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银行”战略的实质:服务还是控制?
———兼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反思

李　华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世界银行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推出了“知识银行”战略,这一战略为其后来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的和平崛起过程中,中国之于世界,不仅需要有自身的经济贡献,更

应该有自身的文化(或知识)贡献,而“知识银行”战略及其发展能为中国提供这样的经验.文

章主要从经济史的视角,试图对“知识银行”战略的推出背景、发展历程、工作机制、影响和实

质进行一个系统的探讨.研究表明:(１)“知识银行”战略推出的背景是“华盛顿共识”的失败

和“知识经济”的兴起;(２)“知识银行”战略主要通过组织机构建设、话语体系构建、知识成果

发布、金融贷款支持和高层培训等五大机制来共同推进与实施;(３)“知识银行”战略具有两面

性:表面上是为传播公共知识,实质上是为“范式维护”和意识形态输出.进一步地,将“知识

银行”战略与当下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反思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１)辩证地看待

来自“外面”的声音,审慎地对待西方理论,并加大自身的理论创新;(２)着力提升中国在全球

性“知识供给机构”中的话语权;(３)中国的国际性金融机构也需要提升自身知识产品的输出

和服务能力.在中国的资本和文化逐步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及其

发展或许能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知识银行;范式维护;国际话语权;经济学理论反思

　　中图分类号:F７４０２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９９５２(２０１６)０９００４１１１
　　DOI:１０．１６５３８/j．cnki．jfe．２０１６．０９．０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６０７
作者简介:李　华(１９８２－),男,江西玉山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一、引　言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世界银行正式推出了“知识银行”战略.概而言之,“知识银行”战
略主要是通过一系列途径来提高知识服务部门及其业务的战略地位,促进“经济发展知识”
的创造、分享、传播和实施,最终达到世界银行自身长期发展的战略性目标.２０年来,虽然

经历了数任行长的更迭,但“知识银行”战略作为世界银行的核心战略之一延续至今,并且在

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仍将得到进一步的推动.

　　研究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在中国成立“亚投

行”、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之于世界,不仅需要有

自身的经济贡献,更应该有自身的文化(或知识)贡献;而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为中国未

来的文化“软实力”提升提供了一个思路.另一方面,“知识银行”战略正式推出之后,世界银

行与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热点难点问题等方面的合作力度不断加大.比如,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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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发布的«２０３０年的中国:建设一个现代、和谐、创新和高收入的社会»,不但研究了

“改革什么”的问题,而且还就“如何改革”提出了系统的政策建议和行动框架.而且“知识银

行”战略的很多项目是和中国的官方智囊机构合作完成的,必然会对中国的决策层和改革进

程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因此,必须加强对世界银行“知识银行”战略的来龙去脉、机制实质

等的深入研究.

　　从现有文献来看,虽然国外有一些文献对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的相关方面进行

了分析,但基本上是一些枝节性质的讨论.比如,Stiglitz(１９９９)从全球公共产品的角度论述

了知识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国际上开展知识合作的意义;Plehwe(２００７)和Enns(２０１４)
讨论了为什么世界银行在知识的供应上会偏爱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Kramarz和 Momani
(２０１３)分析了世界银行作为知识供应者的合法性问题.但是,这些文献缺乏一个系统性的

综合框架,这不利于我们全面和深入地把握“知识银行”战略.而国内则还没有文献对世界

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进行探讨,这就使得我们对这一可能影响中国经济学学科发展和中

国未来经济改革发展实践的重大因素,得不到应有的了解和分析.

