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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维基经济学》

内容概要

2007年，在全球畅销书《维基经济学》里，唐·泰普斯科特和安东尼·威廉姆斯向我们展示了大规模
协作是如何改变商业合作，创造新的价值，并在一个新的全球市场中竞争胜出。如今，经历了全球金
融危机的冲击，维基经济学的原则比以往任何时候显得更加有力量。
在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一种新的、强有力的经济模式和社会革新正在崛起，横扫每一个商业和非商业
领域。这种变化正是基于协作、开放、分享、正直和相互依赖这五个维基经济学原则之上，作者通过
一系列关于宏观维基经济学如何改变所有事物的调查——从创新、金融服务到科学和大学，从能源和
交通运输到政府和民主的本质——来探索这个新的时代的轮廓。
证据表明，今天的互联网是利用并加速创造性颠覆的最强有力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运用宏观维基经
济学的原则，让那些怀有激情、动力和专业知识的人参与进来，整个社会和世界才会变得更繁荣、更
公正、更可持续发展。
各行各业中，越来越多的革新者正在展示未来之路。但是最终这将取决于你——读者，你能帮助这些
富于创造力的种子在组织中生长。每个人都与此利益攸关。不管你的热情是执着于开发创新产品和服
务，抑或是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民主创新，这个充满机会的新世界都在召唤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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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维基经济学》

作者简介

唐·泰普斯科特是全球著名的新经济学家和商业策略大师，被誉为“数字经济之父”。他是国际商业
战略智库nGenera Insight的主席， 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兼职教授。他也是最受追捧的商业演讲
人之一，《财富》500强企业中超过半数的CEO们和许多政府官员，都曾聆听过他的演讲，其中包括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IBM前总裁郭士纳、微软CEO鲍尔默、Google公司CEO施密特等等。他的上一本
畅销书《维基经济学》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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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PART 1 从维基经济学到宏观维基经济学
第1章 重新启动这个世界
第2章 网络智能时代的五个基本原则
PART 2 重思根本
第3章 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
第4章 引领创新和财富创造
PART 3 地球再工业化
第5章 扭转气候恶化：一种新的全球力量显露
第6章 当维基经济学遇上绿色能源经济
第7章 交通大变革：漫游在21世纪
PART 4 学习、探索和健康
第8章 重思大学：协作式学习
第9章 科学2.0：在网络世界中点燃知识创新之火
第10章　协作医疗
PART 5 颠覆媒体
第11章　报纸的死亡和新新闻的兴起
第12章　音乐的未来：产消者将占据中心舞台
第13章　电视和电影的未来：仅仅是另一种好玩的互联网应用吗
PART 6 重启公共广场
第14章　开源政府
第15章　公民监督者的兴起
第16章　解决全球性问题: 超越民族国家
第17章　为正义而战：由用户生成的民主自由
第18章　再创造的基本法则：让维基经济学出现在你的组织里
第19章　世界变革中的领导权
致谢

