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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社会主义思想被提出以来，对于是否能实现

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实现的争论不断，到20世纪30年
代，由米塞斯、哈耶克和兰格发起的“社会主义计算”

大辩论把该争论推向了高潮。这一辩论涵盖了从经

济学的角度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种种方面，辩论的

关键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实现理性社会计算的问

题。兰格在此次辩论中首次提出在计划经济的体制

下应用市场机制力量的思想，即计划与市场相结合

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沿着这一思路，后来从事社

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学者不断对如何更好地实现两者

的优势互补进行探索，探索的重点包括价格形成、资

源配置、收入分配和公有制形式等多个方面，这一探

索过程形成了后续各阶段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在关于“市场-计划”后续研究发展的时间线上，

另外两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正在发生：一件是经

济学理论的发展和深化，这条线和争论的后续发展

交织在一起，是推动关于“市场-计划”理论发展的动

力；另一件则是计算机技术的出现和快速更新，特别

是信息时代的到来，较少的学者对这条线和计划经

济理论的关系表示关注，而本文认为这将成为实现

有效计划模式的新突破点。因此，本文将结合“社会

主义计算”大辩论之后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

经济理论发展史和计算机技术革命史来分析重新构

建“兰格模式”的可能性。

一、兰格-米塞斯争论

(一)争论概述

“兰格-米塞斯”争论或称为“社会主义经济计

算”争论始于1920年，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

发表论文《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经济核算》为标志，该

论文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进行理性经济计

算。对于整个争论的过程，二战后的早期新古典经

济学家做出了较为一致的总结。①②根据 Bergson
(1948)的经典版本，1920年和1922年，米塞斯发文对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坚决地认为

在“取消市场，取消了商品和货币交换”的情况下，不

可能实现合理的经济计算；然而该文中存在一定的

不足——仅从理论上考察了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可

能性。而早在1910年左右，帕累托(Pareto)和巴罗内

(Barone)已经给出了与“米塞斯不同的答案”，③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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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说明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下资源的最优配置

和完全竞争市场体系是没有差别的，都是要实现瓦

尔拉斯一般均衡。因此，米塞斯的继承者哈耶克和

罗宾斯以“更加精细的形式”吸收了米塞斯的思想，

从理论逻辑上承认了社会主义计算实现是可能的，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中央计划局没有能力求解所有

的均衡方程，而市场机制可以通过自动调节实现最

优均衡解”。④但这样的说法难以让人信服，于是社

会主义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Lange)于 1938年针对

米塞斯和哈耶克论文中的不足发表了著名论文《社

会主义经济理论》，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说法进行了

全面的反击，该论文在前人思想和“对竞争市场上均

衡的决定”分析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市场和计

划相结合方式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即著名的“兰

格模式”，并清晰地阐述了实现“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的方法和步骤。

“兰格模式”是坚持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

上，保持消费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其中“消费

品的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工资由市场决定并由存

在的工资交涉机关调整，投资率或积累率由中央计

划机关确定，并通过控制资本的利率实现在均衡状

态下达到积累率的目标”，⑤工业品定价则由巴罗内

提出、泰勒发展的“试错法”五步程序决定；⑥为了实

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生产部门将遵照以下两个规则

计算产出：“选择平均成本最小的要素组合，根据使

边际成本等于价格的原则选择生产规模”。在收入

分配方面，兰格认为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目的是达

到社会福利最大化，为此，要分别达到收入对于每个

劳动者来说“实现边际效用相同”和“不同职业中劳

动的边际产品价值的差别等于他们职业中涉及的边

际反效用的差别”。

(二)争论的后续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争论并没有就此停歇，

如“兰格模式”提出之后，哈耶克就在《社会主义的测

算》一书中，分别针对“兰格模式”的“试错法”、“工业

价格由中央决定而消费品价格与工资由市场决定的

原因”提出质疑。但是古典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兰

格模式”赢得了这场争论，并开创了探索市场社会主

义理论的时代。

因此，罗默把上述的争论归纳为市场社会主义

思想史的前三阶段，⑦并把之后的发展归纳到第四、

第五阶段。

罗默认为第四阶段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市场改

革时期相联系，包括 1950年以后的南斯拉夫；1968
年引进‘新经济机制’后的匈牙利；开始于1978年的

农业非集体化以及随后一系列改革的中国”，此阶段

布鲁斯(W. Brus)、奥塔·锡克(Ota Sik)、科尔奈(Janos
Kornai)和诺伍(Ales Nove)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布鲁斯的思想核心是分权的“含有受控制市场

