明显ꎬ但在美国支持下ꎬ基民盟 /基社盟

(后文简称“联盟党”)在争夺管理委员会中专门负责经济政策事务的经济管理署

(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 ｆüｒ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主任一职中胜出ꎬ⑤社民党为表示抗议ꎬ拒绝担任管理委员

会中的任何领导职务ꎬ此举严重削弱了其对未来经济政策走向的影响力ꎮ⑥ １９４８ 年 ３

月 ２ 日ꎬ秉承自由市场理念的无党派人士路德维希艾哈德(Ｌｕｄｗｉｇ Ｅｒｈａｒｄ)被选为经

济管理署主任ꎬ在“社会市场经济”口号下对当时施行的统制经济体制进行改革ꎮ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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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ｕｒｔ－Ｓｃｈｕｍａｃｈｅｒ－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ｚｅｎｔｒｕｍ ｄｅｒ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ｂｅｒｔ－Ｓｔｉｆｔｕｎｇ ｉｎ Ｂａｄ Ｍüｎｓｔｅｒｅｉｆｅｌ ｖｏｍ ６. ｂｉｓ ８. Ｍäｒｚ １９８７ꎬ Ｂｏｎｎꎬ
１９８８ꎬ Ｓ. ６５－６７.

即双占区的别称ꎮ
首任主任为基社盟党人约翰纳斯塞姆勒尔(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Ｓｅｍｌｅｒ)ꎮ
Ｇｅｏｒｇ Ｆüｌｂｅｒｔｈꎬ Ｌｅｉｔｆａｄｅｎ ｄｕｒｃｈ ｄｉｅ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ｋꎬ Ｋöｌｎ: Ｐａｈｌ－Ｒｕｇｅｎｓｔｅｉｎꎬ １９８３ꎬ Ｓ. １３.



着改革效果的显现ꎬ社会市场经济理念为联盟党所拥护ꎬ并被写入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

的“杜塞尔多夫指导原则”(Ｄüｓｓｅｌｄｏｒｆｅｒ Ｌｅｉｔｓäｔｚｅ)ꎬ①成为其经济政策的准则ꎮ 二战后

联盟党的长期执政与经济繁荣ꎬ使社会市场经济理念在德国渐渐深入人心ꎮ １９５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ꎬ社民党也在“哥德斯堡纲领” (Ｇｏｄｅｓｂｅｒｇｅ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中宣布接受这一理

念ꎬ②社会市场经济由此成为德国社会普遍认可的经济模式ꎮ

二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之内涵

“社会市场经济”一词最初见于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玛克(Ａｌｆｒｅｄ Ｍüｌｌｅｒ－Ａｒ￣
ｍａｃｋ) １９４７ 年 出 版 的 « 经 济 统 制 与 市 场 经 济 » (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ｎｋｕｎｇ ｕｎｄ Ｍａｒｋ￣
ｔ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③一书ꎬ这一理念的思想基础是新自由主义(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ｕｓ)ꎮ

(一)社会(学)新自由主义(Ｓｏｚｉ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ｒ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ｕｓ)
新自由主义源于经济自由主义者对自由放任经济(Ｌａｉｓｓｅｚ－ｆａｉｒｅ)和国家干预主义

(Ｓｔａａｔ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ｓｍｕｓ)所导致问题的反思ꎬ最早可追溯至 １９ 世纪下半叶关于社会政

策的讨论ꎮ④ １９３２ 年ꎬ亚历山大吕斯托夫(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Ｒüｓｔｏｗ)在德国“社会政策”年
会上提出“自由干预主义”(ｌｉｂｅｒａｌｅ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ｓｍｕｓ)概念ꎬ被普遍视为新自由主义创

立的标志ꎮ⑤

吕斯托夫不赞同亚当斯密(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式自由主义和自由放任经济ꎬ但是也

反对无序和过多的国家干预ꎬ尤其是计划经济ꎬ而主张在强大国家的支持下建立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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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ｆｒｅｄ Ｍüｌｌｅｒ－Ａｒｍａｃｋꎬ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ｎｋｕｎｇ ｕｎｄ Ｍａｒｋｔ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ꎬ Ｈａｍｂｕｒｇ: Ｖｅｒｌａｇ ｆüｒ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
ｔｉｋꎬ １９４７ꎬ Ｓ. ８８.

相关讨论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就已引起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新”、“旧”自由主义的区别ꎬ并从各个方面进行
了分析和阐述ꎬ如海因里希赫克纳尔(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Ｈｅｒｋｎｅｒ)和雷欧帕德冯韦泽(Ｌｅｏｐｏｌｄ ｖｏｎ Ｗｉｅｓｅ)等ꎬ参见 Ｍ.
Ｊ. Ｂｏｎｎ ｕｎｄ Ｍ. Ｐａｌｙｉ Ｈｒｓｇ.ꎬ Ｄｉｅ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ｎａｃｈ ｄｅｍ Ｋｒｉｅｇｅ (Ｆｅｓｔｇａｂｅ ｆüｒ Ｌｕｊｏ Ｂｒｅｎｔａｎｏ)ꎬ Ｂｄ. １ꎬ Ｍüｎｃｈｅｎ
ｕｎｄ Ｌｅｉｐｚｉｇꎬ １９２５ꎬ Ｓ. １３ ｆｆ ｕ. ３１ ｆｆꎮ

１９３８ 年ꎬ吕斯托夫在巴黎举行的“Ｃｏｌｌｏｑｕｅ Ｗａｌｔｅｒ Ｌｉｐｐｍａｎｎ”上首次正式提出“新自由主义”(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
ｍｕｓ)这一概念ꎬ但从思想内核来说ꎬ在对古典自由主义扬弃基础之上ꎬ新自由主义理念早已在世界范围内生根发
芽ꎮ 最著名的三个重镇分别是:以凯南(Ｃａｎｎａｎ)及其学生为中心的伦敦经济学院ꎬ围绕米塞斯(Ｍｉｓｅｓ)以及稍后
的哈耶克(Ｈａｙｅｋ)等人形成的奥地利学派和以奈特(Ｋｎｉｇｈｔ)及其学生为首的芝加哥学派ꎮ 新自由主义这一概念
的内涵也呈多元化ꎮ １９８０ 年代ꎬ新自由主义更多地与哈耶克、弗里德曼(Ｍ.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等人的理念相联系ꎬ而自
１９９０ 年代以来ꎬ新自由主义则逐渐更多地被理解为 “市场原教旨主义” (Ｍａｒｋｔ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ｕｓ)ꎬ参见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Ｒｅｎｎｅｒꎬ “Ｄｉｅ Ｚｗｅｉ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ｅｎ”ꎬ Ｆｒ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Ｆｒｅｉｈｅｉｔꎬ Ｈ. ２５６ꎬ Ｏｋｔ. / Ｄｅｚ.ꎬ ２０００ꎻ Ｔａｙｌｏｒ Ｃ. Ｂｏａｓ ａｎｄ Ｊｏｒｄａｎ Ｇａｎｓ
－Ｍｏｒｓｅꎬ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Ｎｅｗ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ｏ Ａｎｔｉ－Ｌｉｂｅｒａｌ Ｓｌｏｇａｎ”ꎬ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Ｖｏｌ. ４４ꎬ Ｉｓｓｕｅ ２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９ꎬ ｐ. １５０ꎮ



