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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讲授经济学导论的教授喜欢告诉自己的学生，人们一直在寻找只有一只手的经济学家，因为只有一只
手，他们就不能说“另一方面⋯⋯”这次衰退是否即将结束？
经济学家总是喋喋不休地胡扯些这样或那样不着边际的问题；这样的预测当然会使他们陷入麻烦之中
。
但是，每当他们必须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在有权有势者和无权无势者之间，或者在工人和公司之间选
择站在哪一边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却往往众口一词：根据传统经济理论，对富人和有权有势者有益的
，就是对“经济”有益的。
    为什么经济理论会这么一边倒呢？
难道是因为任何一个毕生都致力于研究经济如何运作的人，都会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对老板有益的
，就对每一个人都有益吗？
非也。
对于每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都存在着彼此相互竞争的、能够得出不同结论的各种概念和理论。
问题在于，当这些理论在教科书中全无踪迹的时候，它们几乎总是立刻被人们摒弃掉。
若只是经济系学生受害于此，后果倒无关紧要．但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只熟悉教科书经济学，而且，
那些能够影响政府政策的经济学家，总的来说是些教科书式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
格利茨是一个例外，他曾在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惜乎只在1997～2000年任职了3
年)。
    《普通人经济学》考察了经济学的两大基石：第一部分涵盖了经济效率；第二部分探讨了工资是如
何确定的。
本书第一部分就探讨经济学家们所使用的经济效率定义，是因为所有的经济学都是围绕着它展开的。
当经济学家宣称“自由市场是有效的”，而无视自由市场的资源配置多么扭曲——或者产生了多大损
失，当他们反对政府干预以减少不平等、减轻痛苦的时候，这就是他们所赖以依靠的效率定义。
若这是经济效率唯一有效的定义，那么，经济学家使用这个定义也许是正当的。
但事实上，经济学家并非别无选择。
经济效率的一个早期定义是很关注收入分配的．这个早期定义提出，为了提高效率，政府应该重新分
配资源，使之从富人流向穷人。
而经济学家所采用的那个定义，实则是有人蓄意采取了行动，使那个早期定义失去权威性而得以发展
起来的。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那个重分配版本的效率定义，能否就此而被轻而易举地打倒在地，永世不得翻
身，却不是那么一目了然。
    虽然经济学家设法使自己相信，收入再分配不可能是不合理的．但其余的世人却别有看法。
几乎所有的政府都要求富人缴纳较高的税收，而在穷人这方面，他们常常要求其所得到的政府服务应
当与富人所得到的具有相同的质量，尤其是涉及教育的时候。
这就迫使这些经济学家加入到各种实证性辩论中；而且在这些辩论中，他们并非铁板一块，发出同一
个声音。
正如第一部分显示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富人缴纳的税率很高，致使经济没有效率，因为这会使人
不想勤劳致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开展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富人的税率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
的影响。
类似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增加对普通学校的资金资助并不会造成不同，因为政府只会把钱浪费掉
；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指出情况并非如此。
    尽管经济学家们在这些重要问题上意见不一，但是高税率导致低效率的观念，却在过去的30年间一
直主导着美国的税收政策。
我们将会看到，使这个似乎不合情理的主张显得合乎情理的，是经济学家们用以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基
本模型。
该模型假定工人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时数，工作时间越少，则所得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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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还假定工人不喜欢工作，好吃懒做是他们的天性。
此模型针对的是一个由互不相属的个体组成的经济，他们既不依附于其他个人．从属于生产过程中的
资本，也不受制于任何社会规范。
在这样一个模型中，任何结果都无法排除，任何结果都同等可信。
    收入分配经常被认为是在商品生产和出售之后的一个阶段。
但是，决定首先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的，却是收入分配，而且收入分配不平等常常导致经济蛋糕变小
。
艾滋病药物的生产和销售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发展中国家的穷人买不起这类药物，不是由于他们穷得叮当响．而是因为他们比发达国家的人更穷。
制药公司对艾滋病药物进行了选择性定价，使药物价格超出第三世界的人们的承受能力，因为以只有
发达国家的人才买得起的高价出售此类药物，而不是以低廉的价格向全世界销售，利润来得更丰厚。
但是正如本书第一部分显示的，不平等伤害的不只是第三世界的穷人，还包括发达国家的中等收入人
群。
吊诡的是，我们将会看到，用经济学家们的这个经济效率定义，我们还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
”在增长的同时，经济中大多数人的所得反而减少了。
