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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过去的30年里，我就像伍迪·艾伦(W00dy A11en)在那部与他齐名的电影里扮演的角色变色龙一样，
不管怎样也算在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幸运的是，我所处的并不是旁观者的位置；这个位置让我在不失重点的情况下，近距离地目睹了危机
的肆虐。
    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位于纽约的花旗(Citi)工作。
该公司一开始被称为花旗公司(Citicorp)，后来改名为花旗集团(Citlgroup)，最后简单地改成了花旗。
我很感激我的前雇主。
当时，他所经营的那家公司在金融界很强大，能征服其接触到的所有的市场。
但是如今，用一些评论家的话来说，这家公司已经濒临破产，急需被执行“安乐死”。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这家大型跨国公司工作过的话，我就不会有机会去观察甚至参与到这些大变数当中
去。
在过去的20年里，公司给我提供了无数机会，让我在每个遭遇了危机的地方接触到了各种人和资源。
    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我对自己之前的同事都深感不解——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离开了花旗，跳
槽到与摩根士丹利(H0rganStan]ey)合资的企业中工作。
在华尔街有很多家机构型企业和理财公司，它们的很多顾问都在美联储工作过。
在那里，我接触到了很糟糕的因循守旧思想。
这些思想无休止地循环着，时而表现为无知，时而表现为愤世嫉俗。
这种思维模式束缚了投资行业的自发行为，强迫其适应市场。
    这是一本阐释经济稳定性的书，而不是说明经济公平的书(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同的是，我认
为这两种观点基于完全不同的原理)。
基于这一点考虑，我在表达观点时尽可能控制自己义愤填膺的情绪。
    超级大循环：过去和现在    在这一幕超级大循环的戏剧中，资本是关键。
超级大循环决定资本流动的方向：资本决定超级大循环起落的幅度。
如果二者缺少其一，那么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1 25年被称为超级大循环时代，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1971～1973年之间布雷
顿森林体系(Bretton W00ds System)走向瓦解的时期除外。
在这两个时期内，跨国资本流动量很小，相对价格即二级商品的价格也非常低。
在那些年间，超级大循环只是暂时离开了历史舞台。
读者要牢记一点：虽然我将这种现象称为超级大循环，但它既可以被理解为产生这些现象的条件，也
可以被理解为遏制这些现象的手段。
    然而，超级大循环像重新被唤醒的瓦尔基里(Valkyrie) 一样，在强烈诱惑的驱使下走出了瓦尔哈
拉(Valhalla)殿堂 随后又在某种力量的帮助下恢复了威力，勇往直前。
在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作品《众神的黄昏》(Gotterdammerung)中，布林希德(Brunnhilde)在其爱人西格
弗里德(Siegfried)的帮助下获得了重生，然后踏上漫漫旅途，将戒指还给了莱茵少女(Rhinemaiden)，最
终解除了整个世界所遭受的诅咒。
同样，在购买力长期下降的情况下，崭新的货币标准也让人们看到了稳定价格的希望，不管是1879年
扩张后的金本位还是1 979年的法定本位(Fiat Standard)。
货币标准引发了一系列剧烈的价格变化，这种变化从商品开始，随后波及制造业，最后冲击了商品消
费(而不是商品生产)中家庭的收支平衡。
这就是超级大循环的实质——持续一代人之久的价格波动使世界经济从高度的通货膨胀演变为通货紧
缩，然后又回到通货膨胀，并产生了一系列负面效应。
我们将其称为资产泡沫。
瓦格纳音乐剧中的指环诅咒和超级大循环中的通货膨胀诅咒很相似。
二者破灭之后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多数人通常会不自觉地将美国看做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将中国看做是产品和循环储蓄金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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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将中东各国看做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出口地，但我一再要求读者将这个传统的分类方式暂时搁在
一边，从全球管道或生产供应链的角度考虑问题。
下面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