机制的计划经济”，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有：经济决策

多层次化、废除强制性的指令计划、以买卖双方自由

合同关系来分配资源、货币在国营经济中也起积极

作用、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建立联系，强调了分权、

企业、货币和真实市场的作用。⑧

奥塔·锡克则分别在《第三条道路》《民主的社会

主义》《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等著作中阐述了“以

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分配计划”模式，即：国民发展目

标的过程民主化，以市场为基础实行国民经济的分

配计划，调控分配比例；企业经营民主化，直接面向

市场。⑨

科尔奈则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运用非瓦尔拉

斯均衡方法分析社会主义普遍且长期存在的经济短

缺的原因，在研究企业行为的基础上揭示了产生短

缺的原因不在于政策失误，而在于使企业预算软约

束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⑩诺伍在著作《可行

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基于苏联经验，以及匈牙利、

南斯拉夫、波兰和中国的改革等社会主义实践的案

例分析，提出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该模式保

持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但允许民营经济的存在，同

时强调在社会和政治上的民主。

第五个阶段为东欧社会主义时代结束之后的当

代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到 20世纪 80年代，对于“社

会主义计算”争辩的分析，出现了一个不同于经典版

本的改进版，改进版认为争论的两方其实回答了不

同的问题，兰格的反击是基于建立静态的瓦尔拉斯

均衡，而奥地利学派则认为计划经济体系下不可能

实现动态的均衡，虽然静态均衡实现是可能的，但是

和现实情况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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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欧社会主义时代结束和对“兰格模式”的反

思的双重刺激下，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争辩被点

燃，这场当代新发起的大辩论刺激了很多学者参与

其中，研究计划制度的实现方式和竞争市场的替代

机制，于是一系列新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在辩论中

诞生。

第五代模式不再坚持“兰格模式”的公有制假

设，保留第四代模式的市场系统中的有效机制，在此

基础上通过不同种类的财产权来引导企业追求最大

化利润，同时又设计一个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主

要的贡献来自于约翰·罗默和帕拉比·巴德汉(Ro⁃
emer and Bardhan)、詹姆斯·扬克 (James A. Yunker)、
大卫·米勒(David Miller)、大卫·施韦卡特(David Sch⁃
weickart)等。