护一种广泛的、兼顾市场经济和民主的社会秩序(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ｏｒｄｎｕｎｇ)ꎮ 受基督教社

会教义的影响ꎬ“人”被置于这一自由秩序(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ｌｉｃｈｅ Ｏｒｄｎｕｎｇ)的中心ꎬ因此ꎬ不仅要

通过经济政策落实“竞争原则” (Ｗｅｔｔｂｅｗｅｒｂｓｐｒｉｎｚｉｐ)这一市场经济的基本协调机制ꎬ
来实现经济增长、确保物质需求得到满足ꎻ还要实施被其称为“活力政策” (Ｖｉｔａｌｐｏｌｉ￣

ｔｉｋ)的社会政策ꎬ以满足人类更重要的文化、教育、家庭、伦理和宗教等需求ꎬ使其享有

充分自由ꎬ以合乎“人类尊严”的方式存在ꎮ 因此ꎬ在这一秩序中ꎬ经济与社会目标并

重:市场经济不会导致社会目标的必然实现ꎬ只是实现社会目标的工具ꎻ而社会目标虽

是终极关怀ꎬ但却只有市场经济才可为其提供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ꎮ 因此ꎬ全面的社

会政策虽必不可少ꎬ但不应与市场经济有所冲突ꎬ而须遵循绩效原则(Ｌｅｉｓｔｕｎｇｓｐｒｉｎｚ￣
ｉｐ)和辅助性原则(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ｔäｔｓｐｒｉｎｚｉｐ)①ꎬ使之“朝着市场规则方向前进”ꎬ“加快而不

是阻碍市场自然进程”ꎮ② 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威廉勒普克(Ｗｉｌｈｅｌｍ Ｒöｐｋｅ)的相

关表述中ꎮ③ 因吕斯托夫和勒普克的社会秩序理论带有明显的马克斯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所开创的经济文化社会学的痕迹ꎬ故也被称为“社会(学)新自由主义”ꎮ④

(二)弗莱堡学派(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ｅｒ Ｓｃｈｕｌｅ)
与吕斯托夫与勒普克从反思自由放任经济的出发点不同ꎬ以瓦尔特欧肯

(Ｗａｌｔｅｒ Ｅｕｃｋｅｎ)、弗兰兹伯姆(Ｆｒａｎｚ Ｂöｈｍ)及雷欧哈德米克施(Ｌｅｏｎｈａｒｄ Ｍｉｋｓｃｈ)

为首的弗莱堡学派ꎬ更多的是在捍卫市场经济、对抗国家干预的基础上建构新自由主

义理念ꎮ⑤ 出于对市场经济本身即可保障个人自由和提高经济效率的信念ꎬ弗莱堡学

派对国家干预有着极强的警惕意识ꎬ认为国家干预经济过程会从根本上危及经济绩效

和人类尊严ꎻ⑥但同时ꎬ又认为没有规制的市场会危及市场本身ꎬ因此国家须建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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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即社会政策不应损害个体在自我负责的基础上参与市场竞争以改善自身处境的热情和积极性ꎮ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Ｒüｓｔｏｗꎬ “Ｆｒｅｉｅ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ｔａｒｋｅｒ Ｓｔａａｔ. Ｄｉｅ Ｓｔａａ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Ｖｏｒａｕｓｓｅｔｚｕｎｇｅｎ ｄｅｓ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ｕｓ”ꎬ 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 ｄｅｓ Ｖｅｒｅｉｎｓ ｆüｒ 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ꎬ Ｂｄ. １８７ꎬ １９３２ꎬ Ｓ. ６２－６９.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Ｒöｐｋｅꎬ “Ｓｔａａｔ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ｓｍｕｓ”ꎬ Ｈａｎｄｗöｒｔｅｒｂｕｃｈ ｄｅｒ Ｓｔａａ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ꎬ ４. Ａｕｆｌ.ꎬ Ｅｒｇäｎｚｕｎｇｓｂａｎｄꎬ

Ｊｅｎａꎬ １９２９ꎬ Ｓ. １８６ ｆｆꎻ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Ｒöｐｋｅꎬ Ｄｉｅ Ｌｅｈｒｅ ｖｏｎ ｄｅｒ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ꎬ １２. Ａｕｆｌ.ꎬ Ｂｅｒｎ ｕｎｄ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Ｖｅｒｌａｇ Ｐａｕｌ
Ｈａｕｐｔꎬ １９７９ꎬ Ｓ. ３２０ ｆｆ.

Ｗｉｌｇａ Ｆöｓｔｅꎬ Ｇｒｕｎｄｗｅｒｔｅ ｉｎ ｄｅｒ Ｏｒｄｎｕｎｇｓｋｏｎｚｅｐｔｉｏｎ ｄｅｒ Ｓｏｚｉａｌｅｎ Ｍａｒｋｔ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ꎬ Ｍａｒｂｕｒｇ: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Ｖｅｒｌａｇꎬ
２００６ꎬ Ｓ. １４７.

在吕斯托夫提出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同一年(１９３２ 年)ꎬ欧肯也在其论文“国家结构转型和资本主义危机”
(Ｓｔａａｔｌｉｃｈｅ Ｓｔｒｕｋｔｕｒｗ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 ｕｎｄ ｄｉｅ Ｋｒｉｓｉｓ ｄｅ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ｕｓ)中表达了新自由主义的理念ꎬ参见 Ｗａｌｔｅｒ Ｅｕｃｋｅｎꎬ
“Ｓｔａａｔｌｉｃｈｅ Ｓｔｒｕｋｔｕｒｗ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 ｕｎｄ ｄｉｅ Ｋｒｉｓｉｓ ｄｅ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ｕｓ“ꎬ Ｗｅｌｔ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ｓ Ａｒｃｈｉｖꎬ ３６ꎬ １９３２ꎬ Ｓ. ２９７－３２１ꎮ

Ｆｒａｎｚ Ｂöｈｍꎬ “Ｅｉｎｅ Ｋａｍｐｆａｎｓａｇｅ ａｎ Ｏｒｄｎｕｎｇｓｔｈｅｏｒｉｅ ｕｎｄ Ｏｒｄｎｕｎｇｓｐｏｌｉｔｉｋ. Ｚｕ ｅｉｎｅｍ Ａｕｆｓａｔｚ ｉｍ Ｋｙｋｌｏｓ”ꎬ ＯＲ￣
ＤＯꎬ ２４ꎬ １９７３ꎬ Ｓ. ４１－４３ꎻ Ｗａｌｔｅｒ Ｅｕｃｋｅｎꎬ Ｇｒｕｎｄｓäｔｚｅ ｄｅｒ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ｋꎬ ６. Ａｕｆｌ.ꎬ Ｔüｂｉｎｇｅｎ: Ｊ. Ｃ. Ｂ. Ｍｏｈｒ (Ｐａｕｌ
Ｓｉｅｂｅｃｋ)ꎬ １９９０ꎬ Ｓ. ３２９－３３５.