Page 4



《宏观维基经济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部分：从维基经济学到宏观维基经济学第一章 重新启动这个世界历史上的转折点当2008
年爆发经济危机时，美国的纳税者付出了上万亿美元的代价。面对已有市场的萎缩，三代以来最严重
的经济危机，以及政府的担保超过了美国历史上所有战争的花费，美国纳税者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
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情况。同时，经济萎缩的持续影响不仅开始威胁到公司，也使得
整个国家陷入了债务危机。在2010年的早些时候，希腊因为不能够向世界债券持有者实现债务偿还而
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对主权债务危机的担忧蔓延到了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并像多米诺骨牌效应
一样危及将欧元作为通用货币的16个国家。政府到处都充斥着空前的潜在不能被支付的债务。美国的
危机最为严重，美国国会正在考虑一笔预算：到2020年美国的国债加倍，达到22万亿美元，也就是美
国经济的两倍。很明显，我们应该重新思考管理全球经济的老方法。但是，重新建立公共财政以及重
新恢复对美国和其他国家金融服务业的长期信心，这不仅需要政府干预和新的规则，更需要一个建立
在透明、诚实、协作等商业原则基础上的新方法。金融体系并不是唯一一个急需彻底改变的系统。工
业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迅速衰退，与上文中描述的极好的可能性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其中许多已经为我
们很好地服务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机构似乎已经冻结了，并且很难继续前行。当然，工业经济为我
们带来了三个世纪以来持续的前所未有的生产力、知识积累和革新，并产生了想象不到的财富和繁荣
。但是这种繁荣让社会和整个地球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随着新兴市场中数十亿的人渴望加入全球中
产阶级队伍，我们在工业发达经济中所享受到的财富和安全显然不能持续下去。如果我们继续以前的
工业发展道路，那么当今的全球不稳定性就肯定会增强。我们相信地球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
：要么重新启动所有老的模式、方法和组织结构，要么就会冒公共机构瘫痪甚至毁灭的危险。这是停
滞与重建、衰退与复兴的较量。社会现在拥有一个空前强大的平台供其支配，可以把解决威胁地球的
很多问题所需要的人力、技能和知识聚集起来。如果这本书展现了什么，那就是：当我们不论作为个
体还是组织，能够抓住机会来贡献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激情和我们的创造力，好的事情就会发生。问
题就在于这个世界是否已经准备好去真正拥抱这种协作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革新。这听起来似乎是一
个非常激进的观点，但它却日益成为被认可的主流声音。《时代》杂志最近竟然也适时地拉响了警报
，对即将出现的问题进行警示。在一篇关于决定未来十年的十个思想的特稿中，克里斯托弗·海斯
（Christopher Hayes）断言这是精英阶层的日暮时分。他指出：“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社会中几乎每
一个核心机构——通用汽车、国会、华尔街、职业棒球大联盟、天主教派或者主流媒体——已经显示
了他们的堕落或不称职，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些失败的根源就在于掌管这些机构的人，他们本是占
据精英秩序制高点的聪明、勤奋的头脑。他们被期望能够确保事情平稳地运转，以此作为对他们权力
、地位和酬劳的交换。但是在一系列的丑闻和灾难之后，隐性社会契约被毁灭，取而代之的是怀疑、
藐视和理想的破灭。”那么我们在这些广泛的衰退之后能够做什么呢？海斯指出：新的十年，将是关
于改良我们的机构，重新建立一个更值得信赖、更民主的十年。事实上，证据日益明显，一种危险的
情况正在酝酿之中。迄今为止，在北美和欧洲有1500万年龄在15到24岁之间的人已经失业；在法国和
意大利青年失业率为25% ；在西班牙，40%的年轻人没有工作。在这些层面上，我们讨论的是整个一
代人的结构性失业，并且形势也没有变得乐观起来。青年人的工作似乎是经济危机以来最后一个恢复
的，研究也发现：长期失业会对一个人的职业前景产生长时间的影响，因为他们的技能和教育都会迅
速变得陈旧。一大批人将要落后的风险使得政策制定者们开始探寻：他们怎样才能够防止“迷惘的青
年一代”成为经济危机的长期受害者之一。已经有了前进的方向了吗？别指望政府或者大公司能够给
出答案。考夫曼基金会（Kauffman Foundation）对美国人口调查局数据的分析报告表明：5年以下的公
司创造了美国将近2/3的新的就业机会。换句话说，如果美国经济能够在工作方面有一个持续的复苏，
那一定是美国的企业家在带路。确实，随着全球经济危机迫使各个行业的公司为了生存而削减开支，
很多人开始意识到要顽强坚持，但这虽然是眼下必需，对长期成功而言却远远不够。从制造业到零售
业，聪明的管理者开始在他们的结构和战略方面着手姗姗来迟的改变。我们终于进入到了一个非常不
同的经济局面，在这一点上确实正在逐渐达成共识。经济学家罗伯特o赖克（Robert Reich）问道：“
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没有人知道。我们能知道的就是当前的经济不能够'恢复'，因为它无法回到
经济危机爆发前的状态。”相反，他建议：“我们应该询问新经济将在什么时间、通过什么方式开始
。”这种巨变现在也开始蔓延到其他的领域——从大学、卫生保健、科学，到能源、交通运输业、政
府。很多老的传媒大鳄已经开始走向衰落。美国很多报纸不断倒闭，成为将要发生更大风暴的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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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维基经济学》