    本书第二部分涵盖了工资理论和高管报酬理论，或者说不平等从一开始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为什么一个人一个小时的所得顶得上另一个人一星期、一个月乃至一年的所得？
经济学家所采用的“新古典”理论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一个人之所以得到那么多，是因为对其雇主
来说他就值那么多。
若他每小时赚7．25美元——全国当前的最低工资，那么他对雇主的贡献就是每小时7．25美元。
当然，若雇主支付他每小时数千美元，则他对雇主的贡献也是那么大。
    但这并不是现存的唯一的工资与报酬理论。
新古典理论的发明是用来取代“古典”理论的。
古典理论认为，工资率的多少，不是由对生产的贡献——我们将会谈到，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概念—
—而是由不同群体讨价还价的能力所决定的。
本书第二部分将显示，实证数据支持经典理论，而跟新古典理论相左。
    如果工资率由议价能力决定，那么何者决定议价能力呢？
就工人这方面来说，法律和政府政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工会权利、最低工资法、失业保险、社会保障、福利以及各项移民权利的执行，这一切合在一起决定
着工人对低工资说“不”的能力，而所有这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都遭到了侵蚀。
第二部分将阐明这种侵蚀对工人福利的影响。
    与工人不同，高管们跟雇主讨价还价时常常占据上风。
对于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经济学家们有一个极好的尽管是很简单的解释。
高管的雇主是他们公司的股东，而如果每家公司都由大量分散的股东拥有，那就根本没人在意公司经
营了。
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理论不过是经典工资理论的一个应用，它依据议价能力来解释工资率。
    本书是为受过教育且对经济学感兴趣的读者而写的，但读者不必有经济学背景。
本书不使用数学运算，尽管确实使用了一些基础算术知识，目的是使读者能够透彻理解经济学的一些
关键概念和理论，其中既包括主流经济学，也包括某些不太为人所知的经济学，后者对于经济行为的
解释常常比主流理论更好，而且并不总是提倡对富人有益的政策。
不管是主流经济学，还是那些不太为人所知的经济学，其经济思想的历程，连同产生这些思想的历史
背景，本书都将予以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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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教皇和帕累托不喜欢它 我们先从为什么开始。
19世纪末，欧洲的不平等悬殊，以至于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一触即发。
愈演愈烈的经济不平等使教皇十三世感触良多，1891年他再也坐不住了，发布了一道通谕，名为“新
通谕”，专门论及“工人阶级的处境”。
他在通谕中写道： 每一种产品生产和交易的整个过程，几乎已完全置于少数人的权势之下，因此，极
少数富人和巨富大贾已经在不计其数、一无所有的工人头上套上了一副堪称奴隶制的枷锁。
 这看起来是在为呼吁把“整个生产过程”推倒重来打下地基。
然而事实上，教皇强烈反对将国家权力整个儿推倒重来。
富人不应负有帮助穷人的任何义务，教皇声称：“这些事（帮助穷人）都是非法定的义务——除非处
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而是基督教慈善组织的责任，因而显然不能通过法律行动强制执行。
”在1906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一书中，帕累托详细阐述了为什么帮助穷人不可能是法律上强
制性的，警告政府不要实施哪怕是温和的再分配，否则可能因连锁反应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那些主
张税负平等以帮助穷人的人并没有猜想到，将会有一种由富人支付费用的累进税，及这样的一项制度
，即税负是由不缴纳此类税负的人投票表决的，因此，有时候人们会听到如下被厚颜无耻地作出的推
理：“某某税只落在富有的人身上，而且它将被用于仅对不那么幸运的人有益的支出上，因此，该税
肯定会被大多数投票者赞成通过。
”。
 但为什么帕累托反对再分配呢？
因为根据他的观点，边沁不一定是正确的。
如图1.1所示，边沁假定富人和穷人之间唯一的差别在于他们各自拥有多少钱：若拥有的钱相同，他们
将完全具有相同的效用。
正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这个相似点，才导致边沁推断，把一美元从富人转移到穷人，对富人造成的损
失将小于其给穷人带来的帮助。
但根据帕累托的看法，富人和穷人可能从根本上就是不同的。
在这种情况下，把一美元从富人那里转移给穷人，对富人造成的损失实际上可能大于其给穷人带来的
帮助。
他使用了一个极端的假想性例子来证明这种可能性。
如果富人实际上得益于穷人的贫穷，那将会怎样？
他问道。
如此一来，通过再分配减小贫穷而对富人造成的伤害有可能大于其给穷人带来的帮助，帕累托辩称，
“假定有一个只有一条狼和一只羊的集体，”帕累托解释道，“狼的幸福在于吃掉羊，羊的幸福在于
不被狼吃掉。
那么，该如何使这个集体幸福呢？
”。
 经济学家在解释帕累托反对功利主义的理由时通常并不引用这段话，相反，他们问道，假使富人和穷
人的效用函数与图1.1所示的并不相同，反而很意外地，富人从一定量的金钱中所得到的效用恰巧大于
穷人，那将会怎样？
图1.3用图形方式阐述了这个论点。
图中显示，在这种情况下把一美元从富人那里转移给穷人，对富人造成的伤害可能大于其给穷人带来
的帮助。
请注意，与穷人一样，富人从其第一个美元中所得到的效用亦大于从其最后一个美元中所得到的效用
。
但是，富人从其最后一个美元中所得到的效用有可能超过穷人从其第一个美元中所得到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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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书的副书名《普通人的经济学》就可看出，这是一本从普通人的利益出发，为世界上每一个普通人