“上帝所要的”、①有运作能力的、合乎理性或人和事物自然本质的经济社会秩序ꎬ②即

所谓“经济的秩序”(Ｏｒｄｎｕｎｇ ｄｅｒ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或“奥尔多秩序”(Ｏｒｄｏ)③ꎬ来保障市场经

济的 有 效 运 行ꎮ 而 建 立 在 绩 效 竞 争 ( Ｌｅｉｓｔｕｎｇｓｗｅｔｔｂｅｗｅｒｂ ) 与 消 费 者 主 权

(Ｋｏｎｓｕｍｅｎｔｅｎｓｏｕｖｅｒäｎｉｔäｔ)基础之上的完全竞争可实现这一目标ꎬ就此而言ꎬ可确保市

场完全竞争的“经济秩序”(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ｏｒｄｎｕｎｇ)④ꎬ即竞争秩序是“经济的秩序”ꎮ⑤

因此ꎬ弗莱堡学派在区分经济秩序和经济过程的基础上ꎬ主张国家应避免直接干

预经济过程(过程政策ꎬＰｒｏｚｅｓｓｐｏｌｉｔｉｋ)ꎬ而须专注于落实竞争秩序这一经济秩序(秩序

政策ꎬＯｒｄｎｕｎｇｓｐｏｌｉｔｉｋ)ꎬ以实现社会财富的增长和个人自由ꎮ⑥ 弗莱堡学派同样关注社

会问题ꎬ也不反对实施必要的社会政策ꎬ但认为社会问题更多的是竞争不完全(尤其

是垄断)所致ꎬ只要确保竞争秩序ꎬ市场经济就可以使得社会问题迎刃而解ꎮ⑦ 就此而

言ꎬ秩序政策本身便被视为最好的社会政策ꎬ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不是实现社会目标

的工具ꎬ而是本身就具有社会性ꎮ

(三)实用主义取向的社会市场经济

虽然与弗莱堡学派相比ꎬ社会(学)新自由主义要求对经济过程进行必要的干预

和实施更广泛的社会政策ꎬ但两者都主张国家负有优先创建与维护一个确保市场完全

竞争的经济社会秩序即竞争秩序的责任ꎬ以实现个人自由与经济绩效ꎬ故被统称为

“秩序自由主义”(Ｏｒｄ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ｕｓ)ꎮ⑧ 然而ꎬ秩序自由主义者坚持市场经济的基本

立场ꎬ要在中央统制与计划经济理念盛行、对市场经济充满疑虑的战后德国得到广泛

认可与接受ꎬ无疑面临巨大挑战ꎮ

在此背景下ꎬ秉承社会(学)新自由主义理念的米勒－阿尔玛克创造性地提出“社

会市场经济”概念ꎬ即“社会”(ｓｏｚｉａｌ)的市场经济ꎮ 米勒－阿尔玛克认为ꎬ就服务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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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Ｗａｌｔｅｒ Ｅｕｃｋｅｎꎬ Ｇｒｕｎｄｓäｔｚｅ ｄｅｒ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ｋꎬ ６. Ａｕｆｌ.ꎬ Ｔüｂｉｎｇｅｎ: Ｊ. Ｃ. Ｂ. Ｍｏｈｒ (Ｐａｕｌ Ｓｉｅｂｅｃｋ)ꎬ １９９０ꎬ Ｓ.
１７６.

Ｗａｌｔｅｒ Ｅｕｃｋｅｎꎬ Ｄｉｅ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öｋｏｎｏｍｉｅꎬ ４. Ａｕｆｌ.ꎬ Ｊｅｎａ: Ｖｅｒｌａｇ ｖｏｎ Ｇｕｓｔａｖ Ｆｉｓｃｈｅｒꎬ １９４４ꎬ Ｓ.
２８８.

所谓“奥尔多”(Ｏｒｄｏ)ꎬ最早可追溯至苏格拉底形而上学的最高象征价值ꎬ而根据基督教教义则是符合
理性或者自然法则的秩序ꎬ因此ꎬ欧肯称之为“自由的、自然的、上帝所愿”的秩序ꎬ是一种规范性的秩序ꎮ

与“经济的秩序”这一规范性秩序相对照ꎬ“经济秩序”指代一种现实存在的事实性秩序ꎮ
Ｆｒａｎｚ Ｂöｈｍꎬ Ｄｉｅ Ｄｅｄｒｏｈｕｎｇ ｄｅｒ Ｆｒｅｉｈｅｉｔ ｄｕｒｃｈ ｐｒｉｖａｔｅ Ö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 Ｍａｃｈｔｅ ｉｎ ｄｅｒ Ｈｅｕｔｉｇｅｎ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ꎬ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ａｓ－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ü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ꎬ Ｋｕｎｓｔ ｕ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ꎬ １８ꎬ １９６３ꎬ Ｓ. ４６.
Ｈａｎｓ－Ｒｕｄｏｌｆ Ｐｅｔｅｒｓꎬ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ｓｐｏｌｉｔｉｋꎬ ３. Ａｕｆｌ.ꎬ Ｏｌｄｅｎｂｏｕｒｇ: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ｔｓｖｅｒｌａｇꎬ ２０００ꎬ Ｓ. １５１.
Ｗａｌｔｅｒ Ｅｕｃｋｅｎꎬ “Ｄｉｅ Ｓｏｚｉａｌｅ Ｆｒａｇｅ”ꎬ ｉｎ Ｅｄｇａｒ Ｓａｌｉｎ Ｈｒｓｇ.ꎬ Ｓｙｎｏｐｓｉｓꎬ Ｆｅｓｔｇａｂｅ ｆüｒ Ａｌｆｒｅｄ Ｗｅｂｅｒꎬ Ｂａｓｅｌ－Ｈｅｉｄｅｌ￣

ｂｅｒｇ: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ꎬ Ｓ. １２９.
也可表述为“奥多尔自由主义”ꎬ狭义上的“秩序自由主义”专指“弗莱堡学派”ꎬ但在广义上ꎬ吕斯托夫、

勒普克、米勒－阿尔玛克与艾哈德等都可被划入“秩序自由主义”的范畴ꎬ为方便概念的厘清ꎬ文中如无特殊说明ꎬ
是采用广义的概念ꎮ



同利益、满足社会正义和个人自由的诉求来说ꎬ市场经济被证明是相当有用的工具ꎬ但
出于社会(学)新自由主义立场ꎬ他不认同弗莱堡学派秩序政策可自动实现经济绩效

与社会和谐的观点ꎬ而主张有必要通过一定的过程政策和社会政策来实现经济社会目

标ꎬ即寻求建立一种市场经济为基础ꎬ兼顾个人自由、经济增长和社会安全的“共容

性”(ｉｒｅｎｉｓｃｈ)社会秩序ꎮ 同时ꎬ他也跳出了社会(学)新自由主义理想化理念的禁锢ꎬ
主张经济社会秩序不是既定与一成不变的ꎬ而是应在坚持市场自由和社会平衡原则相

