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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今，可控的通货膨胀、和谐的劳资关系、资本不受限制地自由逐利以及以市场为主的调控措施，所
有这些都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经济状况的显著特征。
一旦这一模式得以确认，它便会很快占据统治地位。
然而，就在30多年前，情况还是一团糟：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利润锐减、工会咄咄逼人、左翼政党
热烈讨论加强国家干预观念的盛行⋯⋯这些困境要求政府转变经济政策及其运行状态，以把经济推向
一条新的发展轨道。
本书将提供这一段简要的历史，描述这些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并考察放纵的自由企业对增长、稳
定和公平的经济环境所带来的冲击。
任何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更广泛地被理解和接受，我也不例外。
具体到本书，我更希望它能吸引那些对当前经济和经济政策感兴趣的人。
尽管我在书中已经尽力解释了那些不太常用的概念，但读者事先熟悉一些经济术语和观点还是会有帮
助的。
我相信，这本书能够对于那些在社会科学领域——不仅仅是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者，尤其是那些想从全
局来了解经济体系如何发展的研究者有所助益。
本书将重点讨论那些世界上富裕的地区和国家——西欧、北美、日本以及澳大利亚等。
至于其他国家，它们的重要性则完全取决于其经济发展在何时、何地能够成为影响发达经济体系的主
要因素。
因此，我在本书中基本上不会提及非洲，但会非常关注中国。
对南半球国家感兴趣的读者应该会对本书产生浓厚的兴趣。
毕竟，富裕的北半球的经济走向对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具有重要的影响，从而也与那些关注贫困国家利
益的人息息相关。
正像马克思在1867年所说的：“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
”（《资本论》德文版序言，第1卷）。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放纵的资本主义>>

内容概要

安德鲁·格林，执教于牛津大学，主要讲授经济学等课程。
他曾任英国矿工联盟的经济顾问，现任国际劳工组织和英国财政部的顾问、《牛津经济政策评论》的
副主编。
    安德鲁·格林与他人合著了多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问题的专著，并主编了《新自由主
义时代的社会民主》一书。
他发表过大量有关就业、收益率、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论文，并长期为一些期刊和报纸撰写有关当前经
济和政治问题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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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资本主义面临的挑战我们都有这样一种感觉，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将面临着崩溃的危机。
我认为，相对于彻底的改变而言，这对英国留在现有的西方自由金融体系内倒是一个机会。
我们知道，托尼·本作出了一个政治决定，要使英国离开IMF。
我想，如果这真的发生了，那么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将会崩溃。
上帝知道意大利可能已经做了什么；法国可能已经在相同的方向做了彻底的改变。
这不仅会对经济复苏产生影响，而且还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
所以，我们应该更全面地去看待它。
——“1976年美国国务院官员呼吁英国重返与IMF的谈判”，引自《星期日泰晤士报》，1978年5月21
日20世纪50～60年代，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地区和国家（如，北美、西欧、日本和澳大利亚）的经济经
历了空前的繁荣。
这种繁荣伴随着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和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平。
然而韶华易逝，在20世纪60年代的后半期以及整个的70年代，这个稳定、赢利、增长的经济体系面临
着崩溃的潜在威胁。
因此，20世纪50～60年代后来就被称为“黄金时代”。
正如本文开始引述的那段文字所指出的，看似十分稳固的资本主义制度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本章的其余内容将概要地介绍上述情况的各个方面。
20世纪50～60年代的长期繁荣带来了高就业率，也极大地增强了工人的谈判地位。
这导致了工人工资的增长和企业利润的减少，工人的有力联合使雇主按照他们的意愿经营他们的企业
和进行投资的自由受到了挑战。
随着欧洲和日本的生产效率逐渐地接近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美国领导的相对有序的国际经济
体系逐渐走向解体。
不同国家程度各异的工资压力，还导致了固定汇率体系的瓦解。
20世纪70年代早期，需求高涨导致了食物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并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而投机交易
进一步使通货膨胀的压力达到了顶峰。
除此之外，还有更不好的预兆，1973年末，在欧佩克（OPEC，即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推动下，石油
价格增长了4倍之多，而且这些前殖民地国家的立场非常坚定。
更具根本性的问题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产率增长速度严重下降，这一问题从若干年后来看更加
清晰。
由于生产率增长是提高生活水平、改善公共服务的基本动力，所以，缓慢的经济扩张势必加剧国民产
出分配的冲突。
这些问题看起来似乎毫不相干，但实际上它们有着共同的主题，即“黄金时代”的巨大成功似乎已经
逐渐削弱了发展的基础。
它带来了全面就业，却也壮大了工人的力量；它导致能源和其他材料的需求高涨，却也增加了可实现
供给的巨大压力；它加快了欧洲和日本追赶美国的步伐，却也打乱了原有的国际经济关系；它充分挖
掘了现有的技术潜力，但生产率的提高却似已筋疲力尽。
另外，尽管苏联和其他的计划经济国家自身存在着严重的经济问题，但它们毕竟保留了不同于自由市
场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路径。
尽管计划经济只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模式，但它表现出来的可行性也使发达国家工人运动所提出
来的一系列建议变得更加易于接受，这些建议恰好是以约束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为目的的。
接下来，我们将更详细地考察20世纪70年代动乱的各个方面。
这种广为人知的所谓“资本主义危机”的起因和性质受到热烈的讨论，不同的学者以为下面讨论的各
个因素有着不同的分量。
这里，我们讨论以阿姆斯特朗等人强调的“赢利性和资本－劳资关系”的理论为指导。
组织起来的工人在长期繁荣的20世纪50～6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就业趋势是：农
