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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独特的视角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种种弊端，指出市场经济要求公平、公正原则，无约束的竞争
和极端的市场导向将会加深两极分化，强化危机和恐怖主义的出现。

　　读者对象：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研究者、爱好者，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理论工作
者、党政机关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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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格罗&#8226;詹纳，亚洲问题专家、社会学家。
他曾在日本从事过长期的学术研究工作。
现作为自由撰稿人生活在奥地利的施蒂利亚州。
1997年出版了关于日本经济的著作《日本---正在西沉的太阳》。
同年由菲舍尔袖珍出版公司出版了另一本著作《失业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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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日本经济模式是以内部团结一致为前提的。
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比较小，捐献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从经理阶层获得的部分要比从下层职员
获得的部分更多。
决定的做出不仅仅来自于上司的命令，同时也通过协商与妥协而达成。
从某些方面来看，日本模式从内部的公正性来讲要优于美国模式，它的强大首先是基于民族团结实现
的。
其以微不足道的社会紧张实现了工业建设，国民为国家工业化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人们为未来而工作，尽管这在当时导致了闲暇时间、度假和个人自由的丧失。
    日本模式不太令人愉快的特征是其对于外部世界的作用。
它对内导致团结一致，对外则表现为很强的寄生性。
日本侵略性的出口战略在增加本国财富的同时，也使其他国家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其不断用自己的
产品替代别国产品或将别国产品排斥到市场之外。
有人说，日本的成功——以及其他的所有模仿这一模式获得成功的国家——都是以其他国家打开进口
边界为前提的，而它自己的工业却对购买采取排斥的态度。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并且不断扩大的市场一直采取开放性的政策，工业的强大使其拥有足够的力量来
执行这种政策。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日本的战略需要别国打开边境，因为一旦其他国家为保护本国工业而限制进口的
话，日本的出口就会受到影响。
自里根时代以来，美国也已将开放政策从根本上进行了限制。
    日本人并没有推广他们的模式——鉴于其对他国的侵略性战略也使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
美国人却不同，由于美国人已准备好将自己的市场放开，它相信它有这种权力在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宣
扬推广其经济的原则。
基于这样一种权力，它可以利用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压力将这种准则向别国强迫推广。
推广的工具就是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国际组织按照美国的意图通过采
取各种措施来推动结构性调整以实现全球性的经济整合。
    美国的经济模式的依据是古典盎格鲁—撒克逊理论，该理论认为贸易是促进公众福利改进的最好方
式。
像企业这样的利己主义个体应该拥有完全的自由，因为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之下，企业可以通过
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来使社会整体福利以最好的方式得以实现。
国家的干预——国家利己主义的作用则是一般利己主义有益作用的例外，它成为一种破坏性因素，因
为它以多种方式限制了企业和个人的自由，并且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美国模式合乎逻辑地推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应该实现自由化，由此国家在贸易方面应该减少其职权—
—在国家内部应该进一步放松管制以便扩大企业的自主权。
    战后美国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其开放的市场是送给世界其他国家的礼物，这使得人们至今仍有这
样一种印象，就是美国所认可的理论是惟一正确的经济信条。
但从90年代一开始，美国就不再能够自主地决定市场的开放度了，它变得越来越被外部因素所驱动，
从而要求对自由贸易理论重新进行评价。
美国经济依然是世界上力量最强大的经济，但是它逐渐失去了制定战略的独立性。
美国的经济越来越依赖其他经济，特别是依赖于日本经济。
    日本人有意识地发展了自己的经济，它在一些战略性的核心领域占据核心或垄断地位——用这种方
式它使其他国家很难或根本不可能将其市场对日本关闭。
在电子产品领域采取实用的自由市场策略，因为其工业在一些最重要的领域已取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
    从90年代开始，LCD一屏幕的几乎全部，激光二极管的99％都出自日本。