结合的前提下ꎬ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相适应ꎮ① 因此ꎬ米勒－阿尔玛克一方面借助引

入“社会”这个定语和相应的过程政策与社会政策主张ꎬ来应对战后浓厚的社会主义

观念的挑战ꎻ另一方面ꎬ面对战后物质严重短缺的状况ꎬ他克制甚至隐藏了自己要求实

施广泛社会政策的诉求ꎬ而更专注于建立和维护竞争秩序ꎬ以满足迫在眉睫的经济增

长需要ꎮ②

在这种实用主义取向的影响下ꎬ社会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建立在市场经济

基础之上ꎬ各种理念(包括社会(学)新自由主义、弗莱堡学派、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

教义和新教伦理等)“共容”、并不断演化、开放的经济制度ꎮ③ 在这个框架下ꎬ不同立

场持有者可各取所需ꎬ并从各自理念出发理解和塑造这一制度ꎬ特别是“社会”这一定

语ꎬ可被多样、甚至完全对立地解读ꎻ就此而言ꎬ“社会”与“市场”这一看似矛盾的词语

组合却相当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ꎮ④ 因此ꎬ这一概念被艾哈德借用后ꎬ很快被德国社

会普遍接受ꎻ但同时ꎬ社会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具体的经济社会模式ꎬ其实践也因此持续

处于各种力量博弈的张力之中ꎬ从而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甚至背离其初始

理念的表现形态ꎮ⑤

然而ꎬ社会市场经济理念并没有偏离秩序自由主义的根本立场ꎬ其根本出发点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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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ｌｆｒｅｄ Ｍüｌｌｅｒ－Ａｒｍａｃｋꎬ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ｎｋｕｎｇ ｕｎｄ Ｍａｒｋｔ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ꎬ Ｈａｍｂｕｒｇ: Ｖｅｒｌａｇ ｆüｒ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
ｔｉｋꎬ １９４７ꎬ Ｓ. ８８ｆｆꎬ Ａｌｆｒｅｄ Ｍüｌｌｅｒ－Ａｒｍａｃｋꎬ “Ｓｏｚｉａｌｅ Ｍａｒｋｔ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ꎬ Ｈａｎｄｗöｒｔｅｒｂｕｃｈ ｄｅｒ Ｓｏｚｉａ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ꎬ Ｓｔｕｔｔ￣
ｇａｒｔ: Ｇｕｓｔａｖ Ｆｉｓｃｈｅｒ Ｖｅｒｌａｇꎬ １９５６ꎬ Ｓ. ３９０ ｆ.

Ａｌｆｒｅｄ Ｍüｌｌｅｒ－Ａｒｍａｃｋꎬ “Ｄｉｅ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ｏｒｄｎｕｎｇｅｎꎬ Ｓｏｚｉａｌ Ｇｅｓｅｈｅｎ”ꎬ ＯＲＤＯꎬ １ꎬ １９４８ꎬ Ｓ. １７１－２００.
Ｌｕｄｗｉｇ－ Ｅｒｈａｒｄ － Ｓｔｉｆｔｕｎｇ Ｅ. Ｖ. Ｂｏｎｎꎬ Ｓｙｍｐｏｓｉｏｎ ＶＩＩＩ. Ｓｏｚｉａｌｅ Ｍａｒｋｔ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 ｉｍ Ｖｉｅｒｔｅｎ Ｊａｈｒｚｅｈｎ Ｉｈｒｅｒ

Ｂｅｗäｈｒｕｎｇꎬ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Ｇｕｓｔａｖ Ｆｉｓｃｈｅｒ Ｖｅｒｌａｇꎬ １９８１ꎬ Ｓ. １１－１５.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社会市场经济ꎬ但是对其都知之甚少ꎮ １９５３ 年ꎬ阿伦斯巴赫研究所(Ａｌｌｅｎｓ￣

ｂａｃｈ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曾经做过一个问卷调查ꎬ５６％的受访者仍不清楚何谓社会市场经济ꎬ而 ２７％的人持完全错误的认
识ꎬ只有 １２％的人明确其内涵ꎬ可参见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Ｅｓｃｈｅｎｂｕｒｇꎬ Ｊａｈｒｅ ｄｅｒ Ｂｅｓａｔｚｕｎｇ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ꎬ Ｓｔｔｕｔｇａｒｔ: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Ｖｅｒ￣
ｌａｇｓ－Ａｎｓｔａｌｔ ＧｍｂＨꎬ １９８３ꎬ Ｓ. ４３９－４４１ꎮ

即使是米勒－阿尔玛克本人ꎬ虽然将竞争政策、价格政策、外贸政策、货币和信贷政策、景气政策以及社会
政策等影响经济过程的政策罗列出来ꎬ除了强调这些措施须与市场相适应外ꎬ并没有对如何施行这些政策ꎬ以及
这些政策之间的相关性进行过细致的论述ꎮ 所以ꎬ从一开始ꎬ社会市场经济就不是一个严密和既定的方案ꎬ参见
Ａｌｆｒｅｄ Ｍüｌｌｅｒ－Ａｒｍａｃｋꎬ Ｋａｔａｌｏｇ Ｍａｒｋｔｋｏｎｆｏｒｍｅｒ Ｓｏｚｉａｌｍａｓｓｎａｈｍｅｎ ｚｕｒ Ａｕｓｇｅｓｔａｌｔｕｎｇ ｄｅｒ Ｓｏｚｉａｌｍａｒｋｔ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ꎬ Ｍüｎｓｔｅｒ:
ＦＡＴＭꎬ １９５１ꎮ



是“只有一种市场竞争秩序才有可能提高人民福祉和导向社会公正”ꎮ① 因此ꎬ尽管与

米勒－阿尔玛克把市场经济视为实现社会目标的工具不同ꎬ艾哈德在理念上更接近弗

莱堡学派ꎬ认为“经济政策越卓有成效ꎬ社会政策救助就越没有必要”②ꎬ“获取和确保

各项福利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竞争”③ꎬ即竞争秩序本身就具有社会性ꎮ 但是他“通过竞