　　本文主要从经济史的视角,试图对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的推出背景、历程、机制、
影响、实质以及对于中国的启示进行一个较为系统的探讨.研究表明,世界银行的“知识银

行”战略在知识的价值取向、自身的权威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上存在多重两面性,知识

控制背后也隐含着现实的利益诉求和大国霸权.将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与中国的经

济实践和经济学理论建设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１)中国应该辩证地看待来自

“外面”的经济知识和政策建议,而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

将经过实践检验和符合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特征的经验和做法提供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

参考,为多元化的经济增长知识这一全球公共产品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进一步增强中国在

全球经济发展知识体系中的发言权,促进中国及中国主导的金融机构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和

国家战略的实现.(２)中国应该继续借鉴国外一切优秀的经济学理论成果,同时提高对西方

主流经济学理论必要的批判性反思,避免过于简单的教条化和全盘照抄照搬,还应该进一步

强化基于中国实际的经济学理论自主创新能力,更好地为中国的经济崛起提供适应性更强

的理论支撑.

二、历史背景、发展历程与推进机制

　　(一)“知识银行”战略的历史背景

　　世界银行推出“知识银行”战略的历史背景主要包括两大方面:第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世

界银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推动的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政策遭到了失败,各方对世界银行的经济研究能力和权威性提出了质疑和批判,迫使世界银

行必须采取措施予以应对.第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世界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

知识的创造和服务能力对于金融机构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世界银行也试图借助“知识银行”
战略来增强自身的综合竞争力.

　　１．“华盛顿共识”的失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政府

根据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经验,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理论依据,提出了

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等为核心的系列政策建议,并深刻影响了俄罗斯、东欧等转型地

区的经济改革进程.但实际发展结果证明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俄罗斯等转轨国家的经

济发展水平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此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政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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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了很多发展中国家贫富分化扩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引来了

大量反对世界银行的声音,批评其由少数经济专家和高层人员“自上而下”地开出的经济“药
方”没有考虑到各个地区的特殊性,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放之四海而皆准”视为理所当

然.这实际上也是对世界银行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发展援助机构的经济理论研究能力、政策

制定水平及其对各地经济发展特点了解程度的一种质疑,给世界银行的公信力、权威性造成

较大的负面冲击.少数极端的声音甚至要求取缔世界银行(Plehwe,２００７).因此,通过“知
识银行”战略,不断提高世界银行在经济发展知识方面的综合研究能力和运用水平,是一种

灵活、必要的纠错行为.

　　２“知识经济”的兴起.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
在经济学界的影响逐渐增强.“新增长理论”是将知识和人力资本放在经济增长的核心地

位,主张通过“干中学”和知识外溢等来实现收益递增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以后,借助信息技术革命的成果,依靠知识的积累、创新和广泛应用,美国进入了一个高增

长、低通胀、科技进步快、经济效率高、资源全球配置的新经济时代.经济理论和发展实践都

表明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已经跨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在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一个机

构如果不具备获取和分享知识的能力,就会失去它的比较优势(Grant,１９９６).世界银行正

是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趋势,试图通过实施“知识银行”战略,不断增强经济知识的积累和创新

能力,更好地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增长的知识需求,更大程度地优化金融产品的供给

范围和结构,最终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占据更加有利的竞争地位.

　　(二)“知识银行”战略的发展历程

　　实施至今,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推动起步期、短暂

低潮期和快速发展期.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为推动起步期.世界银行首次提出“知识银行”的概念是在１９９６年的世界

银行年会中.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詹姆斯沃尔芬森在年会演讲中提出,要利用世界银行在

跨部门、跨国经济发展知识的研究和推广方面的独特经验,借助信息技术革命所提供的有利条

件,提高世界银行在世界范围内收集与经济发展相关的信息和经验的能力,并与其顾客进行分

享,最终使世界银行成为一个“知识银行”(knowledgebank)(James,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世界银行

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了首届全球知识大会(GlobalKnowledgeConference),邀请了众多国

家领导人、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学者,探讨如何将信息技术的发展成果和南方发展中国家的经

济发展努力结合起来.１９９８年,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将该年度的«世
界发展报告»(WorldDevelopmentReport１９９８/１９９９)的主题定为“为了发展的知识”
(knowledgefordevelopment),系统论述了知识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方面的作用,为
世界银行打造“知识银行”战略做了系统的基础性理论铺垫(WorldBank,１９９９).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为短暂低潮期.２００５年保罗沃尔福威茨接任世界银行行长之后,“知
识银行”战略在世界银行中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知识银行”战略的推进也被暂时搁置.但

沃尔福威茨的任期较短,２００７年他就从世界银行离职了.

