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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福山以观察入微的笔触，逐一分析了美、法、德、意、日韩以及华人文化传统及其经济活动特色，详
尽而细密地考察了社会信任度在各国经济生活上的角色，读者可以从中清楚地了解文化对经济发展的
真正重要性。经济行为是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由各种习俗、规则、道德义务以及其他各种
习惯连缀在一起，塑造着社会。本书将会证明，一个国家的繁盛和竞争力是由某一普遍性的文化特征
所决定的，即社会本身所固有的信任程度。对于想了解经济而又能体会经济乃是大社会文化之一环的
人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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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弗
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奥利弗·诺梅里尼高级研究员，此前曾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
兹高等国际研究院、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局副局长、兰德公司研
究员。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大断裂
》、《国家构建》等。现居加利福尼亚。
译者：郭华，牛津大学教育学硕士，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社会学博士。现旅居英国。在国内外媒体发
表过一系列关于英国文化和教育的专栏文章，另译有福山作品《国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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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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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1本书结构：
第一章 信任之理念
第二章 低信任社会：中国、法国、意大利南部
第三章 高信任社会：日本、德国
第四章 美国社会的信任危机
第五章 信任的扩展

2基本背景：
（1）世界各国政治经济体制趋同（“历史终结”面相）；
（2）经济问题成为世界各国的关注焦点；
（3）文化、制度、习俗等对经济的影响；

3论点或出发点：
“经济行为是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由各种习俗、规则、道德义务以及其他各种习惯连缀在
一起，塑造着社会。本书将证明：一个国家的繁荣与竞争力是由某一种普遍性文化特征所决定的，即
社会本身所固有的信任程度。”

——观点1：法律、合同和经济理性是后工业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它们必须和互惠
、道德义务、共同体责任以及信任一起孕育发酵，而这些根植于习惯而非理性计算。

——关键词1：社会资本——即群体或组织内部的人们为了某些共同目标而合作的能力。

5社会性与信任

5.1社会性的两大桥梁：家庭；非亲属关系。

5.2信任程度与社会特征：
（1）低信任社会——大中华区、法国、意大利南部和韩国，这四个经济体中，家族构成了经济组织
的基本单元；在创造超越家族企业组织的过程中困难重重，最终国家机构不得不介入；
（2）高信任社会——日本、德国，这两个国家在组织非亲属关系的大型公司的过程中要顺利许多，
不仅可以轻松过渡到现代职业管理模式，而且工作环境中构建出更加高效和舒适的工作关系；
（3）美国社会面临的信任挑战——结社技能式微，表现：暴力犯罪与民事诉讼上升、家庭结构解体
、社会中间结构的衰落、价值共享与共同体精神的下降，其他：多元化弱化了内部信任、消耗了大量
社会资本。

——关键词2：能动社会——面对市场的侵蚀，社会本身会展开动员，产生各种社会规范与制度安排
，诸如工会、合作组织（NGO）等，以此来抵御和规制市场。能动社会不是否定市场经济，而是反对
市场化、商品化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人类生活唯一的组织原则。

6新古典主义的不足：
经济学思想流派：新古典主义或自由市场派；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
ps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自私、追求功利最大化的个体（“百分之八十”的解决方案）。

——观点2：社会行为，也即道德行为（受伦理习惯影响）在多个层面上和自利、功利最大化的行为
共存（“百分之二十”的解决方案）。

——观点3：虽然契约和私利是联盟合作的重要基础，但最有效的组织是基于有共同道德价值观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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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这些共同体不需要广泛的契约、法律条文来约定他们的关系，只需互信。（法律vs.道德）

——关键词：自发社会性——社会成员的自发组织能力。

——观点4（接3）：彼此不信任的人群最终只能通过正式的规则和规范来进行合作，即必须通过谈判
、同意、诉讼。强制执行，这一套办法不过是信任的替代品，可称为“交易成本”，换句话说，一个
社会中的普遍不信任给经济活动横加了一种税，而在高度信任的社会不需要支付这一税款。

7信任与规模——基于对国家竞争力的影响：

信任低——家族企业、小企业——企业规模偏小——竞争力弱；
信任高——专业、现代、大型企业——企业规模大——竞争力强。

8低信任社会的马鞍状企业分布
中国企业马鞍状分布特点：一头是国企、家族企业，一头是数量众多的小企业，而中间企业匮乏。ps
小型企业特点：容易组建、灵活，面对市场变化能比大型企业更快做出反应，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
品牌不突出。

