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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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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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晚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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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救援方案，及早控制危机，以免其蔓延。
在过去，当国民银行体系崩溃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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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现代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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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问题都将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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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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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本书开门见山地说，就本质而言，这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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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有我自己以及其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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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现在所急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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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使所有相关的大众都能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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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是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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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要作什么样的阐释，都得有事件的顺序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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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此不疲地关注这场徐徐上演的事件。
并不是人人都记得起马哈蒂尔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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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个话题是严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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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必须愿意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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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面也都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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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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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来讲一个托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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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犯你敏感的心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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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期待一本雍容肃穆的著作：尽管本书的目标绝无半点不严肃之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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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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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无法避免
的悲剧。
他们认为，假如当年赫伯特&#82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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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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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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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6;克鲁格曼，2008年独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现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全球化坚定而又机智的捍卫者，继弗里德曼和加尔布雷斯之后最
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美国经济一片大好之时，警告大众注意房价泡沫和经济衰退，被英国《
金融时报》誉为“口号和辩论”、“数据和模型”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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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1章 “核心问题已经解决”第2章 未鉴之警：拉美的危机第3章 日本的困境第4章 亚洲的崩溃第5
章 反常的政策第6章 宇宙的主宰第7章 格林斯潘的泡沫第8章 影子银行第9章 千恐万惧一齐来第10章 萧
条经济学的回归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

章节摘录

2003年，芝加哥大学教授、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做了主
席发言。
卢卡斯首先阐释，宏观经济学是“大萧条”催生出来的一门学科，然后宣布，这个学科已经走到了告
别过去、另辟天地的时刻。
他宣布：“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
”卢卡斯并不是声称，商业周期，即至少伴随了我们150年的衰退与增长的不定期交替，一去不复返了
。
但他的确声称，商业周期基本上已经被驯服，针对商业周期的任何进一步的举措带来的益处微不足道
。
他认为，抚平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波澜，对公众福利而言增益少得很。
所以，是时候把关注重点转向诸如长期经济增长这样的问题了。
宣称“预防萧条的问题已经解决”的人，并非只有卢卡斯一个。
一年后，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伯南克发表了一篇洋溢着乐观情绪的演讲，题为《大缓和》。
当时伯南克已经出任美联储理事，不久后又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
