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评人 郑渝川

二十多年前的苏东剧变，
更多的是带给人们对政治制度
转型以及地缘政治变局的思
考；原苏东集团国家如何从计
划经济体制，完成向市场经济
模式的转型，却未能获得足够
的重视和讨论。但一种政治体
制的合法性，必然与这种体制
的经济治理成效及经济制度运
转的作用相关。

由两名德国学者合著并于
1991 年（东德经济转型启动后
的第三年）出版的《冰冷的启
动：从国民经济视角看德国统
一》，在东德转型后第一时间对
其实践路径进行了记录与分
析。书中对原苏东经济模式进
行了必要而深刻的反思，也审
视检讨了转型过程中的经验教
训，提出了改进政策（有部分内
容被德国政府采纳）。

东德被吸纳整合进入西德
主导的统一德国，从经济上而
言具有某种必然性。在二战战
前，从整个德国来看，东德地区
的制造业发达、产业基础较好，
但经历了战后几十年的分隔，
原先的领头羊变成了落伍者。
造成东西德繁荣鸿沟、东德人
民压倒性多数倾向于投靠西德
体制的主要原因，不能解释为
缺乏自然资源、文化背景、知识
分子短缺、政府领导人腐败等
原因，而是东德战后几十年建
立的中央集权体制和计划经济
体系——当体制稍稍松动，东
德人民借助电视看到他们的西
德亲戚们富裕的生活水平之
后，必然滋生出失落、不满乃至
怨恨。如前述，这种情况下，东
德体制的合法性就遭到了根本
的挑战，柏林墙也挡不住外逃
的东德人。

实现德国统一，当然是西
德和东德双方多数人的愿望，
但两个在二战后被强行分隔开
来的政治经济体走向融合时，
却并不那么愉快。本书之所以
取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书名，
就是因为东德并未从西德那里
获得预期那样多的援助支持，
后者反而在恢复私有化、市场
体系的过程中，将原属东德的

国有企业、国有资产还给所谓
的“原来的主人”，并未顾及这
些企业和资产经几十年演变被
增加过投资、也关系到原东德地
区大批民众的就业等切实利
益。令人惊愕的是，东德地区的
民众对统一后首先迎来的这项
粗暴掠夺，并不关注，更谈不上
表达异议，本书中就此给出的解
释是，原东德那些长期名为国家
所有的企业和其他资产，实际上
权属和权益根本与民众无关，民
众根本没有从中获得收益，进而
无从形成一个个人权利主体在
资产归属观念上的清晰认识。
而从经济运行效率的角度看，
这项政策也是很值得检讨反思
的，用统一后的德国政府高层
官员的话说，“它给东德经济带
来了‘瘫痪性抑制’”。

东德经济转型、统一后的
德国的融合同化政策，还包括：
货币改革，并借购买力平价、外
汇收益系数计算完成的资本兑
换；清理账面资本存量的虚值
冗余；高工资政策；将东德经济
体系中大量雇佣冗余劳动力的

“X 部门”及岗位悉数裁减，等
等。这些政策导致东德经济体
系迅速遭遇冰冻的命运，失业
率陡然上升，经济发展陷入停
滞，民众的生活水平还不如往
昔，由此让东德民众最初对统
一后的乐观期待破灭，新的怨
愤情绪由此催生并积累。

本书提出了改善东德人对
私有化看法的建议，即分享模
式——将原东德国家所属的企
业和资产，由德国托管局接管，
依照德国、欧洲的社会民主传
统，把企业股份的三分之一转
给私有化时企业的员工，其余
三分之二转给东德地区全体民
众；另外，将东德雇员平均工资
固定为西德水平的47%，以维持
原东德地区企业、劳动力和产
品的市场竞争力。这项建议一
经提出，在当时就在德国政界
和学界引起了广泛讨论，促成
了东德经济转型中一些偏狭政
策的调整，加之上段所述各政
策也逐渐发挥出了积极作用，
德国原先两套截然不同的经济
体系的融合同化终于得以艰难
完成。

转型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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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犯错，答案简单至
极，说出来都怕你们笑话——列
张清单。

就是作者本人，那位活跃
的、美国男版“急诊科女超人于
莺”阿图·葛文德，他在书中写
道 ：“ 这 一 变 革 并 非 艰 难 之
举，……特别是对那些花了多年
时间来培养和磨练高超技艺的
专业人士来说，投身这一变革简
直让人贻笑大方。”这个变革被
写成了《清单革命》，它是继《阿
图医生·第 1 季》、《阿图医生·第
2季》后的又一本畅销书，据称是