　　２００８年至今为快速发展期.罗伯特佐利克接管世界银行之后又重新恢复了“知识银

行”战略在世界银行议事日程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知识是发展有效性的关键,是成功的

发展机制的驱动器”,并将知识创造作为世界银行机制改革的一个优先考虑(Enns,２０１４).

２００８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得世界各国对于可靠和值得信赖的经济发展知识的需求越发强

烈,世界银行相对强大的经济研究能力和长期积累的经济知识储备,正好填补了这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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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世界银行重新回归重视“知识银行”战略的轨道,多方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Enns,

２０１４).２００９年,世界银行在展望其“知识银行”战略远景时,将知识视为２１世纪的“核心的

战略性资产”.与沃尔芬森任期的后期相比,世界银行投入在“知识银行”战略相关活动上的

经费由占年度总预算的２０％左右,上升到超过３０％ (WorldBank,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金墉就任

世界银行行长之后,“知识银行”战略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推进.为了成为全球最好的理念、
知识和发展经验的来源,２０１４年世界银行创立了全球实践和跨部门解决方案.通过这些新

措施,世界银行试图找到并提供基于国别需求的解决方案,实现全球最佳的专业知识与国别

知识的结合,助力其全球领导力的打造(WorldBank,２０１５).

　　(三)“知识银行”战略的推进机制

　　从以往的实践来看,世界银行主要是通过组织机构建设、话语体系构建、知识成果发布、
金融贷款支持和高层培训等五大机制来共同推进“知识银行”战略实施的.

　　１组织机构建设方面.世界银行强化了专门负责经济学知识创造和应用服务的机构

在内部组织架构中的地位,如副行长级别的发展经济学局(DEC)在世界银行机构内部起着

十分重要的领导作用.同时,世界银行还设立了全球性的知识收集、生产与分享网络:全球

发展学习网络(GlobalDevelopmentLearningNetwork)———主要提供视频会议和远程学

习;全球发展网络(GlobalDevelopmentNetwork)———主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提

高研究经济发展的能力;发展之门(DevelopmentGateway)———主要为经济发展和脱贫提

供在线信息和咨询服务等.虽然这几个机构后来从世界银行体系中独立出来了,但仍然在

资金等方面与世界银行保持着特殊的密切联系.上述组织机构的建设,为世界银行的经济

学知识创造能力提升和“知识银行”战略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和载体支撑.

　　２话语体系构建方面.一方面,世界银行创造了诸如“发展中国家陷阱”等被全球广泛

使用的经济学“概念”,提出了“世界发展指标”等关于发展的数据与标准体系.这些经济学

概念、数据和标准,无论是被有关国家政府、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大规模引用或报道,还是

引发了一些不同角度的争议,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世界银行在经济增长领域的影响力;另
一方面,世界银行还与联合国有关机构(特别是经济和社会事务等部门)在促进“南南”知识

合作、发展中国家能力开发等方面进行合作,推动知识转让和各国互相学习.借助联合国、
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的独特公信力和权威性,世界银行在构建经济学知识话语权上面

的“软实力”无疑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３知识成果发布方面.世界银行每年定期发布«世界发展报告»(WorldDevelopment
Report)和«全球经济展望»(GlobalEconomicProspects)等报告,这些报告既是知识创造的

最终成果,也是知识分享和传播的具体途径,在各自领域内影响很大.与此同时,世界银行

还定期召开大量的国际会议.比如,最早在美国华盛顿和欧洲举行,２００３年以后也在发展

中国家召开的“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度会议”(AnnualBankConferenceonDevelopment
Economics),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于经济发展的新知识讨论的系列会议之一.更值

得一提的是,世界上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学者除了要熟悉世界银行创造的相关经济学知识

外,还要争取被邀请参加世界银行举办的经济发展问题会议和在世界银行的相关经济学期

刊上发表文章,才能在国际发展经济学界获得正统性和可信性(Clair,２００６).