所有的产品一开始都是初级品，然后经过各种中间生产过程的加工，同时吸收大量劳动力，最后成为
产品，被大众消费(就连服务也可以被当做产品或劳动力——例如，为你诊断疾病的X光机器和放射科
医师，或者水暖工用来疏通下水道的水管和工具)。
如今的大多数产品都是由世界上某个地方的初级品制成，随后在世界的另一个地区获得深加工，最后
在其他地区被人们消费。
    因此，超级大循环是一个缓解通货膨胀的过程。
这个过程贯穿于全球整个生产线中——从初级品到制成品再到服务，就像一头牛被一条大蟒蛇慢慢吞
掉一样——这就使得经济繁荣与萧条交替出现，首先出现初级品，紧接着是制成品，然后是服务和消
费。
有人很巧妙地将这一特征描述为“蜿蜒曲折前行”，即缓解通货膨胀的过程不是在世界各地同时进行
的，而是按顺序来的。
然而，这一过程有可能很快演变成通货紧缩。
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稳定物价，那么这将无可避免地引发通货紧缩。
    本书所描述的通货紧缩带来的威胁比传统意义上的通货紧缩对我们的影响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早期和近代一些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如欧文-费雪(Irving F1sher)、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Haynard Keynes)、海曼·明斯基(Hyman M1nsky)，还有近代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e)——都告诉我
们，高度负债的经济体很可能会导致通货紧缩。
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通货紧缩会使货币政策失效，因此有必要使用非传统工具来挽救经济。
例如美联储在2008年和2009年被迫采取史无前例的极端措施来挽救经济。
美联储的这种行为很好地印证了这种模式。
但是，我在这本书里描述的内容比这些现象更深刻，我的目的是让大家明白，情况非常危险。
我们使用的一些工具——尤其是零利率货币政策——并没能真正将我们从通货紧缩中解救出来，反而
使我们陷得更深了。
    现在正是把这一模式应用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时候。
在这样一个全球生产线和经济繁荣、萧条的次序框架中，我们可以回顾一下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经
济发展停滞的那10年，20世纪90年代日本和亚洲各国的危机，以及21世纪头10年美国、英国乃至整个
国际社会金融体系的几近崩溃。
所有这些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同一扩展模式下连续的几个点，这个模式即超级大循环。
拉丁美洲(以商品为主导)的经济萧条恰恰助长了亚洲(制造业)的经济繁荣。
同一时期，拉丁美洲的经济萧条反倒助长了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服务主导型经济和产品消
费型经济的发展。
当前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萧条与此前拉丁美洲的经济萧条都是超级大循环模式下连续的点。
    历史上曾出现过两个重要的超级大循环。
第一个超级大循环，也就是古典超级大循环，延续了将近半个多世纪，从19世纪70年代金本位的广泛
采用一直延续到经济大萧条时期。
20世纪30年代，这个循环在金本位标准的经济体中因产品生产能力大规模下降而突然结束。
这些采用金本位的国家包括美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几个拉丁美洲国家。
在过去的20年中，全球经济经历了新型的大萧条：日本经济的一起一落，东亚各国经济的迅速瓦解，
以及美国制造业的委靡不振等。
在以上各种情况下，我们都预先阻止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带来的最严重的影响(经济自动停滞)，
因为决策者从过去的失败中都吸取了教训 。
    第二个超级大循环也就是现代超级大循环，这也正是我们当前所经历的超级大循环。
它起源于1979年的沃克尔美联储(Volcker Fed)。
该循环比古典超级大循环更高一层，发展速度也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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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本书里所提出的这些政策和投资建议能否成立，完全取决于我对这一阶段超级大循环的判断是
否准确，因此我有必要为读者最后再强调一点：如今，与大萧条时期不同的是，全球经济处于超级大
循环中一个特殊而靠后的阶段。
因此，我们需要寻找新的方式去迎接新的挑战。
    但是，首先我们需要纠正一个惯性思维，即浮动汇率体系优于固定汇率体系，因为浮动汇率体系能
更好地应对各种经济冲击。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目光短浅，从而加剧了超级大循环的影响。
