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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卢瑟，英语中loser的音译。
loser者，失败者，窝囊废，废物也。
英国、美国的loser，日本的穷忙族，中国的席丝，基本都是一类人。
稳拿，winner的音译。
winner者，成功者，胜利者也。
卢瑟相对稳拿，从社会地位来看，双方处于社会的两极，卢瑟是社会的底层，稳拿是社会的顶层。
从数量来看，卢瑟远远多于稳拿。
稳拿与卢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
两者之间则是不太稳的拿和不太卢的瑟。
    这个世界究竟是和谐的乐园还是争斗的丛林？
人类社会究竟是彼此相亲相爱的大家庭还是等级森严的金字塔？
人与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是彼此平等合作互利互惠，还是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
这样的世界究竟会如何发展？
是安宁、稳定、永恒地存在下去，还是在运动中螺旋上升？
稳拿和卢瑟有完全不同的解释。
在稳拿的眼中，是安宁、稳定、永恒的美好大家庭。
在卢瑟的眼中，是在螺旋运动中不断被重建和破坏的金字塔。
    这是一本用卢瑟的眼睛观察世界的经济学普及读物，它描绘的是卢瑟眼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
人与人并不平等，少数人利用暴力和财产统治多数人。
稳拿是统治者，他们靠肮脏的原始积累起家，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他们的子孙将继承他们的高贵地
位和安逸的生活方式。
卢瑟不同于稳拿，是吃苦受累贡献劳动力的人，为衣食住行而疲于奔命。
从摇篮到坟墓，他们为徭役而生，忙碌一生仅仅温饱。
每当他们稍微生活好一点的时候，就要背上更沉重的负担。
他们将世代为奴。
他们的使命是为稳拿提供劳动力，他们是自由的奴隶，是会说话的牲口，是吃粮食的机器。
    《资本论》说明了三件事，解释了三种现象。
    三件事是：资本家靠暴力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资本不断压榨劳动拉大贫富差距；资本对财富无尽的
追求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和自身的毁灭。
    三种现象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少数人是怎么发家的，为什么他们的发家历程对多数人来说没有可
复制性；为什么多数人当牛做马，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老无所养，少无所依，居无定所，穷忙一
生，难以发家；为什么多数人贫穷、少数人暴富的经济模式必然走进死胡同。
    本书要尝试说明的也是这三件事情：第一，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暴力而不是智力，更不是勤俭，
是发家过程的决定性因素；第二，稳拿利用产权优势赢得稳稳当当，卢瑟吃苦受累输得一无所有；第
三、这样的经济模式最终的注定陷入危机之中。
    稳拿的富裕更多的是来自于压榨，这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常识：资本家压低工资，就能增加利润；
垄断企业提高产品价格，上下游小企业的利润就要被挤压；地主提高地租，农民的收入就会被挤压；
官僚集团提高税赋，非官僚集团的收入就会被挤压。
    阅读本书的人要抛弃一切幻想，但他们应充满希望。
因为在本书里，现实的世界虽然是残酷而无情的，但是人类社会是螺旋上升的。
人类社会的运动可以是主动的，可以是被动的，却不可能不动。
其运动轨迹，有时进步，有时反动，从长远看终将是进步的。
    最后，阅读本书以前，请做一道选择题：有人当牛做马一辈子，有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这种历史
上常见的现象是：A.天经地义；B.岂有此理；C.不太合理，却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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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选择“天经地义”的人和选择“岂有此理”的人往往是社会对立的两极，选择“不太合
理”的人则在两极之间摇摆。
两类人的矛盾并不是本书造成的，也不是本书所能弥合的。
本书只是揭示两者一部分冲突的前因后果。
    选“天经地义”的人，你们是稳拿，读这本书只会让你们血压上升，心跳加快。
为了贵体安康，还是不要阅读的好，本书的内容对你们来说是歪理邪说。
更适合你们的是“仁义道德”，或者“自由、公平、竞争、效率和费厄泼赖”。
    选“岂有此理”的人，你们是卢瑟，读这本书可以让卢瑟知道为什么受伤的总是自己。
你们虽然在经济上丧失了自由，但是在思想上却不甘心接受稳拿的奴役。
希望本书能让你们看到自己早已意识到的却没有归纳总结出来的思想。
    选“不太合理，却是不可避免”的人请选择性阅读本书，本书中部分内容让你们有同感，部分内容
让你们反胃，请跳过反胃的内容。
    本书将分析稳拿经济学隐藏的玄机，剖析资本主义的运转规律，解析为什么多数人永远处于不利的
地位，说明经济危机的前因后果，解释经济危机为什么难以治愈，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
书中内容以经济为主，却不局限于经济。
稳拿为了在经济中取得优势，常常不择手段，但这些手段的绝大多数都不属于经济手段。
分析这些手段，自然也不能局限于经济领域。
也许有的读者会认为《卢瑟经济学》看似跨界，但他们并没理解阶级社会市场经济的本质：市场经济
行为起源于劫掠，从劫掠进化而来。
进化的原因，对稳拿来说，是利用私有产权的交易占有别人物质利益的效率更高。
    这本书今天能够面世，与许多读者的支持密不可分。
他们的处境决定他们对书中的观点心有戚戚然。
他们虽然有朴素的感受，却没有上升到理性的认识。
这本书总结归纳了他们的认识，获得他们的支持。
他们的支持，是我写作的动力。
他们在网上推动了这本书的传播，弓l起了出版社的注意。
出版可以让这本书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传播。
为了能让这本书出版，编辑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在此，深深地向每一个曾经给予这
本书支持的读者和为本书出版反复修改的责任编辑表示由衷地谢意。
    安生    2012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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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用另类观点分析经济危机;让弱势群体尽快熟悉经济学要义;面对经济危机的万全之策⋯⋯本书参