　　４金融贷款支持方面.比如,２０１０年世界银行建立了一个创新机制,为发展中国家提

供小额贷款以扶持知识和经验交流项目.世界银行在确定对哪些知识项目进行资金支持

时,必然带有自身的价值判断标准,也会将自身创造的知识通过这些交流项目进行传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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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少发展中国家为了得到世界银行提供的所需资金,也会情愿或被迫接受这些经济学知

识在国内的传播和推广.实际上,贷款资金为知识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而知识反过来又

可以用来验证世界银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贷款项目的合理性.贷款“硬实力”和知识

“软实力”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关系.

　　５高层培训活动方面.世界银行还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高级政府官员、研究机构的专

家学者等进行经济发展知识的传授和研究能力的培训,这不但为世界银行提供了知识传播

的渠道,从而提高了相关经济发展知识的国际关注度,而且还在更深层次上影响了发展中国

家中具有决策权和影响力群体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的形成,并通过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

施进一步将相关经济知识更加持久地扩散到各国内部的其他社会群体.

　　综上所述,“知识银行”战略是世界银行为应对外部质疑和“知识经济”浪潮而提出的.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实施以来,虽有极为短暂的停滞期,但总体上呈现出一个快速发展的

趋势.从推进机制上看,世界银行综合运用了组织机构、金融贷款和高层培训等有形途径以

及话语体系构建和知识成果发布等无形途径.

三、实质:为传播知识服务还是知识控制

　　(一)“知识银行”战略的多重两面性

　　总的来看,由于“知识银行”战略提供了经济发展所需的部分关于经济学知识的公共产

品,但是其不少经济学知识却具有一定的价值倾向,因而该战略具有多重两面性.

　　一方面,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关于经济增长的知识实际上是一种公共产品.由于经济发

展水平较低、教育资源缺乏、科研机构研究能力不强等多种原因,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关于

促进经济增长的系统性经济学知识,因此,需要一个权威的国际性机构来承担类似于一国中

央政府的角色,提供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等属性的公共知识产品,以弥补全球经济学知

识市场的失灵状况.从提供公共产品的角度来看,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在很大程度

上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世界银行拥有丰富的专家、数据、信息等研究资源,是世界上最大的

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机构,同时又具有长期援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实践经验.借助“知识

银行”战略,世界银行确实能够创造出不少具有较高质量水平的经济发展知识,并通过政策

咨询、成果出版、交流培训等知识分享活动,使得发展中国家不但可以获取那些具有共性和

普遍性的经济发展知识,从而节约很多不必要的重复性研究工作,而且可以对世界各地的发

展经验和知识进行比较借鉴,利用全球的知识和实践以找到最好的解决本地问题之道,避免

或少走一些弯路.

　　另一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银行在推进“知识银行”战略时生产和分享的是以某

种特定的经济思想为基础的知识.一般而言,世界银行认可的知识具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

这些知识能够支持和维护世界银行的经济发展愿景,其中很重要的是自由化和私有化;二是

这些知识是绝对普遍性的而不是有争议的或根据具体情况决定的;三是这些知识的来源是

非对称的,主要由发达国家提供,发展中国家不具备生产这些知识的能力,只能被动地等待

(Enns,２０１４).通过对经济学知识的定义,世界银行将发展中国家和其他不同的声音排除

在经济学知识生产的范围之外,以维护其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知识生产者的垄断地位,使世界

经济发展问题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其手中.