其中约翰·罗默和帕拉比·巴德汉 1994年在《社

会主义的未来》中提出了著名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

义”，这种模式把“市场体制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力

量结合起来”，因此“这种新模式既要考虑效率又要

考虑平等”。该模式建立起一种独特的“证券”形式

公有制，即将全国所有企业的资产以证券形式平等

地分配给所有成年公民，公民通过证券平等地分配

企业的利润，他们可以交换股票，但不能变现，死后

证券交公；国家则对投资形式和投资程度进行计划，

银行独立于政府，成为国家和企业管理层之间建立

经济责任制的重要中间层。

詹姆斯·扬克 1992年在《修正的现代化社会主

义：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方案》中提出，建立“在短

期，而且在长期内都要获得至少与现代资本主义经

济体系相同的经济效率，同时，它还将使资本财产收

入分配远比现行资本主义表现出来的更加平等和公

正”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基本理论主张包括：实行

生产资本公有制，公有企业的利润以社会红利的形

式分配给社会成员，公有企业要实行高度自治。

大卫·米勒认为社会主义需要市场的原因有：市

场中的价格机制既是一种信息体系，又是一种激励

制度；市场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自由；市场可以促

进更大的民主。因此，提出“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

义”模式，即：资本所有权社会化，每个企业都由其内

部工人进行民主控制，国家实施经济调节功能。

大卫·施韦卡特认为“其他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或

是缺乏民主(如罗默的模式和扬克的模式)，或是缺乏

效率(米勒的合作制模式)”，应建立“真正的和可以实

现的社会主义”，即经济民主模式，包括：企业由其劳

动者进行民主管理，资本金和现有消费资料的配置

方面由市场决定，通过企业纳税而不是个人储蓄来

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在“市场社会主义”争论激烈进行的同时，全球

经济的实践展现了一幅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抛橄榄

枝的画面，罗默总结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做出重

大让步的四个现象：一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公有成分

的份额一直急剧增长；二是北欧社会民主政体社会

与经济的成功，证明了从实质上把资本主义国家的

收入分配转向平等而不会产生难以接受的减少利润

最大化刺激的可能性，即在可接受的较低效率的范

围内，让收入分配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由；三是东亚战

后时期的发展“奇迹”，显示了政府广泛干预经济而

不减轻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的竞争约束的可能性；

四是发达的法人资本主义已经证明，企业管理中复

杂的委托——代理问题能够解决，这并不比第五代

市场社会主义的建议中企业面临的问题简单。

(三)评析

本文认为对“社会主义计算”争辩评析的关键是

要问对问题，即要问的是为什么计划经济制度需要

市场作用；以及为什么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需要计划

机制，即市场和计划各自的作用和不足在何处。最

终回答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设计出一种经济制度，

融合两者的优势并克服其不足，并且这种制度既符

合理论上的逻辑，又具有实践上的可能。

为什么需要市场的作用？在奥地利一派，他们

认为自由市场上自发形成的价格，是一种传递信息

的机制，它能够引导生产者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变化

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及时进行经济核算，在此基础之

上，不断对生产决策做出调整，最终实现合理的生产

来满足消费需求。一旦没有市场，将不会形成价格，

理性的社会计算也不会实现。在社会主义一派，作

为最先选择消费品市场自由的社会主义学者兰格，

他意识到“中央计划机构不可能拥有关于每个消费

者将愿意对每样商品付出多少钱的信息来进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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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这样的信息太多而无法搜集，因此需要实际的市

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均衡”。之后的社会主义

研究者便在消费市场自由的基础上，不断增加市场

的因素，如通过买卖双方自由合同关系来分配资源，

肯定货币的积极作用，选择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分配

计划。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学者认为市场是实现社会

主义生产效率的手段，保障社会主义只需坚持某种

形式的公有制，这种公有制并不是集中制，而是一种

全民的、有助于实现公平的公共所有制。

为什么需要计划？社会主义学者认为，一是通

过计划可以减少或消灭由于资本主义的恶性竞争带

来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资源浪费；二是公有制是产

生平等的基础，通过公有制的收入分配政策可以消

除收入分配不平等，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三是通过

有计划的国家投资克服市场失灵，可以实现积极投

资的外在因素(如研究和发展以及在教育上的投资)，
可以建设公共事业和形成对不完全市场的补偿。

因此，提出和捍卫一种把市场机制的力量和社

会主义的力量结合起来的新的经济模式，这种新模

式既要考虑效率，又要考虑平等。这种模式首先要

求企业的生产是准确地按照消费需求的信息进行，

及时满足需求，克服经济周期性波动和资源浪费，实

现供需均衡。

二、信息技术革命

(一)信息技术革命

信息技术包括微电子、电脑(硬件与软件)、电信、

广播、广电(opto-electronic)等汇合而成的整套技术，

也包括生物工程以及相关应用，涵盖了20世纪以来

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大部分技术内容。虽然

和信息技术革命密切相关的微电子学、计算机分别

出现在1876年、1946年，但我们更关注20世纪70年
代后的重要信息技术变更，因为只有“在 20世纪 70
年代之后，信息技术才有真正的广泛传播”(Manuel
Castells)。20世纪 70年代后令人振奋的信息技术包

