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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导读本》

内容概要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新作《21世纪的资本》不但引爆西方国家，高居美国亚马逊畅销排行榜
榜首，而且也掀起了中国读者的阅读热潮，中文版出版后迅速成为中国2014年度热书。然而，洋洋62
万字、近700页的中文版，是一个逻辑性和系统性极强的理论体系，对很多读者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著名经济学家何帆对《21世纪资本论》逐章逐节进行了深度解读，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解释了原书
涉及的各种概念、原理和规律，在注重把握原书思想精华的同时，又有各方观点的展示，让读者可以
全面、快速、透彻地了解《21世纪资本论》的观点精髓，并引发自己的思考。本书是您阅读《21世纪
资本论》的有力工具。

Page 2



《《21世纪资本论》导读本》

作者简介

何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经济》编辑部主任
。其他职务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汇率专家组成员、财政部国际司顾问、商务部WTO司顾问、中国世界
经济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常务理事、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中
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特约评论员、新华社特约观察员、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青年全球领袖、亚洲社
会青年领袖、北京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2011年荣获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青年经济学家”殊荣
。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金融、国际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宏观经济、宏观经济理论与实践。出版专著有
《为市场经济立宪：当代中国财政问题报告》、《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对外政策；寻找新的理论视角》
、《出门散步的经济学》等，并有多部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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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导读本》

书籍目录

导 读
全书思维图
皮克迪《21世纪的资本》全书结构
第一部分 各章解读
导言
第一章 收入和产出
第二章 增长：幻象与现实
第三章 资本的变迁
第四章 从旧欧洲到新大陆
第五章 资本/收入比的长期变化趋势
第六章 21世纪资本与劳动的分离
第七章 不平等与集中化
第八章 两个世界
第九章 劳动收入的不平等
第十章 资本所有权的不平等
第十一章 功劳财富和继承财富的长期变化
第十二章 21世纪的全球贫富差距
第十三章 21世纪的社会形态
第十四章 反思累进所得税
第十五章 全球资本税
第十六章 公共债务问题
结论
第二部分 九评皮凯蒂
九评皮克迪之一：为什么21世纪有可能重蹈19世纪覆辙？
九评皮克迪之二：为什么说21世纪会是镀金时
九评皮克迪之三：当我们谈论资本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
九评皮克迪之四：你站在收入分配的哪个台阶上？
九评皮克迪之五：他们为什么那么有钱？
九评皮克迪之六：拼搏还是拼爹，这是一个问题
九评皮克迪之七：市场经济能否自发地纠正收入不平等？
九评皮克迪之八：征收全球资本税是否可行？
九评皮克迪之九：皮克迪讲的，和中国有什么关系？
第三部分 国外著名学者点评皮凯蒂
这个十年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克鲁格曼谈皮克迪
皮克迪是对的：索洛谈皮克迪
肮脏而隐蔽的秘密？英国《金融时报》围绕皮克迪数据问题的争论
r不一定大于g：萨默斯评皮克迪
为1%声辩:曼昆评皮克迪
那些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起起落落：阿西莫格罗评皮克迪
没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大卫哈维评皮克迪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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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导读本》

