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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但凡思考过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问题的经济学家，大都认为那是一场无妄之灾，而不是不可避免
的悲剧。
他们认为，假如当年赫伯特？
胡佛没有在经济萧条迫在眉睫时还试图保持预算平衡，假如当年美联储没有以牺牲国内经济为代价来
维护金本位，假如当年政府官员迅速向境况不妙的银行注资，以平复1930-1931年蔓延开来的银行恐慌
，那么1929年的股市崩溃将只会引发一场普普通通的、很快被人遗忘的经济衰退。
他们还认为，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已经汲取了教训。
如今的财政部部长再也不会重提安德鲁？
梅隆当年的著名建议：“清算劳工、清算股票、清算农民、清算房地产⋯⋯将腐坏因素从经济体中涤
荡出去。
”所以，像“大萧条”那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真的是这样吗？
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亚洲经济体遭遇了一场经济萧条，这些经济体的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1/4， 其
总人口约为6.67亿。
诡异的是，这场萧条与“大萧条”颇为相似。
像“大萧条”一样，这场经济危机的爆发犹如万里晴空一声霹雳，甚至在萧条已初现端倪之时，大多
数专家学者还在预言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会持续繁荣；同20世纪30年代一样，为了应对危机，人们
使用了传统的经济药方，但发现于事无补，甚至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
这样的事情竟然会在现代世界里发生，这理应让所有有历史感的人不寒而栗。
    我当然也不例外，本书的初版就是针对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经济危机而写的。
虽然有些人将亚洲经济危机视为一时一地的特殊现象，我却认为，对整个世界而言，那场危机是一个
令人不安的先兆，它警告我们，萧条经济学的种种问题在现代世界里依然存在，并未消失。
不幸的是，我当年的担忧不无道理：在这次新版付印时，世界大部分地区，尤其是美国，正在一场金
融与经济危机中拼命挣扎，而且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经济困境，当前的危机与“大萧条”更为
相似。
    亚洲10年前经历的那种经济困境，以及我们所有人时下正在经历的经济困境，恰恰是一种我们自以
为已经学会了如何去避免的东西。
在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里，发达的、拥有稳定政府的大型经济体（如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也许曾经
长久地陷在经济停滞与通货紧缩的泥潭之中无法自拔，但是在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之间的岁月里，我们
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知识，足以避免上述困境的重现。
较小的国家（如1931年的奥地利）也许曾经任凭金融大潮摆布，无力控制本国的经济命运，但现在人
们认为，老练的银行家和政府官员（更不用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了）应该可以在短时间里精心策划出
各种救助方案，及早控制危机，以免其蔓延。
在过去，当国家银行体系崩溃时，各国政府（例如1930-1931年的美国政府）也许只能站在一旁，束手
无策；在现代世界，人们认为有了存款保险，美联储又随时准备向境况不妙的机构迅速注资，那样的
大崩溃应当不会再发生了。
虽然任何有头脑的人都明白万事顺利、高枕无忧的经济时代并没有到来，但我们依然信心十足地认定
，不论未来我们会遇到什么经济问题，它们都将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问题决然不同。
    但10年前我们就应该意识到，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信心。
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都处在一种经济陷阱之中，假如凯恩斯及其同代人复生，他们
会觉得日本的陷阱十分眼熟。
亚洲一些较小经济体的遭遇则更加直截了当，毫不夸张地说，它们在一夜之间就从繁荣跌入了灾难，
而它们所经历的灾难故事简直就像从一部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史中直接摘录出来的。
    当时我对此事的看法是：那就像一种曾经引发致命瘟疫的病菌，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人们认为它
已被现代医学征服，但它又以另一种形式重现了，而且这一次它对所有常用抗生素都产生了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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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书初版的导言里是这么写的：“迄今为止，真正被这种刚刚变得无法治疗的病菌感染的人其实
只是少数，但对于我们中间目前为止还算幸运的人而言，聪明的做法应当是不惜一切代价寻找新疗法
、新预防方案，以免我们最终也沦为它的猎物。
”    不过，我们并不聪明。
现在，瘟疫已然降临。
    本书新版的许多内容集中于探讨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经济危机，现在看来，那场危机是目前正在上