“全球思想家正在读的20本书之
一”。说实话，你不得不佩服这
位能拿手术刀、还能写得一手好
文章的医务工作者，他成功跨
界，而且出类拔萃。由他掀起的
清单风潮已广泛席卷全球工商
界。为此，阿图·葛文德荣登《时
代周刊》评出的2010年“全球100
位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关键
在于，他是唯一一位医生。

阿图·葛文德怎么就想到了
清单？按照书里的叙述顺序，原
来最早葛文德从大学同学、一名
普外科医生那里听来一个故事，
说某个万圣节的晚上，医院接收
了一个被刺伤的病人，医务人员
几乎做了急诊时应该做的一切，
但恰恰有一件事谁都忘了做了，
那便是询问送病人过来的急救
员，到底是什么器械造成了创
伤，就因为这个疏忽，差点引起
医疗事故，造成该名伤者死亡。

不要以为这仅是个案或是
一次意外。那位大学同学还给
葛文德讲述了另一个惊心动魄
的经历，大意也是一次动手术时
突然遇到病人心跳停止了，检查
了很多原因，医生们就是没想到
血钾水平异常也会造成心脏停
止跳动。幸好，兜了一大圈，他
们才意识到，赶紧采取补救措
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此类
完全可以避免的错误，这使得葛
文德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迫
切性。结合他自己的工作经验，
他一天下来要处理很多不同而
且复杂的病例，“每人平均每年
要诊断 371 种疾病，要考虑其他
1010 种健康问题，要开出 627 种
药，还要进行36种治疗。只要想
一想这些需要掌握多少种不同
门类的知识，就会令人头脑发
胀。葛文德认为，科学界积累了
越来越多的信息，各领域也细分
出多种专业，世界变得愈加复
杂，在海量的知识面前，人们不
堪重负。此外，人们在行为时会

常犯偏见、过于自
信、麻痹大意等问题，要做
到真正的周密实在太难，而百密
一疏、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事
也就随之产生了。

这里，葛文德引用了哲学家
萨米尔·格洛维兹和阿拉斯戴
尔·麦金泰尔在上个世纪70年代
提出的人类错误两分法理论：无
知之错和无能之错。前者说的
是因为没有掌握相关知识而犯
错，如准确预测地震的发生；后
者指的是掌握了知识却无法正
确地使用而出错，如疏忽懈怠导
致工程垮塌。在葛文德看来，无
知之错难以避免、可以原谅，但
无能之错可以预防，不可原谅。
书中葛文德提到的所有例子其
实都是因为“无能”而出错，所
以，他亟须找到一种修正的方
法。事实上，当他读到，二战时
期，美国陆军航空兵一些专家想
出一个办法，通过编制一份飞行
员检查清单以防止波音 B-17 飞
机因驾驶不慎坠落的这一历史
事件时，他知道答案已然浮现
了。随后，他的手中就像握了一
把“锤子”，在看到一位名叫彼
得·普罗诺弗斯特的同行在约
翰·霍普金斯医院进行清单实
验，结果共防止了 43 起感染和 8
起死亡事故，并为医院节省了
200 万美元的成本后，他更加相
信清单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
有越来越多的医院加入到这个
清单行列，效果显著、成效喜人，
这就是清单的力量！

清单，在葛文德这里就像是
一张“认知防护网”，专门用于查
漏补缺，弥补每个人生来就有的
认知缺陷，但真做起来却并不像
答案本身这么容易。书的第二
部分，也是全篇重点，葛文德介
绍 了 清 单 革 命 的 几 个 行 事 原
则。从权力下放、简单至上到人
为根本、持续改善，四条建议分
别回应了谁来做、怎么做、谁为
本以及如何坚持的问题。

表面上看，严格按照清单执
行，人难免会变得机械化、程式
化，灵动性不再，但是，这一点显
然过虑了。葛文德在书的最后
特别强调，经过精心设计的清单
不仅不会让你变得死板，而且还
会帮助你节省有限的脑力，不让
你的头脑被繁杂的检查项目所
占据。化繁为简、逐项分解，清
单不是一种僵化的教条主义，而
是一个实用的执行模式。冲着
这一点，你应该了解清单引爆的
革命，它从观念层面延伸到了管
理的实践。记住，在阅读本书时
最好也用清单记下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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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笑，
答案是一张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