精彩短评

1、通俗易懂，涵盖全面
2、资本，你赢了
3、没时间看那本21世纪资本论 现粗略看看
4、作为导读观点清晰干货满满，附加了对原作的几篇评价，可以对原作有客观的认识。书中最主要
得出了21世纪贫富差距加剧的结论，给出对全球收资本累进税的解决办法，对这个结论保持怀疑。看
来经济和政治是分不开的，学术研究也难免收到意识形态和利益影响。读过可以对经济和资本有进一
步的认识，值得一读
5、没时间读大部头抽空读点精华涨点姿势也不错。书的中心论点：“未来资本收益率或许会持续高
于经济增长率”让大多数普通人有点丧气，不过普通老百姓了解了解这些宏观层面的东西，知道知道
自己在这颗星球上的位置也就行了，做人还是要面对现实，脚踏实地一点，比如接下来读点轻松的东
西调剂一下。
6、结论就是要持有不动产
7、还不错，不只有皮凯蒂的理论，还有各经济学家对该理论的评价
8、认清现实，然后绝望的努力下去⋯⋯
9、基本上整本都有了，还附加点评，挺好的。
10、我也就能看懂这样的导读了，不过真的非常好，重新认识了世界，认识了历史，经济真奇妙，对
历史和经济充满了更大的兴趣，这是我今年读过的最好的经济相关书籍，没有之一
11、果然还是中国人最擅长总结归纳。
12、已经梳理了书的主要框架和基本观点，而且列了一些关于书的主流评价，对时间比较紧的人来说
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3、在市场经济下，我们或许忘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主义在21世纪民主社会下，如何兼顾经
济发展与公平正义，贫富差距的问题似乎越来越尖锐。本书作为一本导读本，客观公正的介绍了中心
思想与正反评价。而我认为，作为这一代人可能解决不了一些问题，但至少，我们需要读懂这样的问
题。
14、20170301 借阅纸质书完成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导读本 我们这个世界从未平等 从来就是拼爹权贵们
的天下。。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会实现。。。
15、整理得真的不错
16、这本书对现在，恰恰是个明喻
17、提纲挈领
18、不错的
19、资本累进率
20、挑选了中外网站和纸媒上一些关于<21世纪资本论>的评论组成的集子. 评论观点有赞同也有反对. 
可以作为原书的补充.
21、中规中矩，略欠简练。
22、对资本论的核心观点和正反评论很有帮助。勾起了看全书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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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导读本》

章节试读

1、《《21世纪资本论》导读本》的笔记-第153页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根本跳不过“龙门”，那会出现什么结果？如果我们发现“拼爹”远远胜过拼
搏，我们又会怎么选择？

2、《《21世纪资本论》导读本》的笔记-导言&第一章

        摘抄&amp;总结：

1、西欧比较富裕，人均产出达31000欧元，东欧差一些，有16000欧元，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差不多（
约15000欧元）。

2、资本主义第一基本定律：
     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 = 资本收益率 * 资本/收入比

3、专栏：索洛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用来说明储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索洛认为没照顾体育热保护与保持嘎嘣脆关于*人均资本存量）的增长才能代表经济增长，然后他
在一系列假设下，通过模型给出了如下结论：

（1）经济增长的路径是稳定的，任何对稳态增长率的偏离都会自动回归

（2）储蓄率是异国贫困和富有的关键因素，储蓄率的提高会在一定时期内导致经济增长率提高。此
外，还存在一个能使消费最大化的储蓄率水平，但经济无法自动达到这一最优的储蓄率水平。

（3）尽管人口增长不能解释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在人均产出不变的情况下），但它有助于解释总
产出的持续增长。同时，索洛模型还预言，人口增长率较高的国家往往对应着较低的人均GDP水平。

（4）长期来看，只有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来源。

3、《《21世纪资本论》导读本》的笔记-第192页

        在全球范围内征收累进资本税是遏制全球贫富分化的最有效政策，可以起到“一石三鸟”的作用
：第一，征税意味着会计和统计规则的改变，关于金融的统计会变得更加公开透明，这时民主社会的
要求，也是进一步强化金融监管、防范金融危机的有效手段；第二，资本税可以缓解资本的无限扩张
，但同时又保护了私人产权和经济自由，对经济活动带来的扭曲相对较小；第三，资本税有助于巩固
社会国家，达成社会共识，补偿在经济全球化中受损的弱势群体，也有助于维护民主政治和经济全球
化。
中国的资本管制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遏制贫富分化的作用。由于富人很难向境外转移资本，所以被限
制了部分资本收益的权利。

房地产税也是一种资本税。房产是中产阶层，或是中产偏上阶层的主要资本形式，但越往上的社会阶
层，房产在资本中的比例就越低，在顶级富人阶层的资产组合中，金融资产的比例远远高于房产。因
此房产税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产阶层征税。

4、《《21世纪资本论》导读本》的笔记-第十一章&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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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导读本》

