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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访遍七十五国，考察了世界各国国情，描述了全球对第一世界乃至第三世界国家的冲击以及
追随全球化的不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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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理查德·隆沃思是《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资深国外财经记者、杰出的专栏作家，曾到
过五大洲、七十五个国家，访问当地政治人物、工商巨子及市井平民，对各国经济社会事务观察颇深
。
作品曾多次获奖，包括马尔坎·富比士海外新闻奖（Maicoim Forbes Prize of the Overseas Press Club），
本书根据获奖作品撰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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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日本的求生之道    日本是这些经济体中最为孤立，但也是最国际化的国家。
它专心一意追求自给自足，在国外大肆投资，却尽力阻挠外资进人日本。
它拥有贸易顺差已数十年，对美国的顺差尤其庞大。
这些所得不仅被用来建立世界级的企业，也用以补贴缺乏效率的本国企业。
因此，日本才能把失业率维持在接近3%。
    日本号称民主国家，也有民选的国会，但实际权力却掌握在官僚手中，尤其是势力强大的大藏省。
日本自称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均属民营，可是企业对官僚的“建议”遵行不渝。
企业的功能主要在加强国力，赚钱反倒是其次。
    如果“全球化”意指全球市场力量将凌驾国家政权和惯例，人侵政府地盘，那么日本的损失将远超
过其他大国。
事实上，日本官员和商人现在的话题，都摆脱不了日本最近5年的经济衰退、终身雇佣制度的式微、
进口不断增加、制造业基地转移到东南亚等问题。
他们说，日本必须改革，必须解除经济管制，必须调整银行和金融制度。
他们说，日本“正站在抉择的十字路口”。
    但是，日本这些年来遭遇的十字路口抉择多不胜数。
每一次碰到这种时候，政府和企业就誓言改革。
每一次安然度过危机，日本的国力就更为强大。
但每一次的改革，都使它的日本特色更为强烈，更远离美国式的体制。
    在过去20年逐渐形成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日本无疑是个大赢家，现在也不可能一蹶不振。
事实上，虽然表面上显得束手无策，但日本的“经济衰退”并不是真的生产减少，只是连续几年成长
缓慢。
全国储蓄还是很惊人的，总值约达6万亿美元，相当于所有工业国人民储蓄总额的52%。
市场的力量    当前全球动荡不安的情势，究竟有多少是全球经济造成的？
 当然不是全部，可是比重相当大。
虽然，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进口产品，仍只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所有工作不见得都会流失，连
有些可以出走的工作也选择留在国内；美国、日本和欧洲工人仍然拥有一些特别的技能、知识和习惯
，是第三世界新兴工业国所没有的。
但是，全球化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而且只会愈来愈猛烈。
    事实上，全球金融市场正在推动与正常全球竞争截然不同的改变。
不论是汽车或钢铁厂商、电脑软件采购员或运动鞋厂商，都会寻找工资最低、工作品质也还过得去的
工人。
但是，全球金融市场正为作业灵活的大企业提供更多机会，让它们可以追求更大的效率、规模和利润
。
    例如，美国零售业龙头沃尔玛市场（Wal一Mart），可以到任何地方贷款，获得小企业不可能拿到的
低廉利率，因为它能够担保其他企业不可能达到的营业效率。
它的效率来自它有能力到世界各地搜寻供应商，并借着它的庞大规模迫使供应商接受它的条件。
事实上，沃尔玛市场本身已经自成一个经济体，而不只是一个企业。
它不仅是全球排名第十二大的企业，也是全球排名第四十二大的经济体，每年的销售额超过波兰、以
色列、希腊或新加坡的生产总值。
科技设备使它拥有最佳库存和分销系统，通讯网络使它属下的所有商店，能够随时与阿肯色州的总部
和分布于全球的供应商保持联络。
这种优势使得沃尔玛市场在任何地方只要一开店，就有无数小店及其供应商纷纷倒闭。
但是，全球金融市场对此完全无动于衷，因为它只关心沃尔玛市场如约提供的利润。
    星巴克（Starbucks）咖啡、达美乐（Domino's）比萨和玩具反斗城也同样威风八面。