演的全球危机的某种预演。
但我也增添了许多新内容，用于解释如下问题：美国何以发现自己和10年前的日本颇为相似，冰岛何
以发现自己和泰国颇为相似，20世纪90年代经历危机的那些国家何以心惊胆战地发现它们又一次走到
了深渊的边缘。
    这是一部谁都可以读得懂的经济作品    开门见山地说，就本质而言，这本书是一本分析性的简论。
本书关注的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事实的原因。
我认为我们应当理解的重要问题是：这场灾难怎么会发生，受灾者怎么能恢复，我们怎么能阻止它再
次发生。
所以借用商学院的行话来说，本书的最终目标就是揭示“定案理论”，也就是说，要搞清楚我们面前
这个具体问题的来龙去脉。
    但我也努力避免把本书写成一本枯燥的理论阐述。
本书中没有方程式，没有令人费解的图表，（我希望）也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经济学行话。
当然，作为一个声誉良好的经济学家，写那种谁也读不懂的东西本是我的拿手好戏。
的确，假如没有其他人以及我自己写的那些晦涩难解的著作的帮助，我很难形成本书所展示的观点。
但是，这个世界现在急需的是基于充分认识的明智行动，而为了实现这样的行动，我们就必须以平实
的方式表达思想，以便使所有相关大众都能理解，而不是只让那些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读得懂。
其实说到底，正规经济学中的方程式和图表往往不过是用来帮助修建一座知识大厦的脚手架而已。
一旦大厦的修建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撤除那些脚手架，只留下通俗易懂的文字。
    另外，虽然本书的最终目标是分析，但还是用大量的篇幅进行叙述。
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叙述，原因之一在于“故事情节”，即事件发生的顺序，往往非常有助于我们判断
，到底是哪种“定案理论”讲得通（例如，有人对于经济危机持一种“原教旨主义”的观点，认为危
机只不过是各国经济应得的惩罚而已，但所有这样的观点都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看起来截然
不同的经济体会在短短几个月之内都遭遇危机，如此奇怪的巧合应该如何解释）。
另外我也明白，无论要做什么样的阐释，都得有事件顺序地提供一个必要的背景，毕竟没有多少人花
了连续18个月的时间、乐此不疲地关注这次徐徐上演的事件。
并不是人人都记得马哈蒂尔总理1997年8月在吉隆坡说了什么话，并把那些话与曾荫权一年之后在香港
最终做的事联系起来。
不过，本书将唤醒你的记忆。
    我还要对本书的学术风格再说明一点：经济学家在写作时，尤其是在写作十分严肃的主题时，往往
会受惑于一种倾向，就是变得极度冠冕堂皇。
我不是说我们考虑的事情不重要，有时这些事是攸关生死的。
但太多的情况是，学者们会想，由于话题是严肃的，那就一定得庄重地谈论它，也就是说，必须以庄
重的言辞来探讨重大问题，随便、轻佻的做法是绝对要不得的。
但事实证明，要弄明白那些新奇的现象，你就必须愿意“把玩”一些想法。
我是特意用“玩”这个字的：那些总是正襟危坐、没有一丝怪念头的人几乎从来不会提出新颖的洞见
，经济学上不会，其他方面也不会。
如果我告诉你“日本正在遭受基础性失调之苦，因为日本国家调节式的增长模式导致了结构性僵化”
，那么你想想看，我其实等于什么也没说。
我最多不过是表达了一种感觉，就是问题十分严重，没有轻松的解决办法，而这个感觉很可能是大错
特错的。
但是，如果我来讲一个婴儿看护合作社盛衰交替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确将在本书中多次出现），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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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好玩的故事来说明日本的问题，也许这听上去有些可笑，这轻佻的态度也许还会触动你敏感的神经
，但我这古怪的做法自有目的：它能将你的思路撞到另一条轨道上，比如说，这个例子能让你发觉，
至少日本的一部分问题的确是可以用一种简单得令人吃惊的方法来解决的。
所以，不要期待一本严肃的著作：尽管本书的目标绝无半点儿不严肃之处，但本书的行文将十分轻松
随意，这正是本书探讨的主题所要求的。
    好了，让我们开始旅程吧，先来看看几年之前我们仿佛身处的那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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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29年股市大崩盘，拉开20世纪大萧条序幕；
　　 1982年债务危机，第三世界国家遭遇危机后的萧条；
　　 1991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至今仍在萧条中徘徊；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诸多经济体深陷衰退；
　　 2007年美国次贷风波愈演愈烈，经济萧条再度袭来；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前夕，克鲁格曼再次预言，21世纪严重经济衰退无法避免，世界或将遭遇“失
去的十年”。
经济萧条从未远离我们，萧条经济学重返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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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保罗·克鲁格曼，一个天才式的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畅销书
作者、专栏作家。