    如果经济受金本位体系的完全控制，那么投产价格下跌会对经济带来极大的冲击，世界经济也会经
历我所描述的无休止的扩张和危机。
然而，我非常认同超级大循环的增值机制，即贸易转变和由此导致的不断起伏的经济活动已经变得更
加剧烈。
这是因为大多数经济体采用的都是灵活的浮动汇率。
我想说的是，浮动汇率机制下产出浮动的幅度会更大些，危机相对比较严重，但是恢复速度也快。
从国家的角度来考虑，这或许是件好事，而从超级大循环的角度来说，这无疑非常糟糕。
    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这些道理似乎违背常理。
金本位国家难道不需要调整自身来适应剧烈的价格流转吗?资金外流可以减少货币供应，促使某个领
域(此处指经济)出现通货紧缩。
难道不是金本位固有的缺陷造成了经济大萧条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经济大萧条是金汇兑本位制瓦解造成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为解决支付失衡问题，当时世界上的几大
经济体设立了基金，从而使黄金不再跨国流通，货币供应也得到了相应调整)。
之所以出现大萧条是因为政策协调失误，再加上几大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经济出现了其他决策性失误
，而不是金本位制本身造成了这一惊人后果。
    诠释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二者区别的较好方式就是比较1997年和2001年间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情况，
或者1995年到2001年间阿根廷和墨西哥的情况。
上述两种情况中，相对于保持汇率稳定的国家(马来西亚和阿根廷)而言，汇率贬值的国家(泰国和墨西
哥)单位出口价格下降幅度下降。
这就使得国外买家的成本投入降低，利润增加。
如果供应国仅仅在固定汇率体系下遭受通货紧缩，就不可能给购买国带来如此丰厚的利润。
问题转移到供应链的下一个领域：贸易条件带来的冲击日益扩张。
一旦我们将危机当成超级大循环的一部分而非孤立事件，我们就会发现，每一个阶段的问题都累积了
起来。
    在鲁宾一萨默斯一费雪(Rubin—Summers—Fisher)三巨头的带领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了行动，
实施货币贬值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其目的是以重获竞争力为名义，促使大幅度的汇率贬值，并尽
快调整这些国家的失衡状况。
美国和其他国家随之出现的经济繁荣现象就是这些汇率政策的直接产物，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
在美国财政部的支持者给予这些国家的错误建议所致。
现代超级大循环获得了强大支持，也因此咆哮于美国经济中。
    错误的回应带来的风险    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也会在本书中的很多地方涉及它：如今，决策者似乎
笃信，我们不会误用解决方案，但是我们敢保证自己对问题的诊断没有错误吗?我们应该扪心自问，该
时期的这种危机是否需要这些坚决的回应。
本书的核心部分是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
这几章会让读者认识到这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很坚定，毫不模棱两可。
我坚信决策者只是不够了解他们所面临的这场危机，第四部分会解释我为什么这样认为。
在这里我只做个简单的概括。
大萧条给我们带来几个重要教训，但是没有一个比下面这点更重要：政府是最终的减震器，一方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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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要适应下降的需求，另一面政府要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
这一真理将在当前的危机中得到检验。
我相信很快就会见分晓。
    将债务从家庭转向政府，或者从金融领域转向政府(如果某种家庭债务已经授权)都不管用。
宽容的政策也不管用。
政府不会保障债务的逐步清偿，也不会通过财政刺激来为经济恢复创造条件，以缓解过度负债的压力
。
当前，宽容是一个广义词，意思是依靠政府支出而不是转移来恢复偿还能力，即政府间接干涉国家的
债务问题。
较为直接的方案是债务转移，即承担起某个体系的重重债务，然后公布免除债务，就像散布福音一样
。
    我不确定转移和宽容这两种方法哪一个能帮助我们逃脱危机。
通货膨胀虽然很痛苦，但却似乎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我们认为，超级大循环从根本而言是一个缓解通货膨胀的过程，最终会导致通货紧缩——这实际上意
味着负债。
因此，我们可以解除超级大循环来减少负债，也即放开我们对稳定价格的承诺，制造通货膨胀。