争实现富裕”(Ｗｏｈｌｓｔａｎｄ ｄｕｒｃｈ Ｗｅｔｔｂｅｗｅｒｂ)与“人人享有富裕” (Ｗｏｈｌｓｔａｎｄ ｆüｒ ａｌｌｅ)④

的秩序自由主义立场却是与米勒－阿尔玛克一致的ꎮ 在他们看来ꎬ社会市场经济不是

市场经济和中央统制经济之间的第三条道路⑤ꎬ也不是提供完全保障的福利国家

(Ｖｅｒｓｏｒｇｕｎｇｓ－ｕｎｄ Ｗｏｈｌｆａｈｒｔｓｓｔａａｔ)⑥ꎬ而是一种注重社会的特殊类型市场经济ꎬ是“根

据市场经济规则运行ꎬ但辅以社会补充和保障通过实施与市场规律相适应的社会

政策ꎬ来有意识地将社会目标纳入”的经济制度ꎮ 在这一制度中ꎬ借助竞争秩序实现

的经济增长是社会福利的基础ꎬ增长政策优先于分配政策ꎮ⑦

因此ꎬ在这一理念指导下ꎬ经济政策须遵循经济理性与社会关怀相结合的原则ꎬ面

对不同社会环境的挑战ꎬ优先建立和维护市场完全竞争的经济秩序ꎬ辅之以必要的过

程政策和社会政策ꎬ以提高经济绩效和实现个人自由ꎻ同时ꎬ任何过程政策与社会政策

都应遵循绩效原则与辅助性原则ꎬ使之朝着适应、而不是破坏竞争秩序的方向推进ꎮ

简而言之ꎬ是否坚持市场竞争秩序这一核心主张ꎬ是考察德国战后经济政策实践是否

遵循社会市场经济理念的关键标准ꎮ

三　 德国战后经济政策的变迁

(一)社会市场经济的实践:竞争秩序主导的经济政策(１９４８－１９６６ 年)

建立和维护竞争秩序是社会市场经济理念落实的关键ꎮ 要达成这一目标ꎬ国家须

确保对所有市场参与者都适用的诸多市场经济立宪与规制原则(ｋｏｎｓｔｉｔｕｉｅｒｅｎｄｅ ｕｎｄ

ｒｅｇｕｌｉｅｒｅｎｄｅ Ｐｒｉｎｚｉｐｉｅｎ)能够实现ꎬ包括币值稳定、保障完全竞争、开放的市场、私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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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Ｅｒｎｓｔ Ｄüｒｒꎬ “Ｄｉｅ Ｓｏｚｉａｌｅ Ｍａｒｋｔ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ꎬ Ａｕｓｇａｎｇｓｉｔａｔｉｏｎꎬ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ꎬ Ｒｅ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ꎬ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
ｃｈｅｓ Ｓｔｕｄｉｕｍ (ＷｉＳｔ)ꎬ Ｊｇ. １７ꎬ Ｈ. ６ꎬ １９８８ꎬ Ｓ. ２７０.

Ｌｕｄｗｉｇ Ｅｒｈａｒｄꎬ “Ｓｅｌｂｓｔｖｅｒａｎｔｗｏｒｔｌｉｃｈｅ Ｖｏｒｓｏｒｇｅ ｆüｒ ｄｉｅ Ｓｏｚｉａｌｅｎ Ｌｅｂｅｎｓｒｉｓｉｋｅｎ”ꎬ Ｖｅｒｓｉｃｈｒｕｎｇｓ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ꎬ Ｊａｎｕ￣
ａｒꎬ １９５６ꎬ ｉｎ Ｌｕｄｗｉｇ Ｅｒｈａｒｄꎬ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Ｗｅｇ ｄｅｒ Ｓｏｚｉａｌｅｎ Ｍａｒｋｔ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ꎬ Ｄüｓｓｅｌｄｏｒｆ － Ｗｉｅｎ:
ＥＣＯＮꎬ １９６２ꎬ Ｓ. ３０３.

Ｌｕｄｗｉｇ Ｅｒｈａｒｄꎬ Ｗｏｈｌｓｔａｎｄ ｆüｒ Ａｌｌｅꎬ Ｄüｓｓｅｌｄｏｒｆ: ＥＣＯＮꎬ １９５７ꎬ Ｓ. １.
Ｌｕｄｗｉｇ Ｅｒｈａｒｄꎬ Ｗｏｈｌｓｔａｎｄ ｆüｒ Ａｌｌｅꎬ Ｓ. ９.
“第三条道路”的说法最早见于勒普克 １９４２ 年所著«当前的社会危机»(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ｋｒｉｓｅ ｄｅｒ 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ꎬ

但德国大部分新自由主义者都与米勒－阿尔玛克一样ꎬ否认自己的主张属于“第三条道路”范畴ꎮ
Ｌｕｄｗｉｇ Ｅｒｈａｒｄꎬ Ｗｏｈｌｓｔａｎｄ ｆüｒ Ａｌｌｅꎬ Ｓ. ２４５－２４９.
Ａｌｆｒｅｄ Ｍüｌｌｅｒ－Ａｒｍａｃｋꎬ “Ｄｉｅ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ｏｒｄｎｕｎｇｅｎꎬ Ｓｏｚｉａｌ Ｇｅｓｅｈｅｎ”ꎬ Ｓ. １９４.



权、立约自由、自我负责和承担义务、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ꎮ① 因此ꎬ在基本权

利、立约与结社自由、自由择业、私有产权、法治国家和社会国家规则、联邦制国家结构

等一系列与上述原则相关的条款写入«基本法»(Ｇｒｕｎｄｇｅｓｅｔｚ)后ꎬ②以确保竞争秩序为

目的的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就是保障币值稳定和完全竞争ꎬ因为通货膨胀和各类因素

(市场或国家)所导致的竞争限制是竞争秩序最严重的威胁ꎮ③

１９４８ 年 ３ 月 １ 日ꎬ德意志各州银行(Ｄｉｅ Ｂａｎｋ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ＬäｎｄｅｒꎬＢｄＬ)成立ꎬ履行双

占区④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职能ꎬ双占区中央银行体系得以重建ꎮ⑤ 在此基础上ꎬ在艾哈

德参与下ꎬ⑥双占区军事当局颁布四部币值改革法(Ｖｉｅｒ Ｇｅｓｅｔｚｅ ｚｕｒ Ｎｅｕｏｒｄｎｕｎｇ ｄｅｓ

Ｇｅｌｄｗｅｓｅｎｓ)及一系列配套细则ꎬ于 １９４８ 年 ６ 月 ２０ 日实施货币改革:一方面通过引入

德国马克ꎬ回收多余的货币ꎻ⑦另一方面ꎬ对德意志各州银行货币发行设定严格程序与

界限ꎬ以保障德国马克币值稳定ꎮ⑧ 与此同时ꎬ艾哈德领导双占区经济管理署在“社会

市场经济”口号下ꎬ推动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ꎬ陆续出台«货币改革后管制原则与

价格政策法»(Ｇｅｓｅｔｚ üｂｅｒ Ｌｅｉｔｓäｔｚｅ ｆüｒ ｄｉｅ Ｂｅ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ｇ ｕｎｄ Ｐｒｅｉｓｐｏｌｉｔｉｋ ｎａｃｈ ｄｅｒ Ｇｅｌ￣

ｄｒｅｆｏｒｍ)等一系列法律及指令ꎬ实施终结商品配给制、取消工资与价格冻结、废除各项

经营管制、反垄断、减税退税、紧缩财政、私有化、推行外贸自由化和稳定汇率等措

施ꎬ⑨以将行政命令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减少至最低限度ꎬ促进从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