括：1971年，泰德·霍夫(Ted Hoff)发明微处理器(Mi⁃
croprocessor)；1975年艾德·罗伯茨(Ed Roberts)制作

第一台小型计算机；1976年比尔·盖茨(Bill Gates)与
保罗·阿伦 (Paul Allen)应用 BASIC 语言编写软件；

1969年首台工业化电子交换器以及 20世纪 70年代

初整体服务数码网络(Integrated Service Digital Net⁃
work，ISDN)的发明。

到了 20世纪 90年代，更重要意义的变革发生：

万维网技术(World Wide Web，WWW)的发展，使互联

网进入社会的主流，从而“电脑纪元由中央式的资料

储存和处理彻底转变为网络化、互动式的电脑共享

系统，不仅整个技术系统改变了，而且社会与组织的

互动也改变了。此时，另一项重大技术变革应运而

生：分散、孤立的微型计算机和大型主机(Mainframe)
经由共同互联网协定的网络服务器相互连接，计算

能力被共同运用。

21世纪兴起的是一场以网络科学、学科交叉、计

算思维和数据知识化为主要方向的信息科学革命。

在过去的10年内，网络计算能力被全力发掘，人类社

会进入网络化的加速期。到 2010年，全球互联网用

户总数达到 20亿人，手机用户数量达到 50亿人，分

别占全球总人口的33.3%和83.3%(ITU，2010)。与此

同时，信息产业的第三次浪潮也开始孕育，它试图全

面连通因特网上的所有资源，以最终实现基于灵活

的虚拟组织范围的资源共享和协同工作。

(二)第二代网络技术革命

第二代网络技术革命的标志是网格计算技术的

发展。该技术是构筑在因特网上的一组新兴技术，

它将高速互联网、高性能计算机、大型数据库、传感

器、远程设备等融为一体，为科技人员和普通老百姓

提供更多的资源、功能和交互性。网格的功能是让

人们透明地使用计算、存储等其它资源，网格计算所

关心的是：如何在动态的、多机构的虚拟组织中协调

资源共享和协同解决问题。网格计算是对未来网

络共享的设想和规划，现有的网格系统多是针对具

体应用而采用适用的、个性化的框架设计，普及程度

尚不广。

但是，随着“云计算”和“物联网”的发展，第二代

网络技术革命的趋势逐渐明朗。“云计算”是由一组

内部互连的虚拟机组成的并行和分布式计算系统，

能够根据服务提供商和客户之间协商好的服务等级

协议动态提供计算资源。该系统从功能上不仅能

够向用户提供硬件服务HaaS(hardware as a service)、
软件服务 SaaS(software as service)、数据资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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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aS(data as a service)，而且还能够向用户提供“平台

即服务”PaaS(plat-form as a service)，因此用户可以按

需向计算平台提交自己的硬件配置、软件安装、数据

访问需要以寻求相应的服务，就像应用“日常的水、

电等公用基础设施一样简单方便”。“云计算”概念

的提出和技术实现，使得计算能力像普通商品一样

流通和交易，这将极大促进网络资源的融合以及企

业和个人对于网络应用的优化，为真正的网格计算

的实现打下基础。

在促进虚拟资源融合的同时，实物资源和虚拟

资源的融合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物联网”将把物

质世界和电子世界有机连接起来，实现现实世界和

虚拟世界的融合，实现整个社会的人、物、网络全面

融合。“物联网”是由麻省理工学院(MIT)的Auto-ID
实验室提出，是指把所有物体通过射频识别(RFID)
等信息传感设备与互联网连接起来，实现智能化识

别和管理的网络。物联网的实现将让信息与通信技

术的目标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连接任何人，发展到

连接任何物体的阶段(ITU，2005)。物联网一提出便

得到了全球大国的响应：2004年，日本、韩国分别宣

布实施U-Japan、U-Korea战略；2008年，美国宣布实

施“智慧地球”战略；欧盟在2009年制定详细的物联

网行动计划；中国也在2009年正式提出“感知中国”

战略。

三、信息技术革命与经济体系变革

(一)信息技术在经济体系中的运用

信息技术的变革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人们已经把信息技术同火车、电力、电机等技术一起

列为对人类社会进步有革命性影响的重大通用性技

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简称GPT)，(22)这种技

术已经渗透到人类的生产、交换、社会交往的所有层

面、所有领域，它正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历史的新

纪元。那么，信息技术革命会给经济体系带来什么

样的变革？哈耶克(1945)在信息技术没有普及之前

就回答过我们。他认为企业组织和市场的最基本的

作用就是实现信息传导，然而，当前大部分的组织

机构的体制设计都是基于高交流成本、有限计算能

力和有限关系网络的背景和假设，但是信息技术已

经颠覆这一切，它显著地降低了交流、协作和信息传

达的成本，因此，不难想象未来无论是经济结构还是

企业组织都将因信息技术而发生改变。斯蒂芬·博

丁顿已经洞悉到这一切，他的《计算机与社会主义》

一书持有的核心观点就是计算机是一种新的生产资

料，是一个在协调、计划和决策等方面部分对思维替

代的技术，这种技术将改变一般的生产过程，改变生

产关系，进而改变整个社会关系，最终将会走向真正

的社会主义社会。

那么，经济体系变革会不会发生？从哪里可以

看出变化的端倪？我们已经看到，在信息技术革命

下基于原来市场构架的商品经济和工业经济相脱

离，新的“一种信号经济或者称信息经济已经出现，

这种经济的规模比商品经济高出两个等级，增长速

度是商品经济的2.5倍”。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前的

主要技术—经济范式已经由能源投入“转移到主要

以廉价的信息投入为基础的技术，而这些信息源来

自于微电子与电信技术的进步”。更具有参考意义

的现象是，在经济体系各方面的实践中，信息技术的

应用无处不在：

在宏观经济层面，一方面是信息技术本身带来

的经济增长动力，以美国为例，在 1973-1995年间，

信息技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是 13%，而在

1995-1999年间，信息技术投资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

比例上升到了 28%，信息技术投资对美国 1995年之

后的快速经济增长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与之同

时，信息技术深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如在 1995-2001年期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