考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希法亭、罗莎卢森堡、亚当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凯恩斯、弗里德
曼等人的观点，提出资本主义运行方式存在固有的内在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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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安生，经济学博士。
有海外留学经历。
长期从事企业财务、银行、财政工作。
善于在社会大视角中观察经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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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的属性：资本“魔鬼”的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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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化大生产：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
    拉锯战：争夺社会总产品分配份额的博弈
    劳资博弈：剩余价值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
    财富之母：剩余价值中的地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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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要素：暴力在社会总产品分配中的作用
    本章小结
第4章
    生产与实现：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与销售的过程
    必然的恶果：消费不足导致经济危机的必然性
    蟹堡王：再生产循环
    自然失业率：简单再生产循环的就业率
    卢积累与扩张：扩大再生产循环
    大崩溃：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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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垄断帝国：垄断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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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去春回来：经济危机的复苏过程
    你死我活：资本的内部兼并
    超级帝国：垄断企业对经济的统治
    统一战线：产业垄断资本与金融和暴力的联盟
    人造饥荒：垄断资本抑制产能获得最大利润
    无尽的冬天：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长期的经济停滞
    终极征服者：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
    物极必反：垄断资本主义的最终趋势
    本章小结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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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稳拿经济学追求帕累托最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资源得到最有效地利用，紧缺资源获
得最大价值。
稳拿经济学认为，自由的市场，最终会达到帕累托最优：即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也不
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
换句话说，就是不可能再改善某些人的境况，而不使任何其他人受损。
在市场中，社会的各类人群在不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可以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得到最
合理的配置。
 自由市场会导致帕累托最优，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这种帕累托最优，却不是多数人之福——既不是卢瑟之福，也不是稳拿之福。
自由的市场最终会造成财产的高度集中，拥有这些产的稳拿对社会总产品有极大的分配权。
数量众多的卢瑟，却只有极其有限的分配权。
所以，每次天下大乱以前，社会都处于或接近帕累托最优的状态：不伤害地主的利益，农民就无法改
善自己的生活，就要死于饥寒交迫——这时农民就不再尊重市场交易规则，采用暴力推翻产的权威。
 产和劳动力在市场成为交易中对立的双方，产支付劳动力工资，获得剩余价值。
劳动创造的价值分为两部分：劳动力获得工资，产获得剩余价值——或者，地主获得地租，农民获得
余下的粮食——如果劳动创造的价值固定，那么产和劳动力之间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产获得最大幅度的利用的时候，也就是产获得最大收益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工资被压到最低的时
候。
 亚当·斯密提出，个人满足私欲的活动将促进社会福利，只要自由放任，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
，最终就将实现全社会的富足。
科斯提出只要产权明晰，把一切交给市场中看不见的手来发挥作用，然后就能建立安宁祥和的社会，
一切都会万事大吉。
 在斯密的时代，正是大饼迅猛变大的时代。
那时资本主义刚刚登场不久，每一个资本家的资本量都很小，社会中还有大量封建残余。
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时期，正在经历第一次产业革命，从手工作坊向大工厂过渡，劳动者还有当小
老板或者当雇用工人的选择。
那时对产来说最有效率的自我增值的手段是发展生产，资本主义相对封建残余来说极大地推动了生产
力发展，所以这样说并不为过。