　　在世界银行内部,有一整套“范式维护”(paradigmmaintenance)机制,用以筛选世界银行

支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知识和反对其他不同思想来源的经济学知识(Wade,１９９６).以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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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知识银行”战略的发展经济学局(DEC)为例,该局主要有６个途径来实现“范式维护”机
制(Broad,２００７):其一,员工雇佣选择.虽然该局的员工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大多数从事经

济发展研究工作的员工都是在美国或英国的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教育背景和学术训

练过于单一,很容易受美国和英国经济思想的潜在影响.其二,职位晋升要求.为了获得好

的职业发展前景,经济学家需要将研究成果转化成实际操作的项目.如果经济学家持有非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话,这些都很难实现.其三,对规则的选择性执行.研究人员需要在

世界银行的内部期刊上发表论文,虽然相关期刊都声称需要外部评审,但是如果论文是对自

由主义持反对态度的话,就会不断地被要求重新修改,直到作者放弃出版的机会.其四,忽
略不和谐的声音,对一些外部的批评声音视而不见.比如,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开始,外
部就对世界银行基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推出的一些项目所带来的经济、生态和社会

发展等负面效果给予了大量的批评和异议,但世界银行对此不为所动,仍然固执地维护新自

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主导地位.其五,选择性地展示数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只展示那些能够

证明其观点的数据,而有意地忽略那些与其结论相违背的数据.其六,其他部门的协助.世

界银行的对外事务部(ExternalAffairsDepartment)拥有资金和媒体联络等资源,可以将

支持世界银行观点的专家向全世界进行推介.

　　因此,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存在着三重两面性:第一重两面性体现在其经济学知

识本身的两面性上.它确实给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提供了比较稀缺的、具有某种公共产品属

性的发展知识,但同时它所供给的不少知识产品却打上了少数西方发达国家鼓吹的新自由

主义烙印,经济发展知识的客观性受到了很大的削弱.第二重两面性体现在对发展中国家

影响的两面性上.它对于世界经济发展问题的解决,有很多积极意义,但也因过度推崇新自

由主义而给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生态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少负面作用.第三重两面性

体现在对于世界银行自身影响的两面性上.该战略无疑让世界银行拥有了强大的知识生

产、传播和分享能力,因而也具有一般金融机构所没有的独特比较优势和巨大综合竞争力,
但其运行过程中的价值倾向性和知识来源的单一性,也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世界银行的权威

性、可靠性和公信力.

　　(二)知识控制的背后

　　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为什么要通过“范式维护”机制成为经济发展知识的控制

者? 其原因可以归结到世界银行自身和其最大控股股东美国的身上.

　　首先,从世界银行的角度来看,控制特定的经济发展知识,有利于维护自身的利益.以

１９９３年世界银行出版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报告为例,世界银行与日本方面

在关于东亚经济奇迹的经验总结上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日本方面认为东亚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主要是因为政府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引

导角色;但世界银行坚决反对日本方面的思想,强调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在东亚经济奇

迹中发挥更关键的作用.世界银行之所以反对日本的观点,主要出于如下几个自身利益的

考虑:一是当时日本通过政府贷款已经成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最大的资金供应方,如果世界

银行承认日本的思想,会使得该地区对日本的政府贷款需求变大,而世界银行贷款的吸引力

则会相对下降;二是日本更加强调政府作为资金的接收国,这违背了当时世界银行强调的金

融自由化的主张;三是如果接受与世界银行观点不一致的日本方面的思想,那么世界银行的

声誉会受到很大影响,并使其难以继续从国际金融市场以较低的利率融资.经过双方的多

次博弈之后,最终的报告对两种观点进行了调和,既从总体上认可世界银行主张的市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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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也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日本主张的政府作用(Wade,１９９６).

　　其次,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其对世界银行的经济发展知识进行干预,既是必要的,也是可

行的.通过世界银行传播新自由主义发展政策,有利于美国的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其主

导的国际机构进入各个发展中国家扩张势力,有利于实现美国推动世界民主化的国际战略,
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也是美国经济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是世界银行

最大的资金供应国,美国国会和财政部对世界银行的行长保持很强的控制力,世界银行总部

也坐落在美国,因此美国可以通过多种机制对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进行干预(Gwin,

１９９７).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被迫辞职就是具有代表

性的一个例子.当时,斯蒂格利茨在公开场合多次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埃塞俄比亚的

政策,而该政策是美国财政部大力支持的;另外,斯蒂格利茨还反对美国财政部的国有企业

私有化、国际投资自由化等弱化政府作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观点.因此,美国财政部高层要

求时任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解除斯蒂格利茨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职务,并威胁如果

不这样做,沃尔芬森将难以获得第二任世界银行行长的任命(Wade,２００２).最终,沃尔芬森

不得不迫使斯蒂格利茨辞去了首席经济学家的职务.

