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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们总认为经济学家是沉闷的。
这一评价并不过分，至少当我们讨论学术问题时，大部分经济学家确实是相当沉闷的。
但是，从自然科学家到超级模特，大多数人其实也是这样的。
那么，为什么偏偏拿经济学家说事儿呢？
　　我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和人们的一相情愿有关。
首先，关于经济学对人们的意义，凯恩斯曾经说过，“善或恶皆有危险”，这种特性是其他学科——
比如文学甚至史学研究——都不具备的。
许多人到经济学家那里，常常是为了寻求某种情感或政治上的满足。
然而，当他们发现，经济学家的语言中似乎总是充满着方程式、图表以及晦涩难懂的术语，大多会带
着失望离开。
　　之所以会晦涩，其实是有一定原因的。
凯恩斯曾经说过，“毕竟，经济学是一门技术性很强，因而也很难懂的学科，虽然几乎没有人会相信
它。
”然而，经济学理论建立在一些很简单的主题思想上，将它浓缩为一个命题，无非就是：人们通常善
于利用机会，而且在考虑自己机会的同时，也会考虑他人的行为有无决定性的影响（考察他人机会时
也一样）。
将这一思想应用到个别情况，如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以及国际贸易对工资收入、货币供给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等。
此时，我们就需要更仔细而深入的思考。
在这一思考过程中，运用少许的数学和专业术语，往往能够保证你不会偏离正题。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现代经济学家也包括其他学术领域的人，花费了太多时间去做那些毫无意义的工
作，其实，也就是对技术的卖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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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有人抱怨新技术的使用正导致大量的工作机会消失时，他却告诉你，美国经济在过去25年里，新增
了4500万个工作岗位。
    当有人高举道德的旗帜，惺惺作态地谴责无情的跨国公司和贪婪的企业家时，他却告诉你，低工资
、坏工作总比没有任何工作好。
    当有人为技术创新的空前繁荣而欢呼雀跃时，他却告诉你，技术的奇迹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神奇。
    当有人视通货膨胀为猛虎，顽固坚持物价稳定的政策时，他却告诉你，通往零通胀的道路上，不仅
有产出的损失，还有永久性的高失业率。
    ⋯⋯    读他的书，你得到的不仅是知识，还有读懂世界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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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目前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

    他的思想极富原创性，常常先于别人注意到重要的经济问题，然后给出深刻而简洁的模型。
他被誉为当今世界最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之一，1994年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言，更使得他在国际经
济舞台上的地位如日中天。

　  他的著作颇丰，代表作包括《兜售繁荣》、《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流行的国际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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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裁员！
裁员！
　　在经济领域，克林顿政府还算是真诚。
实际上，克林顿政府在经济分析和报告上从来都是非常小心谨慎的。
但是，由于总统过于频繁地改变他的经济政策，以致他的官员们往往被认为不够诚恳，即便他们是在
讲真话。
所以，我有些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这位当今最卓越的经济学家打抱不平。
他一度曾经担任了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
1996年春季，斯蒂格利茨提交了一份关于美国劳工状况的报告，其内容大致上肯定了多数经济学家的
看法：工人们的处境并不像新闻头条所说的那样糟糕，特别是企业裁员所带来的冲击被极度夸大了。
　　斯蒂格利茨的这份报告，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一种非常中肯的描述。
可惜的是，几乎所有的解读者都把它看做一份纯粹的政治文件——是在大选年用来粉饰太平的作品而
已。
　　然而，话说回来，评论家们的确有理由提出质疑。
毕竟，政府部门的其他官员，特别是劳工部部长罗伯特·瑞奇，向来鼓吹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按照瑞奇部长的说法，全世界的高薪工人（包括美国在内），都已经加入所谓的“焦虑阶级”
