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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或許可以被稱為“法國天主教世代的經濟讀本”。其作者既是學者，也是在時下經濟理論與實務界中

最關緊要的戰場上——包括金融、風險評估、賽局理論、非線性模型及倫理學等等——擔任分析師兼操盤

者的人物，這些戰場全都是在 1950 年代中葉到 1970 年代初這十五年（約當社會學意義上的一個世代之

久）之間出現的。作者當中有三位是天主教修士：兩位主編（一位耶穌會士和一位聖母昇天會修女）和撰

稿人之一（一位沙勿略會的修女），其他則是供職于教育界、金融機構以至商界等百工各業的俗家善信。 

       本書共有二十章，每一章都在倡議一種重組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構想，其中有許多章都把焦點置於金融市

場、商業慣例以及相關的公共政策上——實際上就是直接切入了全球經濟的“心臟”，因為一旦金融陷入

了深重的危機，它對整個系統所構成的威脅就不只是局部的，而是全面性的。其他的構想則探討當代資本

主義更普遍的一些方面, 諸如企業的社會責任、全體成本的內化、薪資、稅賦及其可能的“全球化”、社

會整合與環境保護等。 

       本書的構想是把原則問題保留在背景的位置，好讓作者能對問題做出在技術上足夠精確的分析、提出高度

具體的建議，其中有一些甚至觸及到了在其所針對的領域中具有關鍵作用的制度性或社會性機制。本著這

種偏重具體建議的傾向，本書為在當前全球化的背景下探索最有效、最可行的改革方案提供了良好的材

料。這本書絕非一套教條式的論說，儘管道德原則無疑是當代的天主教經濟觀的構成元素之一，但道德原

則的成份在這本書中只扮演為其分析提供立足基點、賦予其分析以感性、靈感和觀點的角色，而沒有介入

干擾技術性的討論，就此而言，本書為基督教創立了一種參與經濟辯論的新風格。 

       這二十份倡議是針對那些對於當代經濟已經有一點認識的人所說的，在其中大多數的章節裏，除非絕對必

要，作者都會避免使用任何的技術性辭彙，同時，本書還在卷末附上了名詞解釋，以幫助非專業的讀者瞭

解那些無可避免地用到的技術性辭彙，但是，儘管如此，對於國際金融和商務毫無一點概念的讀者恐怕仍

然無法看懂其中許多章節的論證，而其他的一些章節，則多少會對讀者熟悉新古典個體經濟學的語言及針

對該理論的批判的程度構成挑戰。這本書不是用俗民大眾的語言寫的，而是寫給分析家、評論家和決策者

看的，然而，它確實提出了很多足以在神學家、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那裏引發有趣的議論的論點。 

       如序論所說,本書作者們的共同出發點在於體認到商業倫理的缺失。時下流行的觀點,是將商業倫理理解為

個別行動者為了使全球經濟保持一定程度的穩定、效率和公平正義,而對遵守既定遊戲規則所做出的承諾,但

當前的危機卻表明了:全球經濟體系之可持續性的關鍵,正好就在於改革那些遊戲規則。在存在著巨量的外部

性、嚴重的資訊不對等以及市場力量擁有足以影響政治權力的強勢地位的情況下,我們不可能信任這個經濟

體系會自動自發地管好自己,因為上述的那些因素全都揭示出當前真正位居要衝的市場(包括金融市場)與充

分競爭的理想模式相去甚遠。 

       本書第一章將對"缺失" 的診斷,應用於討論企業在法規要求之外的社會和環保目標自願性地做出承諾 ― 

通常被理解為"企業的社會責任"這個觀念 ― 的能力。過去十年並沒有什麼證據足以顯示企業在把環境及

社會成本內部化的意願方面有多少增進,無論這些成本--即它們的行動的負面後果--是否是可預期的, 而那些

微幅的進步,也只不過是在修詞和形象上,無關乎任何實際效果,於是我們無法將和諧發展與可持續發展的希

望寄託於企業自願的承諾之上。 

       因此,相對於在關注這類議題的企業媒體上常見的流行論述,本書的二十份建言均傾向於以比較偏重 "棒子" 

的方式來結合 "蘿蔔" (誘因或柔性法律) 與 "棒子" (限制或剛性法律),許多建言中含有加強對經濟活動的管

制 ― 涉及以金融活動為首的一切跨國經濟活動 ― 的主張,而且其立場往往激進到足以深刻撼動企業與管

理的基本概念以及這一切事物與社會的關係的程度,例如直接以其社會責任來理解企業,而非僅把社會責任視

為企業的主要功能之外的一項很好的補充。 

       對管制的著重,並不表示本書忽視企業本身對可行的資本主義改革計畫做出承諾的必要性,它只是強調這類

承諾有必要加上權力當局和民意的參與, 以使進行改革的企業不致在競爭中居於劣勢。讀者們不能忽略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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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概念的重要性: 如果想要有一種不同的企業,一種既能賺錢又能負起社會及環境責任的企業, 那就不僅是