不论是制造业、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媒体业、制造业、垃圾处理业，都面临同样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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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机会    这两个市场提供了致富良机，尤其是货币市场。
交易商只要眼明手快，就能够利用所谓的“市场异态（market anomaly）”赚钱。
这种做法称为套利，买进卖出毫不考虑资产的价值，靠的是价格微小的波动，并相信在某个地方，总
是有某人会犯错，造成这种价差。
一时失误而脱手太慢的人，只能自认倒霉；把握机会买低卖高的人，就能大捞一笔。
这个游戏中的赢家，是动作最敏捷，而且拥有最佳科技的人。
    这些交易商必须冒风险，因此，根据资产的价值“衍生”出价值的“衍生性金融工具（derivatives）
”便应运而生，使交易商得以借各种期权交易，防范重大风险。
衍生性金融工具如果使用得当，有助于遏制风险，但弄得不妥反而会赔得更惨。
    随着全球股市和全球投资不断成长，货币交易商脱离了单纯的货币交易范畴，把眼光扩及全球的企
业、制造商、服务业和工作人员，搜寻“最佳实务（best practices）”。
基本上，这是指最经济有效、最有利可图的作业或制造方法。
    正如交易商的电脑不断地搜寻全球市场，一发现可趁之机立即下手，全球投资者也在全球经济体系
中不断寻找低成本、高生产力和最大的利润。
在这个游戏中，只有那些能够提供这种利润的国家、企业和员工，才能得到胜利。
薪资太高、退休福利太好、健康保险制度太花钱、工会力量太强大，未能臻于“最佳实务”境界的，
迟早会被市场淘汰。
一心寻求最高利润的股票市场，会奖励那些表现最好的公司。
    麦肯锡公司的顾问布莱恩和法瑞尔，在《脱缰的市场》一书中，对全球市场有非常透彻的解释。
书中极力鼓吹全球市场的利益，并乐观地预测全球市场会把世界带到何种境地，虽然这些预测可能使
心怀疑虑的人不寒而栗。
布莱恩和法瑞尔写道，全球市场成长迅速，成功地跨越政府法规等各种障碍，以风行草偃之势大肆扩
展，必须归功于一个因素，“参与市场运作，并设法破除市场障碍，才能够获得极大的利益。
”    这两位作者很擅长使用对比和象征，宣称各国政府面对全球市场的趋势根本毫无招架之力，因为
“全球资金市场就像核武器一样，已是强大得无法漠视的现实”。
他们也把交易商比拟为远古时代从亚洲迁徙到美洲的人类，这些“勤奋而又野心勃勃的人，带着新的
科技，面对无穷的机会”，消灭了原来盘踞美洲的长毛象。
数千年后，这些早期美洲人的后代反过来被欧洲移民围剿，欧洲移民变成了“带着新科技，发现无穷
机会”的新来者。
    他们写道：“全球资金市场正处于类似的转变，只是现在的目标不是猎杀长毛象。
资金筹募者、金融掮客和投资者，是在市场寻找赚钱的机会。
”    如果长毛象和美洲土著真有办法对付那些野心勃勃、企图消灭他们的人，除非他们笨得无可救药
，否则不会坐以待毙。
布莱恩和法瑞尔预期全球资金市场的发展也会遭遇一些阻力，但他们认为这些阻挠将徒劳无功，就像
长毛象一样注定要灭亡。
    他们宣称，投资者、许多劳动人口和消费者会享受到市场的利益。
但是，连他们这么乐观的人，都承认这种发展会带来“激烈震荡和变幻莫测的局势，并可能造成严重
的政治和社会紧张”。
投资者“在强大的经济诱因下⋯⋯可能会极力地排除阻力，以掌握机会。
但是，那些既得利益者或受到现状保护的人，会抗拒这些改变。
地方劳工利益一旦受到威胁，不论是饭碗被砸掉的直接威胁，或是假期缩短、工时延长或保险下降等
间接威胁，劳工都会群起反对⋯⋯那些想要维持退休金或保健权利的选民，或是那些认为促进福利制
度是文明工业国的权利和义务的人，也会抗拒许多必要的改变。
已习惯稳定的赢利，不愿面对竞争威胁的生产商，会拼命阻挡，以维持原有的经营方式。
”    对于那些祟信市场经济的人，这些阻力都是无谓的。
竞争已经结束，市场已经控制了一切。
    本书开宗明义提出的问题：“经济为谁而存在”，在这些人看来，答案显而易见：经济是为企业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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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和投资者而存在。
布莱恩和法瑞尔写道：“全球资本主义的根本，就是股东和投资市场。
”    艾奥瓦是我童年的故乡。
这个地方当年遍布干净、繁荣的城镇，大部分规模很小，但都有独特的文化。
有些小镇沿着铁路发展，每隔10或15英里就有一个。
有些小镇就像种子一样，在这片肥沃柔软的大地落地生根，以州99个郡的首府为中心，向四周伸展出
去。
这些小社区人口通常只有几百人或几千人，主要是为邻近的农场或煤矿服务。
每个小镇都有一所学校、一家饲料店、一家小餐馆、一名医生、一家银行、一家电影院。
    这些典型的自给自足的村镇，为中西部建立了独立、勤奋和负责的坚实形象。
居民自得地说：“这是养孩子的好地方”，虽然孩子长大后，纷纷离开到城里打天下。
被他们离弃的村镇似乎深深地扎根在泥土里，成为美国性格的象征。
镇上千篇一律的白色墙板房子、榆树、水塔，让每个人来到这里，都像回到家一样熟悉。
    我最近开车到艾奥瓦四处走动，经过一个个城镇，每一个都破落、老迈得宛如乡村贫民窟，只剩下
守着家园消磨余生的老年人，或是靠着福利救济度日的单亲妈妈家庭。