　　综上所述,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在知识属性、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和对自身的影

响上都具有两面性,造成这种多重两面性的直接原因是其知识的价值倾向性,而根本原因则

是世界银行的自身利益和美国政治经济霸权下的国家利益诉求.

四、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反思

　　(一)“知识银行”战略的直接启示

　　１中国要辩证地看待被普遍认可的“权威”国际机构所提供的“知识”.从“知识银行”
战略中不难看出,来自于国际机构的经济学理论并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意识形态、政治经

济利益、大国国际战略等因素也往往包含在理论的建构之中.而且,经济学知识的传播也不

是完全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实现的,西方大国也经常通过对国际机构的霸权干预

来宣扬其认同的经济学理论,而压制其不认可的经济学理论.就像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

塞斯所说的那样:“经济观念在公共事务的决定上所发生的主要作用,可以解释一些政府、政
党和压力团体为什么一心一意地要限制经济思想的自由.他们是要宣传‘好的’学说,同时

不让‘坏的’学说声张.”①因此,中国不能过于轻信所谓“权威”国际机构的那些经济理论和

政策主张.实际上,就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也不认可过度依赖某些特

定来源的经济思想,他说道:“对于丰富我们的知识来说,与依赖几个特定的机构相比,自由

竞争市场是一条更加安全的途径.”②

　　２中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全球发展网络等全球性知识供给机构中的话

语权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如前文所述,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在提供经济学知识公共产品

上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借此极大提高了自身的话语权和综合竞争力.就中国而言,中
国在提供全球经济发展知识上的贡献和影响力,与中国过去３０多年来对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和贫困削减上的巨大贡献和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经济地位严重脱节.中国应

该加强在这些国际性经济学知识供给机构中的人员数量和层次,并对一些具有全球重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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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和前沿性的经济发展研究项目提供更多的研究资助,以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知识

话语体系中的影响力,并向世界提供经济发展的中国视角、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这也有助

于改变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知识市场由西方国家垄断的局面,从而丰富经济发展知识产品的

多元化供给水平,通过知识市场中的充分竞争,找到最优的关于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案.而

且,加强在国际机构中的影响力,还有助于宣传中国的经济发展理念.正如米塞斯所说的:
“最好的学说,如果得不到舆论的支持,也就无用、也就行不通舆论的权威不仅是决定经

济学在思想和知识的复合体所占的独特角色,它也决定人类史的全部过程.”①

　　３中国的金融机构以及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

边金融机构也要继续提升自身经济发展知识产品的服务能力.目前中国的金融机构在解决

方案提供、政策咨询、经济研究分析等经济发展知识的创造和服务方面还处于初级阶段,与
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以及德国、日本等国家的金融机构相比,在知识供

给的服务水平上还有一定差距.在知识创新需求日益强烈的“知识经济”时代,增强知识产

品的服务种类和服务水平,既是中国以及中国主导的金融机构自身业务能力提档升级的内

在要求,也是进一步提高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竞争能力的必然举措.另外,通过中国及中国主

导的金融机构提升自身经济发展知识的服务能力,可以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南方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学知识交流.在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的大趋势下,加大向

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技术援助、规划制定和解决方案,通过研究技能

培训、信息分享等途径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研究能力,还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家“软
实力”和在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影响力,增进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促进“一带一

路”等国家战略的实施.