索尼公司生产了全部CD—ROM设备40％的份额，而其余份额则被其他日本公司所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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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计算机起源于日本，美国公司Cray研究的关键性零部件依赖于日本的工厂。
本来美国人将信息高速路技术视为自己的领地，但一种用于数据、语言和图像速度极快的传播程序所
依赖的高技术硬件设备也来自于日本。
日本生产了半导体的75％，并且也生产出了技术性要求很高的机组。
日本人的技术优势同样表现在扫描仪设备(正像在每个超市中所用的设备那样)和技术性要求很高的激
光打印机和传真设备等方面。
美国建筑业核心电子性建筑部件完全依赖于日本的供货商。
日本对于先进技术的垄断地位也表现在其他领域，如机器人滚珠轴承或机械设备方面。
    日本人在许多科技领先领域的垄断地位并没有马上被外界认识到。
以美国或欧洲的名字出现的公司如IBM或西门子，人们没有看到其所卖商品在很大规模上运用了日本
公司生产的零部件，这些产品它们在本国无法生产或者生产费用太高。
日本人为了对外掩饰其垄断地位也做了许多手脚。
他们尽可能地使其产品的绝大部分从康采恩中排除出去，使之不再拥有日本名字，当他们把蕴含日本
习俗的产品扩展到这些市场时，他们有效地加强了对于外国市场的统治。
日本公司在走过了想超过美国大康采恩的弯路之后，转向了采取控制美国市场的战略。
美国的这些大康采恩直接依赖日本的供货，这在事实上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当美国政府试图采取保
护措施来阻止日本产品进入时，马上就会由于受到美国康采恩的反对而失败。
    不仅如此，日本人将巨额的永久性贸易顺差再投资到美国的国债上面。
美国政府为了击退对自己工业的这种威胁，正像不久前日本人所运用的那样采取了保护主义措施。
美国政府必须计算日本人到底买了多少的美国国债。
因为日本人可以通过操纵国债利率而摧毁美国经济。
毫无疑问，美国与日本之间存在着一种劳动的国际分工，但是它更接近于过去所熟悉的模式：即在工
业主导力量与技术依赖的附庸国之间的劳动分工。
因为这种依赖绝对不是相互的，毫无疑问日本人在这种关系中占据优势地位。
美国(及世界其他大部分经济体)都要依赖于日本的供货，因为其工业基础持续性地向有利于服务业方
向倒退。
它尽管可以从许多供货者那里获得铜、油和橡胶，但高科技产品却只能来自于日本——正像50年前许
多高科技产品来自于美国，150年前来自于英国那样。
       可能的均衡     由于自由市场的配置不当和估计错误，市场体系会出现内    在的紊乱，这种紊乱会对
小型企业的经济状况产生相对较小的影响，但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这种紊乱的影响就会变大。
    《大英百科全书：资本主义的演变》    最近关于未来发展的讨论变成了对一种均衡状态的希望。
最早的工业革命的理论家们已经坚决地从均衡理论出发了，亚当·斯密支持利己主义的竞争，因为他
坚信，竞争会使社会自动达到均衡状态。
其追随者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平衡作用，基于这种“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竞争中产生的利己主
义行为最终会导致社会大众利益的和谐。
对于亚当，斯密和拥护其主张的信徒而言，个人为追求自身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仅仅是导向均衡的前奏
而已。
    但是现代经济能否达到自然的均衡?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特定的条件下，现代经济会偏离均衡
状态越来越远，并且走上了病态发展的道路。
    均衡的可能性要求特定的经济条件。
比如一旦不同的汽车生产商提供了更多的汽车，超过了市场的接受量，厂商就既不能保持原有的产量
，也不能保持原有的价格。
因为若想使价格仅仅下降到特定的程度，就必须减少生产，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使经济逐渐趋于均
衡状态。
劳动力的供求也有类似的作用机制，只有当程序员的供给较少，而市场对程序员的需求较多时，程序
员才会获得高收人；如果程序员供给很多，那么他们的工资就会下降。
一旦竞争不受政治或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均衡状态就会像数学般精确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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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经济理论的数学基础被用来计算均衡状态。
    这也是“看不见的手”的提法的起源，需求和供给相伴而生，不需要什么其他的主管机关的引导或
者相应的簿记记录。
当另外一个供给者来到市场时，就会相应地产生一个新的均衡状态，私人交易伙伴其本身只为自己的
利益考虑，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了一种蔓延机制，使个人之间的利益以最好的方式得以平衡。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供求的自我调节机制被有意识的计划所代替，由此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为什么会是这样，原因在于每个人都会因为自己的行动而受到奖赏或惩罚。
例如，当市场上录像机的供给少于需求时，就会产生下面的动机链条：    更多的供给一成功(通过更多
的销售)一更多的供给    这种机制会持续到情况发生变化时为止：    更多的供给一失败(只能卖出部分产
品)一生产被削减(或者价格下降)    市场参与者所拥有的信息是完全充分的，因此采取的是对自己完全
有利的理性行为，并以此来保证平衡公众的利益，由此带来了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一致，这是亚当
·斯密古典理论的追随者带给人们的深刻印象。
直至今天，这也是用来反击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的最受欢迎的论据。