        摘抄：
1、1900~1950年间，拼搏比“拼爹”强，之后资本积累，逐渐变成“拼爹”比拼搏强；中国在上个世
纪七八十年代时，也是拼搏比“拼爹”强，但到了21世纪，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相信“拼爹”比拼
搏强。
感想：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国的阶级洗牌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再想从一个阶级上升到另一个阶级
已经不像上个世纪一样容易了。接下来的世家大族会固化阶级，资本积累的作用会越来越大，日后也
是“拼爹”社会了。

2、19世纪，人们之所以能够忍受极度的贫富分化，是因为还没有出现真正的民主制度。。。食利阶层
是民主制度的最大敌人。

3、大资本加速积累的结果，就是中产阶层的财富比例下降，这将带来中产阶层的相对贫困化和被剥
夺感。

4、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们会变得一模一样。资本会不断地自我增值，呈现出富者愈富、贫
者愈贫的“马太效应”。

5、《《21世纪资本论》导读本》的笔记-第十五章&第十六章

        摘抄：
1、遏制全球贫富分化的最有效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征收累进的资本税；另一种方式是移民。
2、通货膨胀有利于无形中消减债务问题，所以贷款是一件占便宜的事情。。。

6、《《21世纪资本论》导读本》的笔记-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

        摘抄&amp;总结：
（二）
1、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两个贡献：人口的增长和人均产出的增长
2、按照皮凯蒂预测，21世纪末，全球人口增长率很可能会降低到接近0的水平；全球经济增长率可能
会倒退到19世纪初的水平
（三）
3、18世纪，英法仍然是农业国家，农业占GDP的3/4左右
4、国民资本 = 公共资本 + 私人资本。英法两国超过90%的资产掌握在私人手中。
（英国一直按时交付债务利息，从未违约，有100年左右；法国则不是，法国通过征税、赖账，加上通
货膨胀，才让法国政府甩掉了债务包袱（土地税、遗产税、恶性通货膨胀以及“三分之二破产法”，
即法国政府对一系列财政进行调整，只保留1/3的债权，仍然支付利息））
5、资本的构成在过去300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资本主要包括农地和公债；入籍，资本主要
指城市的房产，各种金融产品，如股票、保险、金融衍生品等
（四）
6、德意志的正是统一是在1871年1月18日
7、德国是“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英法的资本主义被称为“股东资本主义”，哪种更有效率不好
评判，但在欧洲经济普遍低迷的时候，德国仍然是欧洲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8、（美国的奴隶制很残忍）从历史的源头看，美国其实有两个体制、两种传统、两个灵魂。北方的
美国朝气蓬勃、自主自立，洋溢着自由平等的理想，而南方的美国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到处都是
剥削和压榨（因为南美一直是奴隶制深度患区）

7、《《21世纪资本论》导读本》的笔记-第七章&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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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导读本》

        摘抄：
1、我们可能会步入一个日趋不平等的极端年代。
2、美国大企业高管的薪酬经常会达到天文数字，这种现象很难归因于其勤奋、聪明或具有特殊的天
赋。
3、美国国内收入不平等带来的失衡，规模相当于其国际收支失衡的4倍。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不能
归咎于所谓的全球失衡。（有些学者乐于指责“全球失衡”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而全球失衡
怎是因为中、日、德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太多，储蓄太多、消费太少才造成了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我
就想说一句“够无耻。。。”）

8、《《21世纪资本论》导读本》的笔记-第160页

        从长期来看，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r&gt;g)。资本与资本亦有所不同。与小资本相比，大资
本的收益率可能更高。投资收益存在“规模效应”，资本规模大，则投资机会更多。财富多，则投资
更能经受风险、更有耐心。大资本加速积累的结果，就是中产阶层的财富比例下降，这将带来中产阶
层的相对贫困化和被剥夺感。不管财富最初的来源是什么，是继承了祖业也好，还是自己白手起家也
好，都无关紧要。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们就会变得一模一样。资本会不断地自我增值，呈
现出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下降的速度远远超过之前的预测，“未
富先老”是中国经济头上的一朵乌云。在赶超阶段，中国通过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以实
现“蛙跳”，后发而先至。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一学习曲线也将逐渐平坦，技术进步的难
度会越来越大。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而且国际收支变得更加平衡（贸易顺差的规模会逐渐缩小）
，中国用来投资的资金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要多少有多少。