经过200多年以后，到今天还这样说，那就是彻头彻尾的胡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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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希法亭、罗莎·卢森堡、亚当·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凯
恩斯、弗里德曼等人的观点，提出资本主义运行方式存在固有的内在不稳定性。
工业化时代，生产高度分工，所有产品都需要经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
分配取决于博弈能力，少数人分配能力具有自我强化的倾向，多数人的分配能力则不断弱化。
消费则与分配能力密切相关，反作用于生产。
随着分配能力的分化，必然出现生产能力不断扩张、消费能力不断萎缩的趋势，导致生产与消费之间
的不匹配，最终以经济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必然和固有现象，危机严重程度与贫富分化程度密切相关。
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两次自我扬弃，经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
资本主义三个阶段。
经济危机则由周期性“复苏—高涨—崩溃—停滞”中的定期崩溃，进化为“崩溃一停滞”，即长期性
经济大萧条。
在国家干预之后，长期性大萧条再次进化为滞胀。
分配不均并没有消失，所以经济危机也没有消失，而是不断变化形式。
本书的观点是消除经济危机的根本在于消除分配不均的现象。
由于少数人群过强的博弈能力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所以必须由政府对贫富差距进行主动调节，削
弱少数人群过强的分配权或者以财产税(遗产税)的形式征收其多余的财产。
    归纳本书大概讲述了十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学的政治属性；二是资产的属性及其在市场中的作
用规律；三是前人对经济危机现象研究的综述；四是社会总产品分配博弈及各种要素所有者的分配权
；五是社会化大生产与价值实现过程；六是资本的内部兼并及垄断资本的出现及垄断资本的运行规律
；七是资本在时间维度上的扩张(信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八是资本在空间维度上的扩张(资本主义
制度下各国经贸关系、经济殖民地)；九是工业革命和财政政策对资本主义的影响；十是以美国经济史
简要验证本书观点，认为对资本主义来说，不扩张即死亡，生产过程不过是资本扩张的副产品。
这样的经济制度具有内在的缺陷。
最终必然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
    本书的内容以经济为主，但并不局限于市场交易。
因为少数个人或团体为了获得优势，维持优势会不择手段。
在马克思的时代体现为原始积累，在列宁的时代体现为帝国主义。
如果抛开原始积累和帝国主义，必然难以看清优势的起源、决定因素和发展趋势。
    本书既然用卢瑟的方式解释世界，必然完全不同于稳拿的经济学。
本书理论体系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运动方式是多方博弈；规律是强者恒强；最终结果是体系崩溃；
具体应用是对历史事件的解读。
只有这样的解读方式，才能解析你争我夺的现实世界。
    《卢瑟经济学》中没有见好就收的边际效应递减，只有贪得无厌的资本为了追求自我增值不断积聚
；没有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其乐融融的和谐社会，只有为了物质利益进行你争我夺的博弈。
    《卢瑟经济学》中的社会不是起源于鲁滨逊的小岛，而是“抢钱、抢粮、抢地盘”的血淋淋的原始
积累，而鲁滨逊不是主动放弃小农生活去和别人交换，是被强行剥夺了生产资料，不想饿死就要接受
资本提出的交易条件。
    《卢瑟经济学》中的交易，不是彼此互利互惠，皆大欢喜，而是强者占尽弱者的便宜，把弱者踩在
脚下；不是人人平等，而是少数人更平等，不是人人都幸福，而是少数人更幸福，多数人则成为经济
上的奴隶。
    《卢瑟经济学》中的马尔萨斯、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不仅仅是经济学家，更是僧侣、官僚和资本家利
益的代言人。
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人类最终的乐土，而是随着财产的集中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最终崩溃。
帕累托最优不是人类的天堂，而是卢瑟造反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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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瑟经济学》的理论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在头脑中冥想出来的。
没有复杂的数学推演，却有很多身边的例子和历史的事件——所有人都参与的博弈，每个人权重不同
，怎么可能用简单的数学公式推导呢？
    本书尝试从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我们所处的社会，以非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剖析世界，回答
以上的这些问题。
读完本书，会让我们看到大概了解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并不能指导经济实践？
少数人怎样建立了优势？
他们如何充分利用这种优势？
为什么会发生经济危机？
为什么经济危机难以治愈？
资本主义的前途究竟是什么？
如果你是一个loser或者稍微还有那么些正义良知的winner，而且自认为还算爱思考、不愿意浑浑噩噩
、人云亦云且对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始终饶有兴趣的话，如果读后有那么些许的如鲠在喉的东西想吐出
来的话，这本书能够满足你们，这就涉及到研究卢瑟经济学的意义。
    安生    2012年8月23日(于七夕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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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卢瑟经济学》用另类观点分析经济危机，间杂地叙述了资本之间的兼并，产业资本和土地资本的对
抗。
并让弱势群体尽快熟悉经济学要义，好及时面对经济危机做好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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