      举债和财富的集中将会使什么发生改变?我们先考察不存在利息的经济。
如果因农民无力还债，地主因此接收了农民的土地，那么耕地、农民以及农民从事的生产仍保持不变
。
理论上没有什么改变——除了财产在法律上的构成情况。
例如，在一个社会中，国王是所有地产和地产上产出的法定所有者。
所有的产出准确地揭示出相同的投入规模，正如在一国每个农民都是自由人一样，这在理论上是可能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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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译者序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1942年就曾经预言资本主义必然会损害效率原则。
资本主义有未来吗?社会主义制度会不会全面向资本主义制度回转?西方世界在无约束的竞争和极端的
市场导向进一步强化的同时，危机和恐怖主义的可能性会不会进一步增大?对于这些尖锐的问题，格罗
·詹纳在本书中结合西方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
对于格罗·詹纳而言，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的丑陋外观。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对于个人利益的追求超越了对社会利益的追求。
资本主义是一场强者对弱者、金钱对效率、总体经济对人类自然生存条件的战争。
资本主义只有在被驯服的前提下才会有未来。
因此詹纳认为，不能导向社会福利增强的市场经济是没有前途的，而对社会有害并摧毁自然环境的资
本主义情况就更为糟糕。
詹纳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口诛笔伐，捍卫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准则，批判了那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市场和
竞争所进行的缺乏道德感的辩护。
    市场经济有两种不同的形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前者是以私人利益为导向的市场经济，后者则是以社会利益为导向的市场经济。
我们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的改革采取的是一种渐进方式，改革过程中的复杂性需要我们对市场经济的核心和本质做出深刻
的理解，并透彻地认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
这不仅仅需要对各种市场经济的实践进行观察，也可以借鉴西方学者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进行的
论述进行分析。
詹纳作为社会经济学家，对于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经济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许多观点值得我们深思
。
市场经济同技术一样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有效手段。
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具有双刃性，其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是与在一定的社会前提相联系的。
脱离既定的社会前提，过分强调市场化水平、盲目追求市场化程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我们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如何通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的问题上，有些人
简单地认为私有产权是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捷径。
这种主张私有化必然带来市场经济秩序的逻辑不仅仅缺乏理论依据，而且也已经被俄罗斯、东欧国家
经济改革的失败证明是错误的。
改革的目标是追求公平与公正、自由与效率，如何选择我们经济转型的有效路径，既通向自由与效率
又同时兼顾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平，从詹纳的思辨中我们能得到一些启发。
古人云，开卷有益。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本书，相信读者读后会从中受益。
    本书中文版得以出版，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杨群先生和王静女士的辛勤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杨伟国博士、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系冯奕恒先生为本书的出
版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本书的翻译工作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宋玮博士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德学院黄婧、张丽娟承
担，具体分工如下：前言及第1章，宋玮；第2章，宋玮、黄婧；第3章，黄婧、张丽娟；第4章及附录
，张丽娟。
宋玮负责全书翻译的组织与校对工作。
                                                                 宋  玮                                              2002年8月22日于中国人民大学静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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