的自由竞争ꎮ １９５７ 年ꎬ«联邦银行法»(Ｂｕｎｄｅｓｂａｎｋｇｅｓｅｔｚ)与«反限制竞争法»(Ｇｅｓｅｔｚ

１４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及战后经济政策变迁刍议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Ｗａｌｔｅｒ Ｅｕｃｋｅｎꎬ Ｇｒｕｎｄｓäｔｚｅ ｄｅｒ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ｋꎬ ６. Ａｕｆｌ.ꎬ Ｔüｂｉｎｇｅｎ: Ｊ. Ｃ. Ｂ. Ｍｏｈｒ (Ｐａｕｌ Ｓｉｅｂｅｃｋ)ꎬ １９９０ꎬ Ｓ.
２４１ｆꎬ也可参见[德]何梦笔:«秩序自由主义»ꎬ董靖、陈凌、冯兴元等译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ꎬ 第
４－７ 页ꎮ

Ｏｔｔｏ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ꎬ “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ｕｍ ｆüｒ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ｄｉ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Ｏｒｄｎｕｎｇｓｐｏｌ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Ｎａｃｈｋｒｉｅｇｓｚｅｉｔ”ꎬ
ＯＲＤＯꎬ ４８ꎬ １９９７ꎬ Ｓ. １０２－１０４.

Ｗａｌｔｅｒ Ｅｕｃｋｅｎꎬ Ｇｒｕｎｄｓäｔｚｅ ｄｅｒ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ｋꎬ Ｓ. ２５６ꎻ Ｌｕｄｗｉｇ Ｅｒｈａｒｄꎬ Ｗｏｈｌｓｔａｎｄ ｆüｒ Ａｌｌｅꎬ Ｓ. ８９
英美双占区的各项法规政策等陆续覆盖法占区与西柏林ꎮ
Ｊüｒｇｅｎ ｖｏｎ Ｈａｇｅｎ ｕｎｄ Ｊｏｈａｎｎ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ｖｏｎ Ｓｔｅｉｎ Ｈｒｓｇ.ꎬ Ｏｂｓｔ / Ｈｉｎｔｅｒꎬ Ｇｅｌｄ－ꎬ Ｂａｎｋ－ ｕｎｄ Ｂöｒｓｅｎｗｅｓｅｎ. Ｈａｎｄ￣

ｂｕｃｈ ｄｅｓ Ｆｉｎａｎｚｓｙｓｔｅｍｓꎬ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Ｓｃｈäｆｆｅｒ－Ｐｏｅｓｃｈｅｌ Ｖｅｒｌａｇꎬ ４０ Ａｕｆｌ.ꎬ ２０００ꎬ Ｓ. ４５４ ｆ.
货币改革的设想基于 １９４６ 年的“Ｃｏｌｍ－Ｄｏｄｇｅ－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Ｐｌａｎ”ꎬ而实施的具体措施则由 １９４７ 年 ７ 月 ２３

日在联合经济区经济委员会下设立的货币与信贷特别委员(Ｓｏｎｄｅｒｓｔｅｌｌｅ Ｇｅｌｄ ｕｎｄ Ｋｒｅｄｉｔ)会制定ꎬ而艾哈德在担任
经济管理署主任之前ꎬ正是这一委员会的负责人ꎮ

第一、第三与第四币值改革法分别规定:德国马克引入后ꎬ帝国马克(Ｒｅｉｃｈｓｍａｒｋ)、地租马克(Ｒｅｎｔｅｎ￣
ｍａｒｋ)及盟军军票废止ꎬ除了个人与机构的兑换配额ꎬ所有帝国马克存款在货币改革初期以 １０:１(后期降为 １００:
６.５)的汇率兑换德国马克ꎬ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ꎬ帝国马克存量货币总体平均以 １２.６:１ 的比例转换成德国马
克ꎮ

第二币值改革法ꎬ即«发行法»规定ꎬ货币流通总量不得超过 １００ 亿德国马克ꎬ只有在中央银行理事会四
分之三成员及六个州中央银行的首肯下ꎬ才可最多增加 １０ 亿ꎮ

参见德国联邦档案局(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ｒｃｈｉｖ) 官方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ｕｎｄｅｓａｒｃｈｉｖ.ｄｅ / ｆｏｘｐｕｂｌｉｃ / ６７９９Ｂ６２７０Ａ０６
２２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Ａ２４Ａ９２９６ / ｆｒａｍｅ.ｊｓｐ? ａｕｓｗａｈｌ ＝ｋ－３＆ｄｅｔａｉｌ ＝ｋ－３.ｈｔｍｌ＆ｏｂｅｎ＝ｋ－３＿ｏｂｅｎ.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Ｄｅｃｅｍ￣
ｂｅｒ ２３ꎬ ２０１３ꎮ

Ｌｕｄｗｉｇ Ｅｒｈａｒｄꎬ Ｗｏｈｌｓｔａｎｄ ｆüｒ Ａｌｌｅꎬ Ｓ. ７－３４.



ｇｅｇｅｎ Ｗｅｔｔｂｅｗｅｒｂｓｂｅｓｃｈｒäｎｋｕｎｇｅｎ)出台ꎬ稳定币值与完全竞争被制度化ꎬ社会市场经济

模式的核心———竞争秩序在联邦德国得以巩固ꎮ

«联邦银行法»赋予联邦银行保障货币的职责ꎬ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

度下ꎬ这一职责包括稳定德国马克对外币值(汇率)和对内币值(价格)ꎮ① 在贸易自由

化及重商主义政策的推动下ꎬ德国战后出口强劲ꎬ１９５１－１９６１ 年持续出现高额贸易顺

差ꎬ这导致从 １９５０ 年代中期开始ꎬ德国货币政策遭遇两难境地ꎬ即无法同时确保德国

马克的内外币值稳定ꎮ② 对此ꎬ联邦银行与联邦政府将国内价格稳定视为优先目标ꎬ

及时让德国马克汇率升值ꎬ同时借助于紧缩的货币与财政政策ꎬ使得德国马克对内币

值基本保持稳定ꎮ③

与此同时ꎬ在米勒－阿尔玛克看来与经济政策同样重要的社会政策也被逐步推

行ꎬ如向战争受害者提供救济ꎬ大力兴建住房ꎬ设定最低工作条件ꎬ重建养老、失业、工

伤与医疗等各类社会保险ꎬ发放子女补贴金和社会救助等ꎮ④

作为一个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共容”与开放的经济制度ꎬ社会市场经济在实践

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须向现实环境作一定的妥协ꎬ例如«反限制竞争法»中大量的例外