他在演讲中发表的观点与卢卡斯基本相同：现代宏观经济政策已经解决了商业周期问题，或者更准确
地说，商业周期问题大体上已经解决了，它现在基本上只能算一种小麻烦，而不再是突出的议题了。
短短几年之后，一场惨烈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便笼罩了世界大片地区，令人恍若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
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头看，上述乐观的宣言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夸夸其谈。
而且，早在20世纪90年代，类似“大萧条”的经济问题其实就曾经在一些国家上演过，包括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日本。
如此一来，卢卡斯和伯南克的乐观情绪就更加令人奇怪了。
但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年，与萧条有关的经济问题还没有降临美国，而通货膨胀，这一20世纪70年代的
噩梦，似乎也终于得到了良好的控制。
这些经济消息令人深感宽慰，而作为其背景的政治环境，也在激发人们的乐观情绪：在将近90年的时
间里，世界似乎从未如此垂青过市场经济国家。
资本主义凯歌高奏第一个影响显然是，曾经在中央计划体制下生活的几亿人突然变成了公民，并愿意
尝试一下市场经济。
但有些奇怪的是，从一些角度看，这一影响在苏联解体的诸多影响中是最不重要的。
大多数人曾期待东欧的各个“转型经济体”很快成为国际市场的主力，或者成为国际投资垂青的对象
。
而事实却截然相反，东欧各国大都转型得十分艰难。
例如，就像意大利的南部地区一样，东德变成了德国的落后地带，始终低迷不振，并不断引发各种社
会与财政问题。
现在，苏东剧变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波兰、爱沙尼亚、捷克共和国这几个国家方才有了一丝成功的
样子。
而且，对于全世界而言，俄罗斯本身变成了一个引发金融与政治动荡的重大源头，其破坏力惊人。
但我们暂将此事留待第6章再讲。
苏联政权倾覆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是，那些曾经依赖苏联解囊相助的政府，现在只能自食其力了。
反资本主义人士曾将其中一些国家浪漫化，并将它们当成偶像崇拜，而这些国家突然陷入贫困，从而
揭示了它们过去依靠苏联的实情，于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声望遭到损害。
古巴曾像一位英勇的斗士，单枪匹马、枕戈待旦地与美国对峙，在那时，对于拉美各地的革命者而言
，古巴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象征，显然要比莫斯科那些老迈的官僚有吸引力得多。
苏联解体之后，古巴一片凋敝，此事本身就让一些人的幻想破灭，但不仅如此，这还揭示了一个痛苦
的真相：恰恰是由于那些老迈官僚的巨额资助，古巴才能在过去保持那种英勇的姿态。
与此类似，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激进人士，尤其是韩国学生中的激进分子眼里，朝鲜也具有神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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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
但现在，由于苏联援助的停止，朝鲜人总处在饥荒之中，当年那种震人心魄的力量也就烟消云散了。
苏联解体基本上还直接带来了另一个影响，就是许多激进运动的消失，那些运动虽然声称自己代表纯
洁的革命精神，但其实只不过是由于莫斯科提供了武器、训练营地和资金，它们才能维持下去。
欧洲人总喜欢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激进
恐怖分子，如德国“赤军”和意大利“红色旅”，与那些腐败、年迈的苏联共产党人毫无瓜葛。
但我们现在知道，他们都严重依赖苏联阵营的援助，一旦苏联援助消失，这些运动就无影无踪了。
最重大的影响是，苏联的崩溃粉碎了社会主义梦想。
在150年的时间里，对于那些不喜欢受市场之手摆布的人而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主义理
念是一个思想上的集合点。
奉行民族主义的领导人会摆出各种社会主义理想，作为他们禁止外来投资、拒绝偿付外债的理由；工
会使用社会主义的措辞来要求加薪；就连商人在要求国家实施关税或给予补贴时，也会诉诸隐约带有
社会主义色彩的准则。
即便那些已经基本接受自由市场的政府，在这样做的时候也是小心谨慎，甚至有点羞羞答答，因为它
们总是担心，彻底听任市场自由发挥作用，不加干涉，会被视为一种冷酷的、不人道的、反社会的政
策。
本书是一本经济学著作。
但经济事件总是在某种政治背景下发生的。
所以，如果不考虑20世纪90年代的基本政治事实，就无法理解几年之前的世界面貌。
这个基本事实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倾覆。
社会主义不仅不再是一种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而且作为一种理念，它也失去了激荡人心的力量。
很奇怪的是，经典社会主义模式的颠覆始于中国。
邓小平在1978年将中国带上了一条新的道路，而在短短的三年之前，共产党人还在越南取得了胜利，
在短短的两年之前，想要恢复“文化大革命”的激进主义者才在中国国内的斗争中失败。
这件事在今天看起来，仍然有些难以置信。
也许邓小平自己也没有完全认识到，这条路将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变革；邓小平尚且如此，别国人就不
用说了，他们过了很长时间才明白，10亿中国人已经平静地摒弃了传统思想的禁锢。
事实上，晚至20世纪90年代早期，“聒噪阶层”还根本没有注意到中国的巨变；当时的畅销书把世界
经济描绘为欧洲、美国和日本“拼死相搏”的竞技场，中国充其量只被视为一个次要角色，也许只不
过是崛起的日元区中的一员。
但是，人人都意识到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变化就是苏联的解体。
没有人真正明白苏联政权出了什么问题。
“事后诸葛亮”的我们现在意识到，当时苏联的整个体制已是问题重重，其最终的崩溃是势所必然。
但这个政权曾经在内战和饥荒的威胁下维持了统治，曾经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打败了纳粹，曾经
动员起充足的科学与工业资源与美国的核优势相抗衡。
它怎么会如此突兀地消亡，竟然没有伴随着轰然巨响，在一声呜咽之中就倏然而去，这应该是政治经
济学上最难解的谜题之一。
也许苏联的解体只是时间问题：革命热情似乎至多只能维持几代人的时间，尤其是时间一长，人们就
不再愿意以社会公益的名义排除异己。
或者也许是由于，苏联宣称资本主义在走向腐朽没落，而资本主义一直都活得好好的，于是苏联政权
的根基就逐渐动摇了。
我个人有一个没有多少证据支持的猜测：亚洲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兴起以间接的方式深深打击了苏联
政权的士气，因为苏联自称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而亚洲资本主义的兴起让这个说法更加站不住脚
了。
苏联打的阿富汗战争毫无获胜的希望，又让国家元气大伤，面对罗纳德·里根主持的军备扩张，苏联
的工业也明显不是对手，这些因素显然都加速了苏联的崩溃。
不论原因如何，1989年，东欧剧变，而到了1991年，苏联也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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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瓦解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影响了全世界，而所有这些影响都有利于资本主义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
主宰地位。
但现在，还有谁能脸不红心不跳地使用社会主义的措辞呢？
作为婴儿潮一代的一员，我还能记得在那个年代，革命理想、英雄推动历史前进的理念还是很能打动
人心的。
但现在，宣扬革命理念，已经相当于拿别人的痛苦开玩笑：俄罗斯进行了多次清洗，建立了大量古拉
格集中营，但仍然一如既往的腐败、落后；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种种经历之后，挣钱成
为中国人的第一目标。
世界各地仍然有一些激进的左派，他们顽固地宣称，已经尝试过的各种社会主义实践都不算真正的社
会主义；还有一些温和的左派，他们认为，一个人可以摒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不必因此变成米尔顿
·弗里德曼的信徒，与前者相比，这一观点更有道理一些。
但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失掉了主心骨，这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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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自1917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情况。
就像在维多利亚时代一样，资本主义稳若磐石，这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取得了诸多成就(我们很
快就将看到，这些成就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是因为，没有人能提出一种足以替代资本主义的、令人信
服的道路。
这一形势不会永远延续下去。
未来肯定会有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梦想。
如果当前的经济危机久拖不决、持续恶化，新的意识形态和梦想将会更快涌现。
但目前而言，资本主义统治着世界，这一统治地位没有遇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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