长率为2.02%，其中有0.85个百分点来自信息技术资

本深化的作用。这在信息技术行业表现得尤其明

显，CEA(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2001年报

告指出，在1995-1999年间，信息技术密集型行业的

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是非信息技术密集型行业的

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 4倍，前者是 4.18%，而后

者只有 1.05%。同时，令人欣喜的是，随着信息技术

的发展，美国的经济一改20世纪90年代前服务行业

生产率低于制造类行业的现象。Triplett and Bos⁃
worth(2004)研究了美国服务部门的27个行业的生产

率，发现服务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达到了全

国平均生产率增长率水平，而且服务部门的劳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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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增长是大范围的，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些大的服

务行业。

另一方面，经济研究人员看到了计算机的潜力，

并把经济理论和计算机技术结合起来，用以解决实

际经济调控、预测等问题。1984年，在诺贝尔经济学

奖获得者阿罗(Kenneth Arrow)、物理学奖获得者盖尔

曼(Murray Gell-Mann)、安德森(Philip Anderson)等人

的支持下，为专门从事复杂性科学研究的圣达菲研

究所 (SFI)成立。复杂适应系统 (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由霍兰德 (John Holland)在该研究所创

建，借鉴人脑、免疫系绫、生态系统的特点来模拟人

类社会的一般性特征；克里斯·兰顿设计复杂适应系

统仿真平台 SWARM来研究从小规模性质到大规模

系统涌现行为的一般方法，这个软件实现了经济研

究在经济周期、收入分配、价格机制、非均衡动力学、

市场战略等方面的应用。1992年，Lane提出基于

Agent的计算经济学(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Eco⁃
nomics，ACE)模型，这是“一种用很多自主的，交互作

用的Agent构成的演化系统来对整个经济体系进行

建模计算研究”，从而能通过计算机建立模拟市场经

济系统，然后通过反复试验来研究市场的行为。例

如，1996年美国Sandia国家实验室就基于该思想，设

计出一个基于Agent的经济系统ASPEN，包括了公

司、家庭和政府等各种Agent在内，采用先进的建模

技术和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的支持，该系统成功应用

于美国宏观经济系统的研究；如今，该系统已经用

于自下而上的市场形成过程、经济网络的形成、组织

建模、社会规范的涌现和演化等多方面。

在微观企业方面，则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他

们最先感知到信息技术带来的变革，积极追逐着变

化，希望在新信息时代树立不败的竞争优势。信息

技术对微观企业的影响首先反映在制造技术的变化

上，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柔性制造系统 (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FMS)就被设计出来，以适应产

品多样化、低制造成本及短制造周期等需求。第一

代物料需求计划系统 (Material Requirements Plan⁃
ning，MRP)则是基于计算机的信息系统来实现订货、

生产与时间进度安排。20世纪70年代，最优生产技

术 (Optimized Production Technology)形成，它明确生

产目标，并设计出最优的生产管理过程。到20世纪

80年代末，国际上就提出了先进制造技术(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AMT)的思想，即在现代制

造战略的指导下，传统制造技术不断汲取计算机、信

息、自动化、新材料和现代系统管理技术，并将其综

合应用于产品的研究与开发、设计、生产、管理和市

场开拓、售后服务等方面。20世纪90年代初的企业

资源计划(ERP)将企业各方面的资源充分调配和平

衡，避免资源和人力上的浪费，及时准确地做出最好

的决策，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全方位发挥。

如今这些管理型的技术正随着微电子技术、计算机

技术、通讯技术、机械与控制设备的进步日臻成熟，

为企业带来持续竞争优势。

与之同时，在信息技术的影响下，企业的生产思

想从基于标准化、技术分工、经济规模效应的“大量

生产”转化为直接面向市场和技术变化的“弹性生

产”。管理模式也从大规模生产改变为大规模定

制、从管理货币改变为管理时间和信息、从自治变为

统一、从等级结构改变为网络和市场结构、从重组改

变为重建。企业组织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形成

了第三次变革浪潮，公司的构架从命令—控制型组

织转向信息化组织、知识型组织，于是企业组织结

构由等级型变为扁平型，并且在空间上更加分离

——即企业管理、研发、营销等总部功能与生产制造

功能布局在不同的区域，同时有更多的团队协作，以

智力型劳动替代体力劳动，从而形成业务系统整

合；大量的以信息为核心的虚拟组织出现了。这

些变化凸显了微观企业变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即面

向顾客，不断拉近供应和消费的距离，希望通过流程

再造、电子资料交换技术(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EDI)、电子商务、智慧的供应链网络让整个企业活动