每个村镇至少有1/4的人生活在贫穷标准线以下。
没有一个镇里有学校、银行、医生，每个镇上，75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多于5岁以下的幼童。
艾奥瓦州65岁以上的民众，占全州人口的比例，高居全美第三位，仅次于佛罗里达和宾夕法尼亚州。
8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更高居全美首位，连退休社区密集的佛罗里达和亚利桑那州都比不上。
在有些小镇，老人安养院取代了学校。
从1980年到1990年，艾奥瓦州99个郡中，有92个至少流失了1/4人口。
大多数郡在80年代之前，人口就已经开始减少。
    重力镇（Gravity）位于艾奥瓦州西南一片坡地，原有1000个居民，镇上有一条大街。
在以前，大街两旁散落着两家杂货店、一家药房、一家珠宝店、一间舞厅、两家酒馆、一家电影院、
一家银行、保险公司办事处、理发店，以及农业用品店。
大街一头有一所高中，镇郊下坡地方有座加油站，旁边就是公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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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进行中的革命    阿黛尔·西蒙斯(Adele Simmons)    不久前我跟前瑞典总理卡尔森(Ingvar Carlsson)一
起到《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拜会，与该报记者理查德·隆沃思和其他工作人员会谈，讨论
我与卡尔森共同参与的一个国际委员会最近提出的报告{我们的全球社区》，这份报告指出世界已经改
变，人类必须寻找新的合作方式，以处理共同的问题。
    报告中谈到全世界处理商务和互动的方式，正因电讯和交通方面神奇的科技发展而出现革命，也指
出全世界正出现一个全新的现象：全球化。
这些改变在经济方面造成的影响尤其显著。
    理查德刚在报纸上发表系列报道，叙述他就这个问题，在欧洲、日本和美国与各方人士讨论的心得
。
这个题目非常切合当前情势，可是没有人充分了解其意义或冲击。
理查德说，他搜集到的资料很丰富，在报纸上无法畅所欲言，因此他考虑写一本书。
    麦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已建立一套制度，就我们关心的问题，邀请专家到我们这里
从事他们特定的计划。
理查德以杰出访问学者的身份到基金会，完成本书的草稿。
    理查德在本书第一章指出，全球化是个还在进行中的革命。
我们正随着情势的演变不断学习。
这项革命造成的冲击利弊兼具，有些人因此过得更好，有些人则显然更坏。
不过，最令人不安的是，很多人觉得全球化是人们无力控制的现象。
本书反复阐述的一个重点，就是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还是能够有所选择的。
    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要了解经济全球化，不能光靠经济分析。
在当前环境，要做适当的公共政策选择，还需要顾及各种政治、社会、环境，以及个人生活的层面，
同时综合各学科的理论，拟定适当对策。
经济学者也必须吸纳其他学科的观察，例如，贸易经济学家必须了解贸易与工作机会、薪资不均有关
，这样才能够获得更丰富的理论基础，对复杂问题作出更透彻的分析。
    所得不均、人口老化、工作本质改变，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都必须把它纳入到全球经济的广大
范畴里加以考量。
商品、服务、资金和投资作业形成的全球市场，使我们必须用更全盘、更统合的方式来探究其发展。
再加上步调日新月异的改变，以及世界各地日益密切的联系，使情势更为复杂。
    全球化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各国的背景加强了解，因为全球经济的许多问题还是由各国政府决定
的。
全球化并不表示国家体制注定没落，各国政府仍将掌握全世界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各国的决定仍将对
整个世界的健全和活力产生重大影响。
人民仍期望政府维护他们的利益，让他们获得更安全稳定的生活。
    政府和民间决策人员面临的挑战，就是要设法引导全球化的力量，使其发挥积极作用；彼此合作，
消减不平等的现象。
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促成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发展。
正如理查德所指出的，经济全球化是既成事实，我们必须学习控制和引导其发展。
本书对这方面的辩论贡献颇巨。
                                                    (作者为麦克阿瑟基全全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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