　　
克鲁格曼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代表，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理
论。
1991年，他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获得克拉克经济学奖的第五人。
1994年成功预言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独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克鲁格曼的文笔清晰流畅，深入浅出，不仅是专业研究人员的必读之物，更是普通大众的良师益友。
在公众的眼中，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众经济学家，被誉为“自凯恩斯以降，文章写得最好的经济学
家”。

　　 主要作品有《现在终结萧条！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兜售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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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01 为什么穷，为什么富：看那些挣扎在危机边缘的国家
在当今的世界上，产权和自由市场被视为基本的准则，而不是勉强为之的权宜之计，至于贫富不均、
失业、不公正等市场体系令人不快的方面也都被认定是无法更改的现实，被人们所接受。

社会主义出了问题，资本主义凯歌高奏
婴儿、货币与商业周期的故事
信息科技重塑了经济
“第三世界”为什么穷，又为什么富
日本一蹶不振，欧洲仍在挣扎，美国怨恨重重
02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拉美危机给我们的启示
“龙舌兰危机”爆发14年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大部分国家或地区正在经历一场金融危机，这场
危机与1994～1995年拉美的遭遇颇为相似。
所以很明显的是，我们从拉美危机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为什么危机发源于墨西哥
阿根廷的问题有多么严重
多事之秋：墨西哥危机延续
从天堂跌入地狱：墨西哥和阿根廷的灾难性危机
坚持不住了，紧急大救助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为什么我们还是栽了跟头
03 日本经济大衰退给我们的启示
与其他亚洲国家碰到的灾祸相比，日本的遭遇虽没有那么惨痛，但其持续的时间却是这么长，迄今为
止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原因。
这也是一个先兆：如果这事能发生在日本，谁敢保证它不会发生在美国·后来果然应验了这个先兆。

“日本速度”震惊世界，却又暗藏危机
日本大泡沫是如何形成的
增长型衰退：日本真的不一样
日本跌入可怕的流动性陷阱
日本要走到穷途末路了
日本的顽疾该用什么办法解决
04 无妄之灾：亚洲金融危机始末
如果说这场危机是对亚洲各国罪孽的惩罚，为什么这些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经济体在同一时间一起撞
上危机呢·1997年的韩国已差不多是个发达国家，其人均收入可以与南欧各国相比，而印尼仍然是个
很穷的国家，其发展程度可用民众每日摄入的卡路里来衡量。
上苍为什么会把如此不般配的一对国家一起投入危机深渊呢·
繁荣的背后：暴风雨即将来临
泰国引火烧身
恐慌蔓延，信心下滑，崩溃发生
危机像疾病一样传染下去
为什么是亚洲·为什么是1997年
亚洲式的危机：2002年的阿根廷
由亚洲金融危机想到的
05 我们该听谁的：危机之后的拯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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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亚洲危机爆发至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角色一直遭到不少非议。
许多人认为危机其实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实际上大体主宰其政策的美国财政部）造成的，或者
觉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危机处理不当，以至于使危机严重到远不该有的程度。
这么想对吗·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货币--球币
资本投机也有学问
荒唐的华盛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错在哪
06 血雨腥风：对冲基金来了
马哈蒂尔仍然不依不饶，继续在各种新闻发布会上和演讲中抨击索罗斯，一直骂了几个月，等到马来
西亚经济开始真正显得危机重重时，由于担心扰乱市场，马哈蒂尔才相对有所收敛。