规定、相当广泛的传统社会保障体系、动态养老金改革和强大的工会力量等ꎮ 但总体

来说ꎬ在这一时期ꎬ德国物价稳定ꎬ竞争得到推动ꎬ过程政策与社会政策也基本遵循绩

效原则与辅助性原则ꎬ竞争秩序达到发展巅峰ꎬ加上马歇尔计划、朝鲜战争、战后重建

等各种有利因素ꎬ德国经济在 １９４８ 年之后逐渐进入一个经济飞速增长时期(见图

１)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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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联邦银行法»第 ３ 条ꎬ也可参见 Ｒｅｉｍｅｒ Ｃａｒｓｔｅｎｓꎬ Ｄｉｅ Ａｕｆｗｅｒｔｕｎｇｓｄｅｂａｔｔｅꎬ Ｋｉｅｌ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ｎ ６３ꎬ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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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ｒｓｇ.ꎬ Ｆüｎｆｚｉｇ Ｊａｈｒ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Ｍａｒｋ. Ｎｏｔｅｎｂａｎｋ ｕｎｄ Ｗäｈｒｕｎｇ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ｓｅｉｔ １９４８ꎬ Ｍüｎｃｈｅｎ: Ｃ. Ｈ. Ｂｅｃｋꎬ １９９８ꎬ Ｓ.
３５６－３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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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及战后经济政策变迁刍议



　 　 (二)社会市场经济的异化:全面调控主导的经济政策(１９６６－１９８２ 年)
过程政策被米勒－阿尔玛克视为市场经济稳定运行的必要补充ꎬ但深受弗莱堡学

派影响的艾哈德对此充满疑虑ꎬ长期的经济繁荣使他相信ꎬ在确保竞争秩序的基础上ꎬ
只需采取货币、信贷及汇率政策等“轻度的景气政策”ꎬ就可不受经济周期困扰ꎬ实现

经济持续增长和充分就业ꎮ① 然而ꎬ随着战后重建工作的结束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的不

断深入ꎬ经济波动开始加剧ꎬ艾哈德无法及时适应这种变化ꎬ其克制的过程政策最终无

法阻挡德国经济于 １９６６－１９６７ 年陷入衰退ꎬ失业率飙升(见图 １)ꎬ他本人也因此下台ꎬ
社民党得以上台执政ꎮ②

新任经济部长、社民党的卡尔席勒(Ｋａｒｌ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信奉民主社会主义与凯恩斯

主义ꎬ在“总体调控” (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ｅｕｅｒｕｎｇ)理念指导下ꎬ借助反周期财政政策和合作性经

济政策使德国经济与就业形势迅速好转ꎮ③ 这一成功对于社会市场经济的实践影响

深远:一方面ꎬ使人们体认到国家在借助竞争秩序实现经济增长之外ꎬ也有必要通过一

定的过程政策和社会政策ꎬ确保竞争秩序所处的经济大环境的稳定ꎬ以从根本上保障

竞争秩序ꎬ在这一背景下ꎬ«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Ｇｅｓｅｔｚ ｚｕｒ Ｆöｒｄｅｒｕｎｇ ｄｅ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äｔ
ｕｎｄ ｄｅｓ Ｗａｃｈｓｔｕｍｓ ｄｅｒ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于 １９６７ 年出台ꎬ从此ꎬ在社会市场经济的框架内ꎬ稳
定被赋予与增长同等重要的地位ꎻ另一方面ꎬ则加强了社民党政府调控经济的信心ꎬ而
«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又没有对过程政策的范围和强度作出明确规定ꎬ导致在扩

张性财政政策支持下ꎬ过程政策逐渐被滥用ꎬ财政赤字激增ꎬ国家不断加强对经济活动

的干预ꎬ④在政治精英与选民的诉求下社会福利持续扩张(见图 １)ꎬ更广泛的集体责

任如企业共同决策权被引入ꎮ 这些变化使绩效原则和辅助性原则受到侵蚀ꎬ完全竞争

日益无法得到保障ꎮ
此外ꎬ尽管价格稳定作为宏观经济目标被写入«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ꎬ但 １９７０

年前后ꎬ美元危机不断加剧ꎬ德国马克不断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ꎬ德国货币政策在

固定汇率制度下进退失据ꎮ 最终ꎬ德国外汇市场被迫于 １９７３ 年 ３ 月 １ 日关闭ꎬ布雷顿

森林体系走向终结ꎬ联邦银行从此无须再承担汇率干预义务ꎬ而重新获得货币供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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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Ｌｕｄｗｉｇ Ｅｒｈａｒｄꎬ Ｗｏｈｌｓｔａｎｄ ｆüｒ Ａｌｌｅꎬ Ｓ. ８－１０.
１９６６ 年社民党与联盟党组成执政联盟ꎬ１９６９－１９８２ 年作为最大执政党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ꎮ
席勒同样重视维护市场竞争秩序ꎬ其景气政策的出发点仍以不损害竞争秩序为准则ꎬ即“尽可能竞争ꎬ必

要时计划”ꎬ社民党经济政策理念向市场经济的转型ꎬ其功不可没ꎮ １９７２ 年ꎬ席勒因反对过度的景气政策而辞职ꎬ
参见 Ｋａｒｌ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ꎬ Ｄｅｒ Öｋｏｎｏｍ ｕｎｄ ｄｉｅ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Ｄａｓ 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ｌｉｃｈｅ ｕｎｄ ｄａｓ Ｓｏｚｉａｌ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ｄｅｒ Ｍｏｄｅｒｎｅｎ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ｋ. Ｖｏｒｔｒäｇｅ ｕｎｄ Ａｕｆｓäｔｚｅꎬ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Ｇｕｓｔａｖ Ｆｉｓｃｈｅｒꎬ １９６４ꎬ Ｓ. １５ ｆｆꎮ

如增加补贴、国有化、市场管制、解聘保护等措施ꎬ可参见 Ｏｔｔｏ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ꎬ “Ｅｎｔｓｃｈｅｉｄｕｎｇｓｌｉｎｉｅｎ ｄｅｒ Ｄｅｕｔ￣
ｓｃｈｅｎ Ｗｅｔｔｂｅｗｅｒｂｓｐｏｌｉｔｉｋ”ꎬ ＯＲＤＯꎬ ４３ꎬ １９９２ꎬ Ｓ. ３１９－３３５ꎮ



的控制权ꎮ① 但是ꎬ重新获得货币政策自主权的联邦银行ꎬ在«联邦银行法»“有义务支

持联邦政府一般经济政策”条款的约束下ꎬ货币政策受社民党政府景气政策的强烈影

响而摇摆不定ꎬ加上不断扩张的财政政策、石油危机和不合时宜的工资增长政策等因

素ꎬ通货膨胀率一路走高(见图 １)ꎮ②

在这一时期ꎬ价格稳定与完全竞争无法得到保障ꎬ以至于竞争秩序受到损害ꎬ受凯

恩斯主义影响的社民党政府经济政策逐渐偏离社会市场经济理念ꎬ甚至这一理念本身

也已被贴上了“过时”的标签ꎬ在石油危机和结构转型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ꎬ德国经济

增长乏力、通胀高企、失业率不断攀升(见图 １)ꎮ③

(三)社会市场经济的复兴:回归竞争秩序的经济政策(１９８２ 年至今)

在上述形势下ꎬ赫尔穆特科尔(Ｈｅｌｍｕｔ Ｋｏｈｌ)领导联盟党于 １９８２ 年重新执政ꎬ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ꎬ为增强德国的竞争力ꎬ科尔宣布回归社会市场经济基本原则ꎮ④