在我写作此书的2010年的五月，《洛杉矶时报》（Ls Angeles Times）和《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拥有者美国报业巨擘论坛公司（The Tribune Company）破产了，它同样也是《费城问询报
》（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的拥有者。《落基山新闻报》（Rocky Mountain News）和《西雅图邮讯
报》（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 已经破产，《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以及其他一些
报纸已经陷入困境。《纽约时报》（New Yrk Times）的债务评级已经降到垃圾的地步，像我们这样的
报纸记录爱好者已经成为临终看护者，急切地想知道它还需要多少个月才能够偿还债务。杂志也已危
机重重。你喜欢的杂志也许从未像现在这样陷入广告饥荒。书籍的出版收入也开始下降，只能通过亚
马逊的Kindle阅读器和苹果的iPad来挽救，而这两种方式都已经为这个行业产生了10%还要多的新收入
。总的说来，网络已经摧毁了出版业的商业模式。与像诸如《纽约时报》一样的大规模实物产业相比
，网络报纸《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 6 的出版和发行成本几乎为零。仅是编辑部这块，
《纽约时报》就雇佣了超过1000名员工，而《赫芬顿邮报》仅仅雇佣了60名员工和数千个志愿撰稿人
。因此，这个网站因为有2000万的读者而蓬勃发展。新闻业当然能够生存下来，但却不是按照现在的
模式。核心的新闻价值，如客观、品质和真实能否继续流行，这仍有待观察。那么新闻工作者将靠什
么来谋生呢？全世界的医疗保健系统都处在重压之下，但没有哪里比得上美国。美国在1960年仅仅花
费了5.2%的GDP在医疗保健上，但到了2009年，比例上升到了17.3%，这意味着美国现在在医疗保健方
面的花费已经超过了在粮食上的投入。潜在的原因是复杂的，它包含了由于新技术的探索而产生的医
疗新领域，也包括诸如老龄化和饮食紊乱等人口及生活习惯方面的因素。如果医疗保健系统产生了非
常好的结果，那么这样的消费水平可能是合理的，但是很多迹象都指向了相反的结果。尽管是全球最
大的花钱客，美国在卫生保健方面的表现在224个国家中只排到第49位，与其他发达国家如德国和日本
相比，更低的平均寿命和更高的婴儿死亡率与美国的花费极不相称。同时，大约460万美国人没有或者
不能被医疗保险充分覆盖，他们像害怕得病一样害怕遇到医疗制度。即使是那些得到“良好覆盖”的
美国人也经常得不到很好的保护。一项由哈佛大学研究员做出的研究证明：2007年美国有档案记录显
示，医疗问题引起的个人破产占到了个人破产总数的62%，这一百分比令人震惊。但更令人震惊的是
，这些记录中有78%的人在他们生病的初期是享有医疗保险的。更高层次上的原因是政府的不作为，
医疗行业现行的模式很显然是无法维持下去的。如果现行的增长轨迹继续下去，医疗花费在不到10年
的时间里就会翻倍到4.5万亿，这将会摧毁周密的税收和社会保险系统，并使得国家陷入越来越深的债
务危机中。尽管政治家们用各种融资模型胡乱修补，但是医生和病人们都越来越认识到，只有在社会
提升切实的幸福和关心病人方面做出深入的变革，才足够保卫这个系统。正如一位多伦多医生迈克
尔o伊文斯所说：“今天的医疗机构就像旧的媒体一样：集权、单方面、不可改变并且由那些生产和
分发它们的人所控制。病人就是被动的接受者。”在新的模式里，病人将变得更像参与者——他们自
我管理、为总体的知识做出贡献、相互分享信息、彼此支持并在管理自身的健康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然而随着更多的严重问题隐约出现，为美国医疗事业的未来担忧显得微不足道了。水资源，或者更
精确的说是淡水资源的缺乏，正在成为人类的灾难。 28亿（大约44%）的世界人口都生活在淡水资源
十分紧张的地区。这个令人不安的数字将会在2030年前上升到39亿。至今，没有人能够准确地测定地
球对淡水资源的需要。这个挑战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我们需要一些聪明的头脑，在水资源短缺演变成
冲突之前专注于寻找解决方案。在一个能力和财富逐渐增长的年代，我们的世界变成了一个非常不平
等的地方。一些国家，像中国和印度，都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极为成功地使得很大一部分人脱离贫困
。但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能够分享这份幸运。世界上每一分钟就有10个儿童死于饥饿。全球人
口中有将近1/4的人努力寻找一种每天花费少于2美元的生存方式。如此多的一群人被这个现代世界整
个忽略了，这难道是无关紧要的吗？而这种不平衡又将持续多久呢？冷战的结束应该带来一段时期的
持久和平。尽管每年都会在国防上投入1.46万亿美元，但是地球却看起来比以前更不安全。昨天两极
世界中超级大国浮士德式的核僵局已经被一种不确定的危机所取代：暴戾的国家和暴戾的组织已经离
拥有自己的大规模杀伤武器越来越近了。我们面对的真正难题是，一个装有毒素或者爆炸物的背包或
者邮寄包裹即有可能毁掉整个城市，而不是对导弹的控制。最使人畏惧的挑战出现了：使整个世界逐
渐摆脱对化石燃料的危险依赖，建立一个新的绿色能源经济，并使人类文明在未来的世纪里能够持续
下去。如果按照现在的发展步伐，离实现清洁能源方法的大众市场部署还要几十年的时间。荷兰皇家
壳牌公司（Royal Dutch Shell）的CEO彼得·沃瑟（Peter Voser）说：“发展一项新技术，使它从实验
室走向第一个商业工厂，你可能很容易就要花费10年的时间。而这才仅仅是个开始。往往要再花费25
年才能让这个新的能源模式取得全球1%的市场。”生物燃料现在已经达到这个标准了，风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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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维基经济学》