公司的股東或管理層的工作, 也需要整個社會的積極參與 -- 無論是通過國家來組織,或是通過市場進行自發

性、分散化的參與。 

       作者們相當清楚：對管制的著重將會把問題從經濟倫理的領域轉移到全球政治倫理的領域，而後一個領域

的缺失顯然並不比企業倫理和社會責任的缺失來得輕微。本書再次陳明瞭困難，描述了在國家層次和國際

層次上的先例，並且提出在全球範圍內推行其所提議的管制規範的可能方式。 

       不過，有兩個方面需要進一步的反省：首先，世界的多極化意味著任何一種政治提案都必須包容崛起中的

經濟強權的觀點與利益，就此而論，這本書或許過度集中於歐—美（或法—美）軸線，彷彿俄羅斯、中

國、主要的伊斯蘭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都將會乖乖服從西方的觀點和領導似的，我們完全不能確保他們將

會這麼做，因為這些國家對歷史的解讀與北大西洋國家的解讀截然不同。 

 其次，就在本書出版之際，G-20 高峰會的召開，暗示了立足於極為緩慢且往往不起作用的國際條

約的聯合國機制已經有點過時了。由 G-20 ― 甚至是如一些人所擔心的由美中兩國構成的 G-2 ― 構成一種

比聯合國這個以自願為基礎的超多邊主義有效率得多的世界政府，難道是無法想像的嗎？有沒有可能在聯

合國體系做不到的時候，由 G-20 決定全球性的方案並強加於其他的國家（比如多哈回合的例子）？局勢很

清楚：一項提案在政治上可不可行，大抵取決於究竟是誰在做以及他怎麼做出應對危機的決策這兩個問

題。  

   既然這本書的主要關切並不在此，指責它未能更細致地關注到那些全球治理層面的問題也許並不公平。這

二十份建言所探討的是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必須改革之處，本書針對制度上的先例與可行性提出建議的目

的，主要也是在顯示這些建言不是抽象的烏托邦，而是相當具體可及的——只要有實現它們的政治意志，

至於那種有效的政治意志在全球格局中的發展，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一個必須從諸如司法和政治等其他觀

點出發去探討的問題。該書的編輯在卷末描繪出了任何針對資本主義的改革嘗試都不可或缺的倫理動機，

並且暗示這條改革之路將是漫長而艱苦的。 

   改革資本的主義的二十份芻議是一本為了激發討論而誕生的書，我們希望它真能實現它的目的，也希望在

未來能看到更多具有同等水準的、富技術性的作品來增益我們從天主教的觀點去探索全球危機的解方的努

力。歸根結底，當前的危機揭示現行全球經濟秩序已陷入了嚴重的結構性問題，局勢已嚴峻到我們已沒有

餘地去再犯更多錯誤，更不能還想用一點小修小補的手法矇混過關而不去真正吸取教訓、幡然悔改。這就

是我們此刻討論的這本書所提出的根本挑戰：當前的情勢給予了我們一個機會去修正某些關鍵性的結構，

從而有助於避免其他更為嚴重的經濟、社會或生態危機在這場危機之後接踵而至，若能如此，則這個史上

第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危機便能成為一個契機，讓所有的人開始把全人類設想為一個共同體，從而為把我們

彼此之間以及我們與自然之間聯結起來的經濟動力賦予一套秩序。 

改革資本主義的二十項建言
1
 

1. 將企業的社會功能當成戰略性的優先選項：去獎勵和去抑制 

2. 扶持一種針對企業的、不僅關注其財務方面也及於其它方面的獨立監督機制 

3. 將環境的、社會的與治理的元素整合到財務分析與投資之中去 

4. 重新審查薪資以再次賦予企業以意義 

5. 按照其合理的價值來酬庸金融操作者 

6. 訓練分析師和金融操作者 

7. 改良證券化的做法以彌補此次危機所造成的損害 

8. 將信用衍生商品轉變為值得信任的股票 

9. 恢復原材料終端市場的主要功能 

10. 使金融的數學為實質面服務 

11. 改進危機控管 

12. 規範退休基金以拯救歐洲的退休老人 

13. 規範櫃臺交易市場 

14. 將 Basel II（資本適足率規定第二版）與經濟政策目標結合起來 

15. 將新奇古怪的衍生商品的記帳方式與真實重新結合起來 

http://www.barchen.fr/20propositions/main.php?viewprop=1


2018.04.20     10:16:15     2,031 words                                                                                CCC 7.1 6B - 改革資本
主義芻議.doc 

3 

16. 支持建立一種針對多國公司的去地域化的税賦體系 

17. 支持建立賦稅優化測量工具 

18. 建立全球稅 

19. 改良 ECB（歐元計價的可轉換公司債）以防止泡沫 

20. 支持一種“綠色的”、衡平的和多元的資本主義 

 
1
讀者可以從 http://20propositions.com 這個網址上讀到這二十項主張之綜合闡述的英文版與法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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