对冲基金：如猛兽一般
乔治·索罗斯成名之举
马哈蒂尔大骂索罗斯
鏖战香港：对冲基金的大阴谋
俄罗斯的难言之隐
波涛汹涌：1998年大恐慌
07 大泡沫：格林斯潘究竟是对还是错
格林斯潘就像一位家长，他虽然严厉警告中学生不要纵饮狂欢，但并没有打断宴会，而是一直站在一
旁等待，以在欢宴落幕时做一名清醒的司机，送他们回家。

格林斯潘做了什么
格林斯潘其实很失败
格林斯潘泡沫是如何发生的
泡沫破裂之后又是一个泡沫
08 谁是凶手：影子银行的所作所为
那些本应为影子银行系统的脆弱忧心忡忡的人却在对“金融创新”大唱赞歌。
格林斯潘在2004年宣称：“不仅单个金融机构更能抵挡潜在风险因素带来的冲击，整个金融体系也变
得更有弹性了。
”
银行究竟是干什么的
影子银行是如何操纵市场的
漠视危机等于自杀
09 大难临头：泡沫破裂了，银行崩溃了，危机发生了
2005年秋，美国房市大繁荣已经开始衰落了，但大多数人都没有马上明白这一点。
当房价上升到一定的程度，以至于零首付、用“超优惠利率”支付贷款的房子都超过了许多美国人的
购买能力时，房屋销售开始委靡不振了。
我当时写道，房市泡沫开始破裂。

房市泡沫破裂了
影子银行崩溃
伯南克无力回天：美联储失去拉动力
一场新灾难：危机蔓延全球
全球大衰退
10 萧条经济学
应对衰退的传统政策似乎已经完全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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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如何创造充足的需求来利用经济产能的问题再一次成为关键问题。
萧条经济学重返历史舞台了。

什么是萧条经济学
我们该如何应对
吸取教训，金融体系一定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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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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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克鲁格曼可能是他所在的年代最有创造力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人》“口号和辩论”、“数据和模型”的大师。
——《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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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编辑推荐：克鲁格曼是个神一样的人物。
他是美国最受憎恨、也最受敬佩的专栏作家。
他是少有的文笔出色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有人戏称，克鲁格曼也应该获得一块诺贝尔
文学奖。
克鲁格曼擅于讲经济学故事，因为他实在不愿意在公众面前摆弄复杂的经济学术语，所以，“平民诺
贝尔经济学奖”的头衔非他莫属。
克鲁格曼在中国时不时就会掀起轩然大波——他的观点常常激起中国经济学家的群起而攻之，但另一
方面，他毫不留情的大胆言论也赢得众多的读者和粉丝。
奉献给读者的“诺将得主克鲁格曼系列”共有四本，分别是《现在终结萧条！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兜售繁荣》。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没有方程式，没有令人费解的图表，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经济学行话，
这是一本所有关心世界经济走向的人都能读懂的书！
恰逢21世纪首场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萧条经济学卷土重来。
灾难深重的金融危机，挥之不去的萧条阴影，束手无策的政府。
日本大泡沫、拉美灾难性危机、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克鲁格曼的解读让你醍醐灌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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