科尔政府在“从更多国家到更多市场”的口号下重建竞争秩序ꎬ一方面赋予价格稳定

以优先地位ꎬ另一方面通过削减财政赤字、减税和税制改革、缩减社会福利支出、推行

私有化、减少市场管制和推动欧洲一体化等措施促进市场竞争ꎮ 在这一系列政策影响

下ꎬ德国经济在 １９８０ 年代重新焕发活力:物价稳定、出口与经济总量增长强劲、就业岗

位大幅增加(见图 １)ꎬ为两德统一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ꎬ社会市场经济本身也被作

为共同的经济秩序写入 １９９０ 年两德间签署的«国家条约»(Ｓｔａａｔｓｖｅｒｔｒａｇ)ꎮ⑤

然而ꎬ作为一种“共容”的经济秩序ꎬ社会市场经济回归之路须考虑当时的社会环

境ꎬ不可能一蹴而就ꎮ 两德统一前后ꎬ僵化的工资政策、各类市场管制、入不敷出的社

会保障体系、庞大的补贴仍阻碍着市场竞争与经济增长ꎬ急待进一步改革ꎮ⑥ 但两德

统一暂时中断了这一进程ꎮ 为在短期内重建东德经济社会秩序ꎬ国家进行了强有力的

干预ꎬ大量的转移支付需求导致财政赤字与社会福利支出再次扩张(见图 １)ꎮ

随着东德制度建设渐入尾声ꎬ科尔政府于 １９９３ 年再次启动 １９８０ 年代未竟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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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虽然欧洲货币联盟(体系)的干预义务始终存在ꎬ但是在很长时间内对于联邦银行自主性的危害远没有
与美元挂钩那样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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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ꎬ以促进经济竞争ꎮ① 但是ꎬ社民党自 １９９１ 年起就占据联邦参议院(Ｂｕｎｄｅｓｒａｔ)多数

席位ꎬ使科尔政府政策活动空间受到极大的制约ꎮ② 同时ꎬ为应对人口结构老龄化ꎬ法

定护理保险(Ｐｆｌｅｇｅ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于 １９９５ 年被引入ꎬ社会福利再次扩张ꎮ 这些因素加上

全球化挑战和两德统一产生的巨大负担ꎬ③使德国经济发展陷入停滞(见图 １)ꎬ导致

社民党于 １９９８ 年再次上台ꎮ

社民党总理格哈尔德施罗德(Ｇｅｒｈａｒｄ Ｓｃｈｒöｄｅｒ)与本党传统经济政策理念切

割ꎬ提倡走介于新自由主义④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新中间”(Ｎｅｕｅ Ｍｉｔｔｅ)路线ꎬ

其“支持市场经济ꎬ但非市场社会”的信条本身就是社会市场经济理念的清晰表述ꎬ故

其上台后总体上延续了科尔政府的改革思路ꎮ⑤ 虽由于财政政策失败和改革迟滞等

原因ꎬ施罗德执政后期德国经济再度低迷(见图 １)ꎬ但他在极大阻力之下于 ２００３ 年以

“我们将削减国家职能”为号召推出德国战后力度最大的包括减税、削减补贴、劳动力

市场灵活化和社会保障体系现代化等措施的改革方案———“２０１０ 议程” ( Ａｇｅｎｄａ

２０１０)ꎬ在回归社会市场经济之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ꎮ⑥施罗德政府的改革ꎬ标志

着德国两大主要政党的经济政策纲领大体上已无二致ꎬ故其改革措施多被随后执政的

联盟党安格拉默克尔(Ａｎｇｅｌａ Ｍｅｒｋｅｌ)政府所继承和发扬ꎮ⑦ ２００３ 年以来ꎬ德国物价

稳定ꎬ市场财政赤字与社会福利支出不断缩减ꎬ面对 ２００７ 年以来的各类危机冲击ꎬ德

国经济能迅速走出困境ꎬ科尔以来历任政府坚持回归以 “竞争秩序”为核心的社会市

场经济模式ꎬ功不可没ꎮ

四　 结论与展望

在各种因素作用下ꎬ一种注重社会的特殊类型市场经济ꎬ即“根据市场经济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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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ꎮ

此处的“新自由主义”更多指代以里根和撒切尔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为代表的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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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ꎬ但辅以社会补充和保障实施与市场规律相适应的社会政策ꎬ来有意识地将

社会目标纳入”的经济制度－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二战后在联邦德国确立ꎮ 作为一种实

用的经济政策理念ꎬ社会市场经济并不是既定和一成不变的ꎬ而须在经济理性与社会

关怀相结合的原则下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相适应ꎬ是一个各种社会目标“共容”、不

断演化和开放的经济社会秩序ꎮ 因此ꎬ这一模式的经济政策实践从一开始就处于各种

力量博弈的极大张力之下ꎬ在不同历史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甚至异化的表现形态ꎮ

尽管如此ꎬ经济政策不应偏离“只有一种市场竞争秩序才有可能提高人民福祉和

导向社会公正”这一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主张ꎬ即国家应优先建立和维护市场完全竞

争的经济秩序ꎬ辅之以必要的过程政策和社会政策ꎬ但任何过程政策与社会政策都应

遵循绩效原则与辅助性原则ꎬ使之朝着适应、而不是破坏竞争秩序的方向推进ꎮ 简而

言之ꎬ在这一模式中ꎬ借助竞争秩序实现的经济增长是社会福利的基础ꎬ增长政策优先

于分配政策ꎮ

在社会市场经济的诸多框架条件被写入«基本法»后ꎬ德国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

便是确保价格稳定与完全竞争ꎬ以建立和维护竞争秩序ꎮ 德国战后的经济政策实践表

明ꎬ一方面ꎬ在借助竞争秩序实现经济增长之外ꎬ须通过必要的过程政策和社会政策确

保竞争秩序所处的经济环境的稳定ꎬ以从根本上保障竞争秩序ꎻ但另一方面ꎬ过度的国

家干预与社会保障违背绩效原则与辅助性原则ꎬ会损害竞争秩序和经济活力ꎮ 因此ꎬ

保障竞争秩序包括完善竞争秩序和确保其所处的经济环境稳定之双重含义ꎬ社会市场

经济模式下的经济政策最终演变为围绕竞争秩序在“必要”与“过度”之间的权衡ꎮ

１９７０ 年代ꎬ总体调控下过度的国家干预严重损害了德国的竞争秩序ꎬ德国经济陷入增

长困境ꎻ为应对愈演愈烈的全球化挑战ꎬ１９８０ 年代以降ꎬ德国致力于减少国家对经济

活动的干预与削减社会福利支出ꎬ回归竞争秩序为核心的社会市场经济ꎬ经济竞争力

因此逐渐恢复ꎬ在欧债危机冲击下表现不俗ꎮ 但是ꎬ如何确保这一回归本身不会“过

度”ꎬ导致必要的过程政策与社会政策缺失ꎬ从而影响竞争秩序所处经济环境的稳定ꎬ

进而从根本上损害竞争秩序ꎬ却是德国新的大联盟政府今后须面对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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