业用工重要性的下降和相应的工业、服务业中工薪人员的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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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OECD成员国中，农业用工占用工总数的比例从1950年的25％下降到1973年的9 ％；随着农民向城镇
的转移，这种以自我雇用为特征的工作所占的比例从1954年的31％下降到1973年的17％。
在欧洲，农业雇工人数的下降速度不像日本那样快，但要远远超过美国，因为美国农民原本就少。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工业和服务业获得了大量可用劳动力，而这也使适龄就业人口数量大增。
服务业雇工人数的增长速度比工业雇工人数的增长速度快，这是由于服务业的工人生产率增长速度更
缓慢。
被雇用的适龄（15～64岁）男性的比例下降了，这是因为更多的人留在了学校里接受教育，坚持工作
到退休的人更少了。
但是，这种“无所事事”现象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男性的工作岗位过于短缺，而是因为男性的失业率在
下降。
女性就业的比例相当小。
1950年～1973年，只有14％的城市妇女在工作；同期相比，1950年有52％的城市男性参加工作，到1973
年，这一比例下降为44％。
但在欧洲，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从家庭转移到服务业，城市女性就业增长的速度是男性的2倍。
尽管外来移民的增长也很迅速，但即使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劳动力市场变得非常紧张的时候
，这种移民也每年只是为高度工业化国家提供了0.1％的劳力。
或者说，工作适龄人口的增长中只有极少数来自于这种移民。
在欧洲，外来劳动力移民对于增加劳动力的贡献率只相当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1/5。
资金的迅速聚集是现代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就业扩张背后的动力。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资本家以每年5％的速度增加着他们的资金储备。
尽管人均资本增长强劲，但新工厂和办公机构的用工需求还是在不断地增加。
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带来了工会主义的强势和通过立法支持工人的谈判地位的变革。
表给出了一些相关的指标，显示在一般的OECD成员国中，工人中的工会组织成员的比例有所增长。
这种增长并不明显，因为服务业中的工人数量在增加，而服务业中的工人（除掉公共部门雇员中增长
的那部分）比起工厂中的工人来说则趋向更少的联合。
但是，伴随着长期的低失业率，工会组织日渐强大。
表还表明，与工资水平相比，失业救济金的水平在稳定增长，领取救济金的限制要求也变得更为宽松
。
失业的可能性不仅变得很低，而且对那些受失业影响的人来说，它所导致的收入损失也在变小。
因此，不管条件怎么样，找第一份工作时面临的压力可能变得越来越小。
正如OECD提供的数据所显示的那样，旨在限制雇主有关雇用和解雇权利的雇工保护法，在这一时期
也得到了充实。
工人们另一个显著的收益是平均工作时间的急剧减少，从20世纪50年代的大概年均2 000个小时下降
到1973年的1750个小时——相当于每个星期少工作大半天的时间。
工人地位的提高和雇主抵制工人要求的重要标志之一是频繁的劳资冲突。
20世纪60年代末，爆发了最大规模的工人反抗运动——罢工风潮。
最初，罢工起因于工人反对镇压学生运动，随后工人们占领了很多工厂。
在法国，1968年5-6月间，有1.5亿个工作日被用于罢工。
经过工会高层的协调，“工人控制”等激进要求也被纳入谈判的议程。
谈判的结果是：工人工资上涨10％，提高最低工资以及工会权力。
1969年，意大利发生了连续的罢工运动，这场风波开始于工厂的工人，0.6亿个工作日被用于罢工。
这场罢工风波以工资再涨10％、减少工作时间、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在疾病医疗上享有平等待遇以及
工会的权力扩张而告终。
在一项国家收入政策破产后，英国在1970年～1971年间有近0.25亿个工作日被用于罢工。
甚至一贯平静的德国，也被非正式的罢工浪潮给打乱了。
1970年，在OECD成员国的“每位工人参加罢工的时间排行榜”上，美国高居首位（1954、1955、1959
、1960和1967年，它也曾登上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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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显示了OECD成员国的长期罢工趋势。
我们用5年的平均值来克服年度之间波动的影响，并以工业界的每1000名工人罢工的天数来计算。
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中期，罢工逐渐增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罢工又出现了显
著的下降。
就公开的劳资冲突而言，甚至与20世纪50～60年代的黄金时代相比，90年代都表现出难得的平静。
在欧洲的每个国家中，经历了主要的罢工运动之后，工人工资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翻倍增长20世纪70
年代早期，OECD成员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以每年4％的速度稳定增长。
名义工资的急剧增长促成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通货膨胀率的增长。
随后的油价和商品价格上涨，使得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通货膨胀率更加迅猛地增长。
当通货膨胀率达到每年12％的水平时，名义工资的实际价值却以每月1％的速度下滑——速度快得足以
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这也成为社会矛盾增加的一个根源。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放纵的资本主义>>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本经济史著作，它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
的发展历程。
本书清楚地指出了对当前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和辩论的问题所在。
它包含了各种有用的信息，应列为人们的必读书目。
　　——理查德·B·弗里曼哈佛大学赫伯特·阿瑟曼经济学讲座教授、国家统计局劳动力研究项目
负责人安德鲁·格林以明快的笔触、醒目的图表以及生动的注释，为我们展现了20世纪最后10年，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简明经济史。
正像他所表述的那样，资本主义实现了决定性的、意想不到的回归，但这一转变的经济和社会前景还
晦涩不清。
　　——阿德里安·伍德牛津大学国际发展学教授本书是一部经典之作，它由英国最负盛名的政治经
济学家安德鲁·格林写就，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详尽、深刻的剖析。
对于读者来说，这本书的每个部分都中可信的。
　　——阿吉特·辛格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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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放纵的资本主义》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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