但是，我们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我认为中央银行或许除了不负责任之外别无选择，不再大肆渲染价格
稳定性，而是默默在账本上将债务记录抹去，即不再收回基础货币增值的部分。
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不断向市场投放大量的基础货币，允许其在更广的范围内
流通，以此来激起通货膨胀。
最好把下面这句话当成高贵的谎言：技术上很简单，但政治上很困难。
    没有人愿意卷入通货膨胀的旋涡当中。
我认为，要想走出即将来临的超级通货膨胀，就需要采用全新的货币标准。
超级通货膨胀的特点是价格以双倍的速度上涨。
恶性通货膨胀指的是每年通货膨胀率超过100％，甚至会出现滞胀，而且高度的通货膨胀和缓慢的经济
增长也将并存。
这或许意味着要回到金本位标准或其他某种金银备份体系。
或许一种全新的货币经济学可以为此提供一条生路。
这种经济学源自新的宏观经济学，抵制了幼稚简化论的种种诱惑。
平衡经济学家将其称为“微观基础”。
其中，经济就像正常思维的人一样运作着，不断获取新信息，寻找最有效途径，竭尽全力去达到总的
目标。
    这些微观基础是经济学家的偶像。
经济学家花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才改掉了坏习惯，不再总是从规模收益不变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也
不再认为产出和投入成比例。
同样，如今，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发现难以消除这种思想，即总的经济充其量只不过相当于扩大了的个
人经济。
他们渐渐认识到这种思维方式存在大量谬误。
他们将凯恩斯的节俭悖论抛之脑后。
该悖论认为人们的节俭很可能导致更大程度的经济衰退。
如今，凯恩斯的观点连同其他几个同样有害的悖论再次出现，如对手威胁论。
一个机构如果力图减轻自身的风险，到头来只会加大整个体系崩溃的风险。
但是，我对该问题的批评则更加深入。
我在第二章中指出，我们将宏观因果性看成解读整个经济的另外一种组织原则。
在宏观因果关系中，宏观力量决定着个体经济行为，反之则无效。
但是，我仅仅是建议而已，因为如果再深挖的话就会超越这本书的范围。
    是其他人先想到这一点的吗?    过去这么多年里，曾和我讨论过这些观点的人总会问我，这个理论和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超级大循环>>

马克思或者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ian)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方式有何不同。
这两种学说都认为历史有一个方向，经济因素在该方向上起决定性作用。
现代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的著作中得到了
最佳体现。
我在第三部分也大量引用了该学说。
该学说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循环的(此处为超级大循环)，而是具有内在的过度生产发展趋势。
从这一点来讲，布伦纳的作品很了不起。
他认真搜集了论据并指出，在愈演愈烈的竞争面前，公司在单位利润下降的情况下仍然想竭力保住原
有的利润水平。
这就导致某些行业出现生产过剩的情况，主要为制造业，因为该行业的全球竞争相当激烈。
但是，我在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中会指出，制造业只是大背景下的一个亮点。
是的，现代超级大循环确实赋予了制造业强大的生产能力，但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日本经济出
现不良状况以来，该行业的生产能力也在不断下降。
我们的浮动汇率体系使得全球制造业经受了巨大危机，远远超过固定汇率体系，如金本位，可能导致
的危机程度。
最近，在美国和其他地区出现的服务业繁荣及随之产生的家庭收支平衡扩张无法用马克思提出的生产
过剩理论及其对利润率下降的重视来解释。
该理论也无法解释房地产行业(非流通制造行业)出现的巨大热潮。
    另一方面，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却显得有些华而不实，这一点在危机时期再次得到了证实。
它似乎可以解释危机的某些症状，比如通货紧缩或膨胀时期，资产积累等，但是却有点难以理解。
然而，当时，这一理论似乎试图解释危机的原因和许多其他非经济效应方面的问题，因此有些出拳过
长。
康德拉季耶夫认为，波动是由经济各方面的产品革新所引发的，这就导致组织和进程方式发生了相应
变化。
波动随着这些变化逐一出现，速度不断加快，势头也更猛烈。
但是，由于最初的刺激因素逐渐消减，致使波动也不断减弱。
长波理论的其他方面主要讲述伴随这些波动所出现的社会和政治变革。
比如，它将50年左右的循环划分为4个时期，各个时期之间有明确的时间期限：一般说头15年是衰退期
；接着20年是大量再投资期，在此期间新技术不断采用，经济发展增快，显示出一派兴旺景象；其
后10年是过度建设期，过度建设的结果是5～10年的混乱期，从而导致下一次大衰退的出现。
所有这些描述的目的在于揭示战争、饥荒、社会体制的变化和由系统引发的气候变化。
这使我们想起1 9世纪影响深远的俄国小说，其中宽泛的叙述情节令人心驰神往。