在2015年达到这个标准，这距丹麦建立第一个大规模的风能公园已经整整25年了。投资确实开始增加
了。中国最近在绿色能源技术方面增加了投资，根据一些账目显示，投资总数已经达到每个月90亿美
元之多。艾伯特戈尔（Albert Arnold Gore Jr.，一般称为阿尔·戈尔）正在试图挑战美国，看其能否在
未来的10年里通过风能、太阳能和其他气候友好型能源来生产每千瓦的电，他希望奥巴马政府能够着
手实现这个雄伟的目标。这个目标即使在绿色能源行业的人看来，也是“野心勃勃的”。但是有一点
越来越肯定：它将让我们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与绿色能源经济相关的挑战和机遇，这包含前所未有
的透明度、协作和技术分享。人们容易觉得这些问题是孤立的，但实际上，它们高度相关。极度的贫
困为极端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那些坐落在世界最穷的地方的国家，给恐怖主义者建立基地和操纵
石油以资助恐怖行为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天堂。谈到石油，整个世界对它越来越少的供给争抢不已，这
就为未来全球更深的不稳定埋下种子。如果这还不算糟，那么失去控制的气候变化将迫使成千上万的
人陷入一种持久的紧急状态，这将会让海地地震这样的悲剧事件看起来只是一个热身运动。世界经济
论坛的创建者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曾经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全球治理再设计动议（Global
Redesign Initiative），这个动议是为发展新的机构，来解决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超越区域利益的全球
性问题。他说：“如果我们要以高效的、可持续的方式来培养应对当代挑战所必须的全球合作，我们
现存的全球性机构就要求大规模地重新布线，并且，在价值观和政治文化方面做出基本的改变就成为
关键。”他是对的。数十年的经济发展，产品和服务的融合，跨国旅游和新的虚拟交互技术已经创造
出了一个更加复杂、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世界。人们更加意识到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并寻求在
正式的国家政治结构之外的表达方式。例如，当1945年联合国被建立的时候，整个世界仅有几十个非
政府组织（NGOs）。他们当然不能在联合国的席位上就坐。但是今天，大约有10万个这样的国际化
运作的组织，几乎涵盖了人类一直努力的各个领域。施瓦布认为，结果就是世界公民“开始意识到全
球性问题要求全球托管制度，如果仅仅依靠以保护国家利益为特征的传统谈判机制，那么，一旦面对
关键性的全球挑战时就远远不敷使用”。像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大国际组织已经认识到非政府组
织可以强有力地影响市场环境和公共部门——不论是作为姿态鲜明的挑战者还是寻求新的解决方法的
合作者。这样的转折点在以前也出现过。哈佛大学企业和政府研究中心的主任约翰·杰拉德·鲁吉
（John Gerard Ruggie）警告说历史是会重演的。“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应该把市场效率与更广的共同体
价值相结合的教训，对这些来说很难实现。这让维多利亚时代的全球化黯然坍塌——它变成了被俄国
极端左翼革命、意大利和德国的极端右翼革命以及日本的军国主义所接连发动的世界性战争，变成了
经济大萧条、前所未有的经济波动和世界贸易的极度萎缩。”曾担任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的特
别顾问的鲁吉认为：新的全球化时代要跟未受约束的自由市场制定一个新的社会契约。他警告说，如
果不能将重组的社会和环境方面的保护用某种方式植入全球经济，那么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变动事件。
换句话说，只有将市场的效率和共同体价值连结起来，才能支撑一个切实可行的国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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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维基经济学》

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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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维基经济学》