结构都围绕着客户，来实现客户创造价值。

(二)重构“兰格模式”的可能

在“社会主义计算”争论中，米塞斯和哈耶克对

于计划经济的责难集中体现在：第一，计划进行与调

节控制所需要的信息量太大，难以收集、处理并实现

真正的最优计划；第二，调节信息的滞后性。由于采

集信息和数据的周期太长，以至于不能准确地反映

实际情况，从而不能有效地对实际经济状况进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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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第三，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不仅是动态的，还存

在许多偶然性的因素，而计划难以形成对偶性然因

素的考量，以至于最终无法在计划经济中通过理性

的社会计算实现供需均衡。但是，回顾一下哈耶克

(1945)对组织和市场的功能认定便可发现计算机对

于克服上述困难和重构“兰格模式”的意义：“组织和

市场的作用是实现一种信息的传导机制，这种机制

以最简短的信息形式，及时传递给相关的人，从而能

使单个生产者像工程师观察一些仪表的指针那样，

仅观察一些指标的运动便可调整其活动从而适应变

化”。这也就是说，要实现供需均衡，就必须要有一

个有效的信息传导机制，完成对瞬息万变的需求信

息的捕捉和面向相关生产者的传达，保证供给和需

求的一致性。结合对信息技术革命和信息技术经济

应用的介绍，可以看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克服

计划存在的不足、克服市场信息滞后带来的供需不

平衡，从而更好地实现供需均衡是有可能的。具体

而言，信息技术在实现供需均衡上可以起到如下的

作用：

第一，微观经济结点信息获得。经济体系的微

观结点包括个人和物。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普及，

尤其是云计算的发展促进网络应用如同水电一样深

入到平常生活，每个人都会通过不同的形式传递着

行为和需求信息，从而使获得个人信息变成可能；而

物联网的发展把传感技术和网络互连结合到一起，

实现了对物质世界的信息识别和共享，最终形成了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连接任何人和任何物体的全面

互联。

第二，信息传输和共享。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

普及，建立了在全球范围内信息与数据的通信、传输

和共享的平台，使得大量、快速地收集、传输和共享

数据成为可能。

第三，数据处理和计算。网格计算的发展实现

了异构数据的同一平台计算，从而使得在动态的、多

机构的虚拟组织中协调资源共享和协同解决问题成

为可能。而新型计算机的发展使得海量数据处理能

在瞬间完成，如纳米计算机可以实现比奔腾微处理

器快 1000亿倍的计算速度；更快的速度意味着在给

定的时间里在更深层次上探求更多的决策选择方

案。与之同时，计算机技术和经济理论模型的结合

使得构建出合理的经济决策方案成为可能。

总之，通过信息技术的作用，整个经济体系最终

将实现哈耶克所说的，以一种最简短的信息形式及

时地传递给相关个体的信息传导机制。因此，本文

提出的是一种“供需均衡”的“兰格模式”，即在保持

市场有效机制的基础上，通过信息技术系统构成一

套及时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实现供需均衡，稳定经

济发展(维持充分就业条件下的经济)，熨平经济的周

期性波动。从实施的可能性考虑，本文建议在最初

的阶段，就保持现有的经济体系和制度，即保持自由

市场机制，保障财产和企业的私有。但是微观生产

组织——企业开始实现生产面向需求，从而达成企

业体系的真正的供需均衡。然后通过信息技术的应

用建立不同企业活动彼此连接的弹性网络，使得产

业结构和边界“软化”，加速产业融合，最终完成从微

观均衡到一般均衡的过渡。

四、变革基础：微观企业实现均衡的案例

通过使用计算机技术对数据的处理，亚马逊从

全世界第一家网络书店发展到今天的在线零售巨

头，它是微观企业通过充分的信息传导和使用，实现

均衡的典型案例。

1995年，在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曾是

华尔街一家基金公司副总裁的杰夫·贝佐斯(Jeffery
P.Bezos)从一串统计数字中发现了电子商务的巨大

潜力：网络使用人数每个月以 2300%的速度在成

长。于是他毅然辞去工作前往西雅图，在自家的车

库里成立了亚马逊网络书店。时至今日，这家公司

的影响力遍布全球，它缔造了一个庞大的在线零售

商业帝国，构建了全球零售业中最先进的仓库；它最

早推出云计算服务，发售了一系列引发阅读革命的

电子书。这家令竞争对手战栗的公司，利用网络的

虚拟空间取消了店面的租赁和数量众多的产品的摆

设，借助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巨大力量创立了没有中

间商抽头的零售商店，把繁琐的进出货和商品盘点

工作全部交给计算机进行处理。

亚马逊的成功曾被归结于它的创始人贝佐斯所

坚持的四大法则：改善、用户、数据、创新。在这四大

法则里，“改善”可称是手段，“用户”始终为核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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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却是亚马逊取得成功的利器。如果说“用户