但是，这并不是我所说的可以用来武装自己的科学理论。
我在本书中所提到的超级大循环理论并没有涉及技术或变革冲击等方面，其所有描述都是内在的。
也就是说，它们都可以借助经济主体在上下波动的通货膨胀面前所采取的行动来解释，不管是央行还
是个体生产者或消费者。
核心部分的框架很简单，但其启示作用却影响深远。
我们正处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转折点吗?    我不会那么天真地认为世界会瞬间完全改变。
我也不相信近期的繁荣现象会不复存在。
我非常期待金融和投资产业的持续发展，尽管其受到了某种束缚。
我们可以从市场王国撤退，但是却不可能回到福利王国。
如果我想象中的那三个情景中最坏的一个出现——无休止的通货紧缩状态(另外两个是高度通货膨胀和
滞胀)，那么如今的权利社会将几乎没有振兴经济的欲望，甚至可利用的资源会更少。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的是经济的长期委靡不振和迟迟不去的经济过热。
人们期待那些遭受危机的国家能恢复正常状况，这种期待不断涌现，紧接着又一一破灭。
所有这些都会激发人们去寻找新的政治经济体制。
在分散管理的金融体系中起作用的共同王国或许会在市场王国失败后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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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互王国中，我们所草草建立的哥德堡金融体系会被某种简易体系所取代。
这个新体系更接近于我们的需求，而且和我们的财富创造活动也不那么疏远。
我使用了“相互”这个词，因为在这样一个新的王国里，我们每个人都对结果承担一定的风险。
糟糕的是，在如今这个历史时期，它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下面该谈谈金融化了。
这个主题出现在现代超级大循环的场景中。
一个微妙的观点认为，金融市场相当于一个强大的决策过滤器，可以过滤出我们当前和未来的计划和
偏好。
从本质上来讲，我们可以给这些偏好赋予经济值(价格)，使其可以自由交易，最终将经济生活中的各
个板块拼凑到一起。
我略为煽情地将其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福特主义。
福特主义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经济和社会现象，以及那个充满进取精神的时代所获得的成
就。
福特主义认为，公司的老板和员工之间应建立相互依存的关系(基于这点考虑，福特汽车公司付给员工
较高的薪水，因为它不仅将员工当做工人，还把他们看成客户)。
尽管福特主义在大萧条的困境中存活了下来，但其势头也渐渐减弱。
它曾有望成为在不受政府干预情况下增强稳定性和增加福利的公司模型，但是该希望最终还是破灭了
。
    乍一看，金融化也没什么两样——毕竟，其实质还是自我扩张。
尽管它像福特主义一样在其繁荣时期让大家看到了稳定的希望，但是，与福特主义不同的是，它是通
过市场过滤后的共有偏好和行动的自发排序才做到这一点的，而不是通过亨利·福特式的个人英雄努
力做到的。
因此，两种理论都在寻求一种更有效的次序——其中一个是由理性的观察者发觉的，另一个则由突发
的暴力和意志创造的。
金融化就像大萧条后的福特主义一样，也无法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
    因此，虽然我相信金融化时期已经结束了，但是金融实践和金融革新还将继续保留下来。
这并不是自相矛盾的。
金融化是由世界上大型中央银行，尤其是美联储所实践的行为。
对这些中央银行来说，复杂的金融市场是创造财富的同时获取有效平衡的必要条件，复杂的金融产品
也是每个家庭实现消费和储蓄长期平稳所必须的。
另一面，金融变革也给人们带来了实际效益——这并不是基于诡辩。
事实上，我是要求人们从高度负责的“牛顿”金融模式中撤退出来，转向简化的“欧几里得”金融模
式。
    我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开始审视当前面临的三大经济困境——无休止的通货紧缩、高度通货膨
胀和滞胀——以及投资者如何才能在这三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创造财富。
我们不会再经历第二次大萧条，但更可能面临第一次全球经济大委靡——整个世界都像日本那样——
或者大滞胀。
我们越能快速抓住超级大循环给我们创造的机会，将来的抱怨就会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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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思维场让你的气场更强大》内容简介：每个人都有匹配自己的气场，同样的也都有自己的思维
场，，而气场高手之间的对决就取决于双方思维场之间的对抗。
一个强大的气场需要有一个快速运作的大脑，而这就是我们的思维场。
那些能够操纵更多的思维模式和高级思维模式的人，他们有着强大的思维场，他们是思维时代的先锋
，并正在运用思维的强大能动作用改变着这个世界。

　　你是否觉得你的气场不够强大?你是否有那么一瞬间想成为万人迷?面对别人的成功，你是否也曾