编辑推荐

《宏观维基经济学:重启商业和世界》编辑推荐：4年前，一部《维基经济学》使许多人重新思考这个
世界和建立在大规模协作上的新商业模式，包括张瑞敏领导的海尔集团、马云领导的阿里巴巴、潘石
屹领导的soho中国等众多中国企业，甚至一些有见识的政府官员，都从《维基经济学》所揭示的4个全
新商业法则中汲取养分，它们就是：开放、对等、共享及全球运作。自从《维基经济学》出版后这4
年来，互联网变得更加强大。YouTube每天提供2亿个视频，微博每秒钟鸣叫750次，互联网流量每年
增长40%。互联网演变为社会的媒体。这4年在互联网时代是不朽的。《宏观维基经济学》更深地探究
了全球网络协作将如何改变世界的现状。如果说在《维基经济学》中，两位作者着眼于它对个别商业
的影响，那么，在他们《宏观维基经济学:重启商业和世界》中，则着眼于维基经济学对一些现代社会
核心体系的震动：金融、能源、交通、气候、教育、科学、医疗、媒体、音乐、电影、出版、政府、
民主等等。它是一个关于创造性破坏的熊彼得故事。拥抱宏观维基经济学的五个原则吧：协作、开放
、分享、正直和互相依赖！拥抱宏观维基经济学的五个基本原则，协作、开放、分享、正直和互相依
赖，畅销书《维基经济学》原班作者4年之后，更深探究全球网络协作将如何改变世界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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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维基经济学》

精彩短评

1、未来世界的金融、工业、教育、科学、健康、媒体、社团组织⋯⋯
2、内容有点多。
3、里面叙述的内容太过宏观对于我们借鉴作用不大不如前作那么好，很多内容较学术和晦涩。值得
一读的地方时可以从中挖掘一些前瞻的思维和很好的案例。译者胡泳在互联网和新媒体方面在国内算
是非常权威的学者，我也非常尊敬，但是不得不说就其翻译的多部作品来说，这部小差小错太多，很
多明显是打字时候的失误，甚至有“[”这样的错误未被更改，不知是译者之过还是编辑的不负责任，
书的内容好坏还各有见解，但是出现多了这类小错误就让这本书掉价很多。
4、书的内容还是不错的，但是我感觉这本书质量不是太好，里面的纸张摸起来很不舒服。有点盗版
纸张的感觉
5、本人是商学院的，多读书，多一个分析问题的思路！当当一如既往的支持！
6、经济头脑是慢慢成就的，经济的信息量需要大量的输入，之后才会有输出。知识储备。
7、维基经济学指导我工作与创业发展，只有站的更高，决策才不会失误。
8、商家很好啊  开发票也开得很好  很多商家都不帮开好发票的
9、听老师评价不错，宏观、微观维基经济学，可读
10、《宏观维基经济学：重新商业和世界》作者想给大家一些“重新启动这个世界”的方法。在唐.泰
普斯科特看来，现在，出现了一种革新和财富创造的新动力，以及一种可以彻底地降低合作成本，并
使不同社区在共同的兴趣、努力和挑战下合作。该书的价值在于它在纷繁芜杂的环境中，为人们去发
现一个新的商业领域以及一个新的发展规律！而这个新的规律简而言之叫——“协作、开放、分享、
正直和相互依赖”！这5个原则可不仅仅只是理论，书中众多协作成功的案例，推动了这个世界商业
、社会、公益、政府，甚至是民主和自由的发展。这本书不仅适合企业领导者、职场人士阅读学习，
也适合众多处于摸索中的创业者，需要改进工作的政府公务员、非盈利机构和组织深入阅读，许多成
功的案例甚至拿来就可以复制的。强烈推荐！
11、不错，值得想了解未来经济的人读
12、内容详实符合现实基本运作规律的一本书，意义非凡！
13、翻译得比较绕口，英文原句其实也很绕口，句子很长。这个版本跟原书比起来有些地方居然少了
很多段 还有一些段落跟别的段落混在一起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本书翻来覆去基本说的都是一件
事，作为教科书，看完了几百页感觉什么都没记住。畅销书难道不是因为很大一部分是作为教科书来
卖所以才畅销么！
14、书早到了，可以返还的礼品券没有收到
15、适合企业变革管理时看
16、其实我觉得所谓的维基经济学是一个重新调整产业结构以及产业分工的过程。
17、我帮别人买的，朋友反映还OK，快递速度还行。
18、经济学书籍
19、帮朋友买的。朋友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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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维基经济学》

精彩书评

1、上一本书是这本书的乱序版吗？《维基经济学》里面不只是讲了商业中的案例，也有新亚历山大
学派：教育领域、社会性问题、媒体。《维基经济学》以合作模式为类别区分，而《宏观》，把思路
重新理顺，以领域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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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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