体验”是一种指向，那么数据便是通往该指向的切实

的工具。作为一家 IT公司，亚马逊公司的核心竞争

策略之一就是以数据为驱动。数据为王，亚马逊一

直在尽可能地收集用户与购物相关的信息，几乎所

有用户的在线浏览和购买习惯都被记录下来，用于

根据数据反馈自动处理需求和决策。亚马逊对于数

据的充分理解和运用，使得它在用户需求的预测、安

排采购和生产以及仓储和物流几个方面综合发挥作

用，达到整个企业内部的有效传导，最终实现均衡。

第一，信息技术的应用使亚马逊能够记录并处

理顾客的行为数据，以此分析顾客的需求。

利用网络和巨大的数据库，亚马逊尽可能地收

集顾客与购物相关的信息，几乎所有顾客的在线浏

览和购买习惯都被记录下来，并根据数据反馈自动

处理需求和决策。亚马逊希望在了解顾客的基础

上，尽可能地满足顾客的需求，并超越顾客的期望。

通过分析顾客的行为数据，亚马逊通过推荐系

统为顾客个性化服务。亚马逊会根据顾客浏览和购

买的历史记录，分析顾客喜欢的主题，并为之推荐相

应的产品。《商业周刊》的罗伯特·霍夫曾指出，亚马

逊是第一家使用“总体筛选”科技的网站，能够分析

顾客购买的商品，根据他们的喜好定期建议其他相

关书籍。在顾客浏览某一商品的同时，亚马逊还会

基于对顾客过往数据和群体数据的分析，向顾客推

荐最佳的购买组合。此外，进入亚马逊网站的顾客

也可以签名加入个人通报服务，这一服务定期向顾

客推荐所喜爱作者的新书资讯、优秀书籍评论或是

感兴趣的音乐专辑目录。这一个性化的服务得到了

很多顾客的青睐。

亚马逊还采取最新的技术收集消费者群体的行

为数据，借此向消费者提供更加个人化的商品。亚

马逊采取协同过滤方法对多组数据进行协同分析。

通过分析顾客的资料和购买兴趣，在顾客群中找到

与指定顾客的兴趣相似的顾客，综合这些相似顾客

对某一信息的评价，形成系统对该指定顾客关于某

些商品喜好程度的预测。这一策略在图书、音乐、视

频等多个商品类别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现在，许多

电子购物网站都采用了这一策略，基于消费者过往

的购买经历和与其有相似兴趣的消费者的购买经历

向消费者推荐商品。

此外，销售数据亦被亚马逊用于制定同类产品

的销售排行。亚马逊书店每一个小时都会更新前

10000本畅销书籍，至于第 10001名之后的 10000名

则每天更新一次，之后的名次每个月更新一次。这

些排行和顾客的评论都为其它顾客提供了有效的信

息，以帮助其更好地进行购买决策。

第二，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亚马逊能够根据需

求的预测来安排采购和生产。

亚马逊所打造的良性供应链管理，是通过预测

消费者的需求，主动反应订单经过多年累积的庞大

数据库。系统会据此预算出某产品的某一型号在某

地区一天能有多少订单，以及保证每个库房有足够

库存。良性供应链管理的精髓是通过预测消费者的

需求，主动反应订单。互联网在这方面极具优势，而

亚马逊就是通过后台系统将这个优势最大化。

亚马逊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数据库，系统根据这

个数据库可以大概预测某个产品的某一型号在某一

个地区一天能有多少订单。在消费者还没有下订单

的时候，这本书就已经备在库房里了。亚马逊积极

引导供应商的系统与亚马逊进行对接，这样供应商

就可以看到每本图书每天的销量，从而再根据这个

销量进行采购和生产。这样一来，畅销书就不会断

货，而长尾类图书也不会大量堆在亚马逊的仓库中。

通过对消费需求的预测，企业能实现以一体化

的方式来管理整个供应链。根据消费需求预测和对

不确定性的分析，在配送中心内，每个品类的库存每

周都要再次评定。消费需求趋势方面的变化在相应

的时期被自动整合到库存计划中，更好地预防潜在

缺货的发生。采取这种方式，库存要不断与每周的

消费需求预测比较。根据库存需求，每个品类的采

购和生产计划均要每周进行检查，任一品类经预测

低于他们所需的库存水平时，就要采取相应的措

施。这种方式以一种对需求的前瞻性眼光关注采购

和生产，能充分满足消费需求，并在问题发作之前就

采取措施。由此，大量生产可以保证，而且成品库存

量总是和下几周的预期销量相联系。

第三，互联网技术帮助亚马逊降低仓储成本、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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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流安排。