（Anxious　Classes）行列，说不定哪一天就被挤出中产阶级。
即使生产力和利润都在上升，而且他们也能保住现在的职位，但被裁员的恐惧迫使他们接受调薪或职
位调整的决定。
　　与瑞奇部长的大部分说法一致，这种观点可谓旗帜鲜明而且包装精美。
因此，也非常引人注目。
然而，它基本上是错误的。
相反，斯蒂格利茨在上述报告中揭示了其中的真相，而不是那些只能满足情感需要的大众幻想。
　　为了弄清瑞奇出错的原因，可以考虑一桩有关失踪小孩的离奇案件。
20世纪80年代初期，敏感的新闻记者从真实的犯罪故事出发，并结合武断的统计数据，让很多人都相
信这样一个奇怪的推测：在美国国内，每年都有大量的小孩被神秘的陌生人从他们幸福的家庭拐走。
直到今天，“陌生人诱拐”依然是电视媒体上的热门节目。
实际上，这种犯罪行为应该是非常罕见的。
在拥有2.6亿人口的国家，每年大约只有300起。
这并不是说诱拐从未发生过，、确实发生了，而且是一件相当可怕的事情。
这里的重点也不是说孩子们是完好无损的，实际上，美国有成千上万的儿童过着地狱般的生活。
然而，加害于孩子们的人往往不是陌生人。
例如，在1个小孩被陌生人拐走的同时，至少有1000个小孩遭受到家庭成员的性侵犯。
但是，“陌生人诱拐”的故事得到了大众的热捧，因此，它们的受关注度远远超过其实际的重要性。
　　企业裁员的恐怖程度既比不上陌生人的诱拐，而且发生频率也更高，但这两种现象拥有一些共同
的特征。
例如，两者都是适合在镜头前曝光的悲剧题材，而且能够被媒体充分地利用，但问题或许并不像想象
中那样严重。
　　尽管斯蒂格利茨教授的报告以大量的统计分析来证明其观点，但仍然出现了很多以自己的想法进
行错误解读的版本。
在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例。
1996年2月，有一期《新闻周刊》的封面故事叫做“企业杀手”，上面列举了过去五年内大公司进行的
大规模裁员行动。
每家公司所裁减的工作岗位数量以大号字体显示，并配有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照片。
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似乎是想证明，国家正在经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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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将所有裁员的数量加总，一共是37万人，不及所有工人总数的1/300。
即使是最健康的经济体，每年失业或者换工作的人数都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而且，大多数被辞退的工人都能很快找到一份新的工作。
虽然有很多人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挣得少了，但极少会像文章所宣传的那样，从舒适的中产阶级马上沦
为辛勤劳作的穷人阶级。
难怪斯蒂格利茨教授会说，对于美国工人阶级来说，因为企业的贪婪冷酷而丢掉好工作并不是他们重
点考虑的问题。
　　问题的重点在于，瑞奇部长的经济学风格是依赖奇闻轶事而非统计数字，依靠口号标语而非严谨
分析。
他的这些论调是无法与美国这样一个规模庞大且极富多样性的国家相适应的，因此也无法做到公正对
待。
在美国，确实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从陌生人绑架小孩、数学家成为恐怖分子，到公司经理兜售汉
堡等，诸如此类，比比皆是。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故事是否属实，而在于它们是否成为常态。
那么，从更长远的未来来看又会怎样呢？
　　长期来看，“好工作”的数量和相应的薪酬水平正在持续稳定地增长，拥有技能、天分和运气的
工人依然非常吃香。
另一方面，仅有数量有限（每年最多也就几十万人）且原先拥有“好工作”的工人，遭遇了严重的失
败。
美国的中产阶级也许是焦虑的，但是客观来说，一切都还是不错的。
　　其实，真正处境不妙的是那些从来没有获得过一份好工作的人。
而且，这些从事坏工作的人将会发现，他们本已微薄的工资收入，正逐渐且持续地缩水。
换言之，新经济（套用瑞奇的说法）的主要受害者并非那些沦落到兜售汉堡的数千名经理人，而是几
千万原本就从事汉堡销售或是看门等工作的人。
在过去20年间，他们的实际工资每年都减少1-2个百分点。
　　这有什么差别吗？
有的！
什么时候呢？
当你正在排列政策的优先顺序时。
难道我们应该像某些政府官员那样，将注意力集中在维持大公司里那些待遇优厚的好工作之上吗？
或者说，设法阻止那些公司进行大规模的裁员？
我们应该运用税收手段，惩罚那些辞退员工的公司，同时奖励没有这样做的公司吗？
抑或反过来，竭尽所能地保留并增强“减免劳动者所得税”这样的制度安排，借此来帮助那些贫困的
劳动者阶层？
如果有人说我们可以两者同时兼顾，那就太过于伪善了：金钱是稀缺资源，政治资本也同样如此。
如果将目光停留在占据新闻头条位置的小问题之上，那么我们就会忽视那些更有意义的大问题。
　　因此，请大家多给斯蒂格利茨教授一些掌声吧！
毫无疑问，是那些政治领域的老板们让他那份关于企业裁员报告的价值大大缩水。
他们相信，好的消息将有利于克林顿总统的竞选连任。
然而，有时候出于政治动机而做出的某些经济分析，也可能正好道出了事情的真相。
　　第三章 庸俗的凯恩斯主义者　　同其他学科领域一样，经济学也服从信徒递减的定律。
每一门学科的开创者，总是享有一些不受规范限制的特权。