　　(二)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反思

　　从经济学理论反思的方面来看,“知识银行”战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世界银行生产的有关理论和政策的知识,但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得出一个比较明确的

结论:来自于国外的经济学理论往往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和权力干预,这对于正确理解和更好

地克服我国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几度出现的“苏联范式”和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盲目崇

拜现象,保持对国外主流经济学理论必要的审慎态度和适当的反思能力,具有十分明显的启

示.同时,既然不能照抄照搬来自于国外的主流经济学理论,那么中国就应该加强自身的经

济学理论创新能力,逐渐改变长期依附西方经济理论的尴尬境地,不断提高在经济学理论上

的国际话语权,为中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崛起提供更多符合国情的理论支撑.

　　首先,应该对来自国外的经济学理论保持必要的审慎态度,提高经济学理论的反思能

力.米塞斯说过:“在人类知识方面,没有‘完全’这样的东西.在人类其他的任何成就方面,
也没有什么可叫做完全的.人不是全知的.即令那似乎可以完全满足我们求知欲的最精致

的理论,也会有一天要修改或被一个新的理论替代.”②因此,对于任何一个西方主流经济学

理论,在看到其理论解释力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从经济史的角度来

看,中国有一段时间过于迷信苏联的计划经济理论,丧失了必要的经济理论反思能力,使得

中国的经济实践走过了一段崎岖艰难的道路,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与之相

反,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清醒地对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持审慎的反思态度,不生搬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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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某些理论教条,才没有像苏东、拉美等地区那样走上激进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之路,
而是基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特点,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渐近式改革”发展之路,取得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其次,应该加强中国在经济学理论上的自主创新能力.理论创新无论对于一个学科的发

展,还是对于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德国、美国等世界大国的经济崛

起历史也可以证明这点.１９世纪后半期至２０世纪初,英国是世界经济的霸主,当时主流的经

济学理论是主张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学,但是德国、美国都坚持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

走本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之路.从德国来看,“德国历史学派不仅是经济学自主创新的优秀代

表,而且,它也是致力于国家崛起的国民经济学的重要先驱”,①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为代表

的德国历史学派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体系”等理论,强调了一国特有因素对经济发展

与经济政策的巨大影响,并提出了落后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从美国来看,美国经

济学家当时也认识到古典经济学不符合美国经济崛起的需要,于是他们结合美国实际对来

自国外的经济学理论进行了“美国化”的改造,最终实现了经济学理论的自主创新.比如,凡
勃伦创立了美国制度主义经济学流派,克拉克也完成了始于欧洲的边际革命(张林,２０１１).
在经济政策上,美国也没有听从英国自由放任的信条,而是自主地实行符合本国发展阶段特

征的贸易保护主义、制造业幼稚产业扶持等政策,实现了美国经济的崛起和对英国的赶超.
因此,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由于中国在政治经济体制、人口规模、社会传统、
国际环境、主要经济矛盾等方面与其他国家存在很大的不同,不可能完全借用其他国家的经

济理论作为指导,理应批判性地总结国内外的经济学思想成果,并基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

经验和历史文化底蕴,提炼出能够解决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

的经济学理论,实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经济崛起实践的相互促进.

　　综上所述,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对于中国的经济实践和理论反思都具有重要的

启示.恩格斯曾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②在

中国经济崛起和经济学理论崛起的伟大征程中,这种反思性的思维意识和能力更显重要.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主要从经济史的分析视角,尝试性地对世界银行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推动

的“知识银行”战略及其启示进行了论述和探讨.通过对“知识银行”战略的历史背景、发展

历程、推动机制以及实质的研究可以发现,２０年来该战略总体上保持在快速发展的通道上,
而且该战略在经济学知识的客观性、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效性以及对于世界银行

自身的影响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两面性.之所以会出现看似矛盾的多重两面性,根本原因

在于世界银行自身的利益诉求及其背后的最大股东美国的利益诉求和霸权干预.