感到过苍白无力，或者你已经很努力了但还没有成功?那么，请你做好准备，开始翻开本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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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宜博士(Elanyin)，真名邬勇，思维学研究者。
在留美期间接触到思维学，回国后全心致力于思维学的研究，目前是国内思维学领域的研究者和开拓
者。
现任南京融汇影视文化传媒公司导演兼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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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然而，我还是很认同曼昆在文章中提出的预期目标，即决策者缺乏许多工具，无法
为我们不久前经历的危机做好准备。
如果我们信服伍德福德所说的全球各大银行所使用的许多宏观经济计量模型，那么曼昆当前发现的概
念框架就被转变成大量的实践知识。
该概念框架对问题的解决毫无帮助。
但是，我们应该记住，伍德福德早在2008年早期就对曼昆的担忧给出了答复。
当时，新的危机刚刚开始，不过还没有大范围展开，也不是非常严重。
伍德福德可以充满自信，一口气说出现代理论在中央银行模型方面的用处，即定价和期待形成。
但是几个月之后，当全球金融体系开始闭关自守时，现代理论又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
 凯恩斯曾希望有一天经济学家会将自己看成牙医，专心致志于谦虚但有价值的活动中，帮助人们排忧
解难。
从那以后，经济学家就会倾向于强调培训的实际功能。
但是，凯恩斯的梦想源自这样一种想法，即强大的理论能够提供一些方法，从而预防资本主义经济学
所经历的周期性循环（保护社会不受过度生产的破坏效应）；因此，经济学家将成为单调的时间旅人
。
但是，那些过量生产，或者说过量生产倾向并没有从目前的经济体系中消除，尽管近年来我们突然遭
遇了金融体系的几近崩溃。
这些能够预示危机的方法仍然无法理解，所以凯恩斯的愿望也还未能实现。
 曼昆在文章中暗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概念非常丰富，每个概念都有很大的解释潜力。
因此，我们应该集中精力为中央银行的银行家或者其顾问编撰一本说明手册。
我的问题是：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吗？
这些概念有怎样的预测能力？
米尔顿。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其堪称经典的文章中用实证主义粗糙地对经济学做了说明，他认为，
只要预测和事件之间存在一致性，即使事实上该预测不过是巫师念叨的几句胡言乱语，我们也没有必
要对此产生任何怀疑。
确切地说，现代宏观经济学，即新均衡经济学让我们失望了。
最近，全球经济中发生的事件让央行的大量预测模型都无能为力，更不用说去控制这些经济事件了。
这些事件本应该让一切情况变得非常明朗。
 弗里德曼用简单的方法肯定了经济学的价值——他说这是一门科学，免不了受各种批判，比如有人说
，经济学模型是基于完全竞争的不切实际的假说——作为一种修辞手法非常有效，但前提是经济学没
有面对关乎其真正价值的质疑。
如今，这种方法却得到几位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记者、评论员、决策者甚至少数经济学家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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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对于那些不想沉浸于传统思维方式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书。
    ——戴维·马丁     并非所有的读者都同意默坦尼对金融驱动下的当代经济的激烈批评，但几乎所有
读过《超级大循环》的人都会体会到，自身的一些固有观念受到了挑战、    ——凯文·赫伯纳    这是
从过往经验中提炼出的最好的经济学思想和顶尖的投资高手对投资智慧的领悟    ——托马斯·J.特里波
特    阿伦·默坦尼给当代平衡经济学荒谬的假设带来了光明    ——特里·欧西奥尼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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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超级大循环:正在改变全球市场和投资策略的新经济力量》融经济、金融、政策和风险管理为一体，
与古今中外众多经济学家短兵相接，用近平原始的方式阐述了当前形势下的全球经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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