要是他的原创观点中存在一些粗糙的地方，或者他过于强调和前人见解之间的不连续性，那么润色者
和解释者随后就会出现。
于是，下面的情况将是在所难免的：有人仅仅按照字面意思而非内在精神来理解开创者的这些理论，
从而使他们自身对激进教义的拘泥和执著程度，甚至要超过正统的卫道士们。
随着观念的向外散播，这些教义也变得越来越简化，直至成为社会公共意识的一个部分，也即人尽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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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常识。
然而此时，它们与原先的创见相比，已经是大异其趣了。
　　以上所谈的正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命运。
凯恩斯本人是一位对问题的反应极其灵敏且创意十足的思想家。
如果说他在不经意间留下了遗产——某种思想风格——也就是所谓的庸俗凯恩斯主义的话，那么很不
幸，这些遗产直到今天依然是笼罩在各种经济辩论中的最大谜团。
　　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他的旷世奇书《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在此之前，经济学家们已经发展了一套比较丰富而深刻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但其探讨的主要是个别市
场的行为以及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
对于宏观经济学理论，即研究整体的经济事件，诸如通胀与通缩、繁荣与衰退等内容，仍然处于力不
从心的状态。
因此，也无力处理当时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
　　那些所谓的古典宏观经济学者认为，从长期来看，经济必定会回归到充分就业的状态。
因此，该学派仅仅关注长期的经济分析。
古典学派有两个主要的信念，即货币数量学说和可贷资金理论。
前者主张，一般物价的水平取决于流通货币的数量；而后者则指出，通过利率的调节可使总储蓄等于
总投资。
　　其实，凯恩斯本人也承认，如果时间足够长的话，那么古典学派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正如他的名言“长期来说，我们都死了”所指出的一样，事实上短期内的利率水平，并非由充
分就业时的储蓄与投资之差来决定，而是取决于流动性偏好。
所谓流动性偏好，是指除非向公众提供足够的诱因，将金钱引导至相对不安全且兑换不便的资产中，
否则他们宁愿选择持有现金。
储蓄与投资必须相等，但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如果储蓄的欲望高过投资，那么将会导致就业与产出
的水平下降，而不是利率的下调。
特别是，一旦投资需求由于某种原因——比如股市崩盘——出现下降，其结果将是全面的经济衰退。
　　凯恩斯的这一巨著，是对经济体运行方式的一次精彩的重新阐释，因此很快就被当时最优秀的年
轻经济学家所认同。
同时，有些人很早就认识到，凯恩斯的理论存在过度简化的毛病。
尤其是在就业与产出的水平方面，正常情形下它们应当会对利率有所反应和反馈，而这种影响有时候
可能非常显著。
然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虽然已经问世多年，但至今仍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家沉迷于凯恩
斯的理论之中，似乎想把我们带到一个奇幻的镜中世界：身外其中，美德受到惩罚，而放纵却得到鼓
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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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保罗·克鲁格曼具有加尔布雷思的风趣和幽默。
读他的文章，有一些会让你会心地微笑，有一些会让你怯意顿生。
他的语言就像他的思想一样，锋芒毕露。
”　　--艾伦·布林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　　“供给学派经济学、企业裁员、全球化、
贸易赤字、技术的增长潜力等，最近热门的经济辩论都有克鲁格曼的身影⋯⋯它们无疑都是生动有趣
的经济学小品。
”　　--《华盛顿邮报》　　“克鲁格曼先生所谈的每件事情，都是那么机智、重要，而且读起来趣
味横生。
”　　--彼得·帕塞尔，《纽约时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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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收录克鲁格曼历年的专栏文章以及演讲稿，内容从全球化、经济增长、失业到投机客等。
在书中，作者大力宣扬货币危机的风潮，并分析了在投机性攻击下，巨额外汇转眼间灰飞湮灭的局面
。
作者用略带孩子气的笔调，漫谈着最严肃的经济话题。
本书中大量引用神话、寓言等，引经据典，让读者将会感到原先那么枯燥的经济学也可以写得如此有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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