　　从“知识银行”战略中还可以得出对于中国经济实践和经济学理论反思的启示.在实践

方面,中国应该对传统上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客观权威的国际机构所提供的经济学知识的

价值倾向性有所认知,不可盲信与盲从其提出的政策建议;同时,中国应该利用３０多年经济

改革发展取得的成功经验,增强在全球性的知识生产机构中的影响力,提高经济学知识供给

的多元化水平和中国话语权.另外,中国主导的国际性金融机构也应顺应“知识经济”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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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潮流,全面强化经济学知识产品的服务能力,更好地应对国际金融市场上机构之间日益激

烈的“立体化”竞争,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并为加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知识交流、夯
实“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国际合作基础做出更大贡献.在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反思方面,
中国作为经济学理论的“净进口国”,应该对来自国外的经济学理论保持适当的审慎态度,加
强对国外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必要反思;与此同时,中国还应该借鉴德国、美国等其他国家的

崛起经验,不断提高经济学理论的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共同

崛起.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１)全面梳理了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为我们认识该战

略提供了一幅较为完整的图景;(２)为中国的文化(或知识)输出以及经济学反思与创新提供

了思路和借鉴.当然,本文对“知识银行”战略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１)经济学知识

在供给和需求上的不平衡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不健全,因此可以从“知
识银行”战略的视角对国际机构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上的价值与局限等方面展开分析;
反过来,也可以研究如何通过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来克服目前国际机构在知识供给上的

多重两面性和霸权干预等问题.(２)除了世界银行之外,联合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

性政府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与亚洲开发银行等区域性组织以及德国与日本

等国家的金融机构都试图提供经济知识产品与服务,因而可以就它们之间的共同点、特殊性

等进行比较分析.(３)如何将中国的实践经验与文化理念配合“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实

施也有待进一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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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ssenceofKnowledgeBankStrategy:
ServiceorControl? DiscussiononChina’s

EconomicsTheoryReflection

LiHua
(SchoolofEconomics,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１００８７２,China)

　　Abstract:TheknowledgebankstrategylaunchedbytheWorldBankinthe１９９０shas
madegreatcontributionstoitslaterdevelopment．IntheprocessofChina’speacefulrise,

Chinanotonlyneedstohaveitsowneconomiccontributiontotheworld,butalsoshould
haveitsowncultural(orknowledge)contributiontotheworld．TheknowledgebankstratＧ
egyanditsdevelopmentcanprovideChinawithsuchexperiences．ItattemptstosystematiＧ
callyanalyzethehistoricalbackground,developmentstages,functionmechanisms,effects
andessenceoftheknowledgebankstrategymainlyfromtheperspectiveofeconomichistoＧ
ry．Itcomestotheconclusionsasfollows:firstly,thebackgroundofthisstrategyisbased
onthefailureofWashingtonConsensusandtheriseofknowledgeeconomy;secondly,this
strategyispromotedbyfivemechanisms,namelyorganizationalinstitutionconstruction,

discoursesystem building,intellectualachievementspublication,supportfrom financial
loansandhighleveltraining;thirdly,thisstrategyhasatwosidedfeature,thatistosay,it
ishelpfultospreadpublicknowledgeonthesurface,butisessentiallyforparadigmmainteＧ
nanceandideologicaloutput．Furthermore,linkingthestrategyofknowledgebankwith
presentChina’seconomicstheoryreflection,wecangetthefollowingenlightenments:

firstly,weshouldholdadialecticalviewoftheoutsidevoice,treatwesterntheoriespruＧ
dentlyandimproveourowneconomicstheoryinnovation;secondly,weshouldmakegreat
effortstoimprovetheChinesevoiceintheglobaleconomicknowledgeproductioninstituＧ
tions;lastly,Chineseinternationalfinancialinstitutionsshouldenhanceoutputandservice
abilitiesoftheirownknowledgeproducts．IntheprocessofChina’scapitalandculturegoＧ
inggraduallytowardstheworld,theknowledgebankstrategyoftheWorldBankandits
developmentmaybeabletoprovidecertainenlightenmentsforthepeacefulriseofChina
andthepromotionofChina’sinternationaldiscoursepower．
　　Keywords:knowledgebank;paradigm maintenance;internationaldiscoursepower;

economicstheory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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