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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上半年的主要经济数据都显示，经济总量依然保持高增长态势，

即便剔除基数因素，仍不显弱。但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存在明显不均衡，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两年平均只有 4.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两年平

均也只有 4.9%，唯有出口继续大幅增长，比去年同期增长 28%，两年平

均增长 12%。 

若把投资再细分为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发现制

造业的两年平均投资增速只有 2%，基建投资的两年平均增速只有 2.6%，

但房地产开发投资的两年平均增速则高达 8.2%。而且，商品房的两年平均

销售额也增长 8.1%。若把中国的住房总市值与美国、英国和日本的住房总

市值作比较，则中国住房总市值超过三国住房总市值之和。 

此外，今年上半年 GDP 构成中，金融增加值的贡献率，达到 8.6%，

这一比例要超过英、美、日、德等几乎所有经济发达大国。也就是说，中

国经济中的地产、金融和出口的三大指标均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而且

这一现象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是什么原因使得出口、金融和地产成为中

国经济保持高增长的利器呢？除了有长期存在的中国特色体制性因素外，

不妨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普世价值观乃至宗教等角度去解释这一现象。 

福禄寿膜拜与儒释道融合 

每逢春节，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在门上贴一个“福”，我们中国人常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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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福”，“五福”原出于 2500 多年前的《尚书．洪范》。现在已家喻户

晓了。即幸福有五：长寿是命不夭折而且福寿绵长； 富贵是钱财富足而且

地位尊贵； 康宁是身体健康而且心灵安宁； 好德是生性仁善而且宽厚宁

静； 善终是临命终时，没有遭到横祸。2008 年，北京举办的奥林匹克运

动会，其吉祥物是五个福娃，寓意着五福临门，可见传统价值观迄今仍深

入人心。 

在五福中，富贵是最受人们喜爱的，故中国民间传说正月初五是财神

的生日，所以过了年初一，接下来最重要的活动就是迎财神，在财神生日

到来的前一天晚上，各家置办酒席，为财神贺辰，初五一早就鞭炮声不断，

迎接财神。 

今天我们常祝福人家的两句话：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实际上也与福

禄寿的传统价值观一脉相承。而福禄寿三星应该是从五福的涵义中进一步

形象化，最终演化为道教中的三大神仙。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

教导人们追求今生，“道曰今生，佛说来世”，所谓修炼成功的第一步就

是长生不老，信道则信永生，来世的事来世讲，反正今世就要成不灭。 

以禄神为例，在北斗星之上有六颗星，合起来称为文昌宫。其中的第

六颗星即是人们崇拜的禄星。禄，即官吏的俸禄。高官厚禄是士人一心向

往的，于是便产生了对禄神崇拜。由于古代的科举考试主要是做文章，禄

神崇拜便也包含对文运的祈求。《论语》中也提到，“人有命有禄，命者富

贵贫贱也，禄者盛衰兴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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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中国主要宗教之一。东汉时形成，南

北朝时盛行，但到了隋唐佛教盛行之后，就开始衰落了。道教是宗教，道

学是哲学，而且并不与儒学对立。道教中既有老子和庄子的哲学思想，又

有儒家推荐四书五经中《周易》的方法。但是，道教求成仙、求长生之道，

主张清静无为，教义中就讲明了先度自身再度世人，隐居修道，不利于传

播，这或许是道教始终不能长期盛行的原因。 

当今世界上的现存的四大宗教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众多的教徒，不外

乎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能够与国家统治者形成合作关系，千年下来，棱

角都变得圆润了；二是不能被证伪。而道教的长生不老之道，则往往缺乏

说服力。 

尽管如此，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具有强大的民族基础，

与儒教自然有很多共性；而北传佛教存在诸多流派，被汉人接受度较高的

是大乘佛教，实际上就是与中国文化与本土宗教妥协和彼此包容的结果。 

例如，在小乘佛法里，四分律规定，佛教弟子，无论在家还是出家，

不能算命、卜卦、风水等等。大乘佛教，佛陀在《梵网经菩萨戒本》也是

规定不能做这些的，被称为邪命。但是佛法在中国，便有中国的特色，中

国人向来信命，易经本来就是从占卜而来，所以孔子就说，不知命无以为

君子。中国的几千年的文化，受周易影响较大，因为在四书五经之中，易

经为群经之首。 

佛教相比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其包容性较好。它应该属于多神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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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一神教，排他性很强。这就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理

念或价值观中，儒释道都是可以用来解决问题或提振信心的，直到今天，

很多国人并不清楚道教与佛教之间的教义差别与界线，遇到什么大事，占

卦算命和烧香磕头拜菩萨往往一起上。 

出口与勤劳程度相关 

金融与交易偏好相关 

地产与财富追求相关 

四十年前，中国出口在全球的份额不足 1%，如今货物贸易的出口份

额已经占到全球的 15%，这是否说明出口份额的提升主要靠改革开放呢？

这当然毋容置疑。不过，从历史看，中国的外贸的一带一路自古有之，如

宋代对内外贸放松管制，实行促商政策，与宋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

区有 80 多个。 

元代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建立贸易关系的国家进一步上升至 140多个。

对外贸易的繁盛，促使元代商人将贸易活动重心从国内转至海外，一些城

市的繁荣，很大部分是依靠对外贸易发展起来。例如泉州港与上百个国家

与地区发生贸易关系，车船繁忙、商贾如潮，市舶提举司管理的海船数量

一度有 15000 多艘。 

据统计，1550-1800 年的大约 250 年间，中国通过外贸共获得了大约

12 亿两白银，占了这段时间内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一半左右（Barr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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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d.1990），而其他学者较为保守的估计也认为，中国在那段时期至少占

有了全球白银产量的 1/4-1/3。 

1689 年，英国与中国在广州正式通商，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国。中国

向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出口茶叶、丝绸、瓷器等，维持了 100

年以上的贸易顺差地位。 

早在西汉的《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就说：天下熙熙，皆为

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故“重商思想”背后更深层次的实质是“重

利”。陈炽在《续富国策》中指出，“唯有利而后能知义， 亦唯有义而后

可以获利。” 

17 世纪以来，英国曾是中国第一大贸易国，进出口贸易额要占中国对

欧美贸易的 70%以上。这一比例远超当前中美贸易额在中国对欧美贸易总

额的占比。 

清朝与欧美国家的贸易规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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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李迅雷《百年前的盈利模式能否再续百年》 ，2006 年 

由此可见，中国自宋朝开始，外贸就开始增长，在交通工具如此不发

达的当时，外贸规模却可以不断扩大。但自英国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出口

商品的竞争力大幅提升，而中国能够长期维持出口优势，还是在于劳动力

的充裕、聪明且吃苦耐劳。 

按照李嘉图的要素禀赋理论，中国出口强盛，除了有自然资源这一要

素资源外，规模庞大的劳动力要素确实也是一大优势，但同样劳动力规模

庞大的印度，出口在全球的排名却比较靠后，出口额与中国的一个城市如

深圳相差无几；而人口与资源优势都匮乏的日本及韩国，却同样能够成为

出口大国和强国，原因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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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恐怕与儒家文化多少有点关系，因为儒家文化提倡勤勉敬业。时至

今日，我国劳动时间依然名列全球前茅。 

全球主要国家工作时长（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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