电子商务企业用虚拟的网络店面代替了实体店

面，虽然节约了店面租金，却增加了物流成本。物流

执行成本包括运输、订单处理、仓储、收发货和退换

货等成本。这一项已成为电子商务企业除销货成本

外的最大支出。1999年到2003年，亚马逊重新整合

物流体系，使外部运输成本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从

13. 8%下降到 9.7%。从经营的角度看，亚马逊的扭

亏主要来自于物流成本和支付成本的下降。那么亚

马逊是如何加强对物流环节的掌控呢？答案就是大

规模建设“物流中心”。

亚马逊模式的核心，是用物流中心聚合订单需

求，以对接大型物流企业，发挥规模效应。通过物流

中心，亚马逊将分散的订单集中起来：无论是个人卖

家还是中小企业，都可以把货物送到较近的亚马逊

物流中心并收取仓储费；客户下单后，亚马逊的员工

就会负责订单处理、包装、发货、第三方配送及退换

货事宜并收取订单执行费。最后再对接UPS、基华

物流等规模化物流企业，以发挥统筹配送的规模效

应。而物流中心的分布、货物的安排、订单管理等环

节都离不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应用。

最主要的是，亚马逊与供应商的库存系统实现

了EDI(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连接，这是亚马逊

在供应链上快速周转的主要原因。这一库存系统既

不再完全追求创业初期的零库存模式，也不为了保

证品种而盲目加大备货，而是采用混合方式：对于需

求高的产品，亚马逊持有大量库存；对于需求低的产

品以及那些无法有效利用仓储空间的产品，则交由

合作伙伴管理库存。

EDI是一种Unix作业系统，10Base-T表面配置，

加上数字设备伺服器的网站连结网。EDI是处理大

量订单的最安全又快速的方法。当有人订购商品，

而亚马逊又没有相应库存时，亚马逊便利用EDI访
问发货商是否库存这一产品。亚马逊还可以根据历

史销量非常清楚地预测未来几周，甚至十三四周后

各地区可能产生的销量，这样就可以提前和供应商

打好招呼，而不会出现缺货。

当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都能够很好发挥它的

作用，就能成功地降低成本。比如，对于图书商品，

亚马逊在美国本土的主要合作伙伴就是英格拉姆

(Ingram)和贝克泰勒(Baker & Taylor)这两家最大的图

书批发商。顾客在亚马逊网站下了订单之后，畅销

品种从亚马逊的仓库直接发货，其他品种则借助英

格拉姆和贝克泰勒两家公司在全美各地的物流中心

配送。这样的安排对于亚马逊，当然是提高了库存

的周转率，对于中间商，也是增加了一块数量可观的

业务。双方原本潜在的竞争关系也化为了商业流程

上的互补关系，不失为一种双赢。

亚马逊公司的发展和兴起，全面印证着计算机

和互联网的发展对传统经济和生活的巨大变革。借

助计算机信息技术，亚马逊建立了独特而高效的库

存系统和物流模式，在数字化运营下，利用顾客行为

数据对他们的需求进行预测，以此进行采购和安排

生产，实现有效供给；通过不断推出和创新其互联网

服务，亚马逊致力于发现顾客需求、引导顾客需求、

帮助消费者明确需求，使消费者的福利最大化，同时

供给和需求得到了均衡。依靠 IT技术获得顾客需求

信息，根据需求信息建立最优采购生产模型，“亚马

逊模式”已被公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商务模式之一。

结语

信息技术革命作为通用性技术改变了宏观经济

的运行、调控方式和微观企业运营方式，在这种背景

下，本文讨论了重构“兰格模式”的可能性。本文认

为：市场主要起到有效信息传递的作用，提高生产效

率，而计划的作用在于实现社会分配的公平性。重

构“兰格模式”是有可能的，通过运用日益发展的计

算机在对微观经济主体结点的信息获得、实时的传

输信息、对海量数据进行并行处理的能力，建立起对

需求和生产信息及时有效的传导机制，帮助生产部

门根据需求进行生产，实现供需均衡。在保持公有

制和市场机制的条件下，首先实现微观企业的供需

均衡，然后在计算机对产业边界的软化作用下，逐渐

实现从局部到一般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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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J.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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