而写的著作。
    一方面，本书除了前面少数必要的理论性知识，其他地方都浅显易懂，全无其他经济学著作的晦涩
难懂；它还深入浅出地梳理了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叙述了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
等经济学鼻祖和先驱提出的经济学理论，这些理论曾指导人们掌握经济规律，发展生产力，为人类获
得更美好的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然后指出了以维弗雷多·帕累托和约翰·贝茨·克拉克等为代表的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何时和如何背离了原来的经济学传统，他们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通过别有
用心地把经济学大厦的基石——效率定义(早期版本的定义是很关注收入分配的)——蓄意加以改变，
使那个早期定义失去权威性，从而釜底抽薪地将古典经济学理论指明的方向一举扭转，把经济学变成
了为统治者服务的“伪科学”，从而导致世上出现小部分人“朱门酒肉臭”，大部分人“路有冻死骨
”的贫富悬殊局面。
    于是，现代人只能学到，根据当今经济学教科书的教义——对经济有利的就是对有钱有势者有利的
，这就绑架和劫持了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如果不是每一个人的话)的脑海里建立起两个神话：经济
效率和经济平等可以割裂开来，任何一项把资源从富人那里转移给穷人的政策都是“无效率的”；一
个人所赚到的，仅仅是此人所生产出来的产出的价值。
    第一个神话显示了资本主义“吃人的”本质，相比之下，本书从反面印证了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
；第二个神话则完全违背了现代化“团队式生产”产出价值的不可分割性。
新古典经济学家和教授们为了达到目的，全然无视现实中随处可见的团队生产，别有用心地杜撰出一
个个所谓的某行业(如沥青生产)的“故事”，来证明在团队生产中，每个人所生产的产出的价值是可
分割和可度量的，并把这些理论一代代传授给他们的学生。
    为了揭穿当代经济学的所谓“神话”，作者做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实证性的研究，通过举例的方式
，比如租金控制型房租、财富的分配等，让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明白现代经济学的本质，知道应该如
何对经济学“动手术”，使之回归“为人民服务”的本来面目。
这就是为什么作者大声疾呼“经济就是我们，而我们做的不是很好。
我们需要把经济学从一种正被用于对付我们的武器，变为一门将向我们展示我们能够做得更好的科学
”。
    本书堪称深入浅出地讲述深奥的经济学理论的典范，值得每一名普通人阅读，而且也应该阅读，否
则我们仍将“被蒙蔽了双眼，只好被人牵着鼻子走”，对于“所存在的古老真理”视而不见。
是时候重新捡起被遗弃的真理了。
    本书得以翻译完成，离不开诸多人士的大力帮助。
譬如，在专业方面，以下诸位不厌其烦地给予了答疑解惑：姜玉芝、史小宝、秦玉环、崔红雁、罗志
军、冯玉成等；在文字核对等方面，需要感谢周连红、祝广平、刘勃、邱森林、赵炳雄、董丽等；在
查找资料及文字输入等方面，需要感谢刘正权、刘波、吴俊杰、郭武军、戴儒光等人；在选词造句方
面，需要感谢的有朱对林、丁智慧、徐宏云、张虹、潘祖文等。
此外，还有其他许多人士给予了极大的帮助，谨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当然，本书得以付梓，离不开华夏出版社的编辑和领导的支持和帮助。
    陈小白    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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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经济学家们总在经济理论和规律上争论不休，老百姓却在忍饥挨饿。
我们一定要认清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经济规律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由我们人制定出来的。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    经济就是我们，而我们做得不是很好。
我们需要把经济学从一种正被用于对付我们的武器，变为一门将向我们展示我们能够做得更好的科学
。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莫什·阿德勒    本书堪称深入浅出地讲述深奥的经济学理论的典范，
值得每一名普通人阅读，而且也应该阅读，否则我们仍将被蒙蔽了双眼，财富一点点被人掠去，生活
越来越艰难。
用本书教我们的方法去争取我们的正当利益吧。
    ——读者蓝色海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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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的生活为何艰难:普通人的经济学》揭开了一个普通人睁着眼睛却没看到的秘密：主流经济学其
实是一种为富人服务的理论，是一种为利益集团辩护的主张。
富人在种种政策中一点一点掠夺掉我们的劳动所得，普通百姓的日子越过越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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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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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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