9结社之道：家庭——中间结社——国家（政府）

（1）“缺失的中层”结社主要包括拉丁天主教国家（俄国、东欧）和中华社会（中国大陆、台湾、
香港、新加坡）；
（2）中华社会中，家庭圈以外的信任关系比较薄弱（不相信陌生人）；
（3）中间结社，也可称为志愿结社，比如日本的“家元”组织。

——关键词4：家庭主义——强调家庭纽带、亲属关系。马克思·韦伯《中国的宗教》称，强大的中
国家庭构成了“亲缘关系的束缚”。它约束了现代经济组织所必须的普世价值与超越亲属关系的社会
的发展。

10华人社会“一盘散沙”——家庭之外信任匮乏、关系疏远、合作薄弱

——观点5：华人家庭企业从家族管理向专业管理过渡面临较大困难。

（1）华人生意的布登勃洛克现象：第一阶段，创始人白手起家，采取家族式管理；第二阶段，创始
人去世后，家庭继承人均分原则，削弱企业；第三阶段，孙辈时成长富足，不会像父辈花太多心思经
营企业；
（2）历史上，传统中国缺乏完善的产权制度，这种环境下，强大的家庭制度被视为防御机制，用以
与险恶多变的环境相抗争；
（3）强烈的家庭主义，男性继承均分原则、族外领养缺失、家庭内部矛盾、非亲属不信任等，催生
了华人的以家庭企业为主的经济行为。

11其他低信任社会：
（1）意大利南部的儒家主义：重家庭、小企业、自发社会性低；
（2）法国：中间结社薄弱、大企业多为家族企业、权威偏好；
（3）韩国：巨型企业（三星、现代）气势恢弘的表象下，隐含着家庭主义的偏好。

12日本社会：
（1）日本家庭与中国家庭不同，纽带不及后者坚固，小家庭，领养制，伦理上强调“忠”，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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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信任；
（2）终身雇佣制，株式会社；
（3）自发社会性强。
ps德国之所以拥有如此众多大公司，与日本、美国一样：迅速走出家庭企业模式，走向专业化管理。

13美国社会：
（1）双重文化传统：个人主义倾向（己）、志愿结社倾向（群）；
（2）新教精神、权利本位；
（3）隐忧：多元主义削弱信任关系、结社技能减弱。

——观点6：中国、法国、意大利南部普遍存在信任低的家庭主义社会，都是过去中央君主集权的产
物，在寻求排他性权力过程中，削弱了中间社会组织的自治性。

14其他必要补充：
（1）强权之下没有信任：人们对于权力的迷恋、依附、崇拜、惧怕，都会挫伤信任；
（2）市场、社会、权力三者之间的互动平衡，影响到社会信任的能否持续，决定着社会生态的优劣
；
（3）人类若要创造财富必须学会相互协作，创新组织结构，而关键在于自发、自主、自治的体制性
构建，即自治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与能动社会的建设。

2016.9
2、社会历史文化给经济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封建社会造就日本德国式的至今带着封建印记经济，自
由社会和新教文化文化造就了美国式的自由经济，日德美是高信任度的社会。专制历史和文化造就了
法国，意大利，中国式的带着中央集权特色的经济，这些是低信任的社会。高信任得社会自组织能力
强可以民间自己组织大企业。低信任社会往往由政府组织大企业。强大的民间社会是经济活力的来源
，自组织的社会要远比被组织的社会好的多，社会信任是维护民间社会的纽带。人不只是像计算器一
样的理性经济人，而是被爱与恨荣誉与羞耻驱驰的动物，对稳定的信任关系的追求常常会超出一时的
利益考量。原子化的个人会造成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强大的利威坦面对散沙社会会就是专制极权
，人与人之间有紧密的纽带相连形成的封建和自由社会才可以避免人们成为自然状态下孤独恐惧的个
体或者暴君之下平等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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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信任》的笔记-第13页

        经济参与者彼此之间已经构建出一个基于相互信任的共同体

每一个案例中的共同体都是文化共同体，他们并非基于剥削性质的规则条例之上，而是基于每一个共
同体成员内心中的道德习惯和道义回报。

处于危机中的经济共同体内部如果能够团结，经过长期努力战胜困难，就能够否极泰来。

共同体内部的团结成为最高原则

每一个成员都深受高于个体利益的某种力量所鼓舞。

在所有成功的经济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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