9、《《21世纪资本论》导读本》的笔记-前言

        摘抄&amp;总结：
1、资本得到的越来越多，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有争议）
2、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 = 资本收益率 * （资本/收入比）例如 30% = 5% * 6；
     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站的比例更高的意义：资本带来的收入会更多的集中在少部分富人的手里，富人
的储蓄率比穷人更高，他们的钱更多，投资的机会更多，还可以把更多的钱留给自己的子女，他们的
子女就会比穷人的子女提前起跑，把和穷人子女的距离拉得更远。（收入不平等的缺点）
3、皮凯蒂认为21世纪全球的资本会越来越多。
4、《21世纪资本论》的观点——21世纪将和19世纪一样，出现巨大的贫富差距、尖锐的社会矛盾、红
旗到处飘扬，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战争。
5、1914~1945年间曾经出现过收入不平等程度大幅下降，但皮凯蒂认为，这是因为受到了两次世界大
战的冲击：（1）战争直接带来的损失和战争带来的政治、社会影响，包括海外资产的大幅缩水、战
争导致的储蓄率急剧下降；（2）“二战”之后发生的政策变化：房产和股票的下跌。皮凯蒂认为：
虽然这一时期的收入不平等下降的非常显著，但却是资本主义的“安乐死”。这段历史只是一个特例
，很难复制。
6、皮凯蒂建议对资本征税：累进税。而不是对所得征税。
7、皮凯蒂处处暗示21世纪会重蹈19世纪的覆辙，这令人闻之色变，因为19世纪虽然是一个全球化的黄
金时代，实诚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但也是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物产季节贫困化的时代，并最终导致
”一战“的产生。

10、《《21世纪资本论》导读本》的笔记-第九章&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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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抄：
第九章
1、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却相对缓慢，这两个数据很
难对的上，有的学者称之为“增长的黑洞”，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前者高估，二是后者被低估，后者
的可能性更大。

2、皮凯蒂谈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数据公开有时会降低数据的质量。在数据没有公开之前，统计部
门不需要向公众解释，统计出来的数字就放在那里，谁也不会去关注，统计质量可能较高。但一旦统
计部门需要向公众解释后，为了避免出现争议，统计部门有更强烈的动力去调整、修改数据，于是统
计质量反而会降低。印度从1922年起公布收入统计数据，但是从2000年起，反而不再对外公布了。这
说明，仅仅公布官员财产、富人财产的做法是无助于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必须有其他更有效果的
政策配合。

第十章
3、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经济增长率都很低。。。。这意味着，如果把收入的五分之一储存
起来，得到的投资回报的增长速度就足以赶上经济增长的速度。

4、皮凯蒂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国家的极度贫富分化，是一两个世纪以来积累的结果。而20世纪
上半夜的“大冲击”，也势必影响几代人。但资本又开始慢慢积累能量了，收入不平等不是快变量，
而是慢变量，如果没有诗意的对策，我们还会回到极度贫富分化的时代。

总结：
第十章主要讲述的资本收入的不平等。皮凯蒂的观点较为悲观，但不得不说将其作为一种警告，提醒
普通人民注意收入的不平等性是很有益处的。作为被压榨的一类人，绝对要降低对收入不平等性的容
忍度，才能为自己赢来一席之地。

11、《《21世纪资本论》导读本》的笔记-第179页

        美国在20世纪初实施的累进所得税最为激进，其在三四十年代征收的所得税最高税率带有明显的
惩罚性质。直到20世纪60年代，所得税最高税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然后在80年代一路下降，“里
根革命”之后最低达到20%。降低所得税最高税率造就了一批拿天价年薪的超级经理人。

12、《《21世纪资本论》导读本》的笔记-第十三章&第十四章

        摘抄：
1、在一定程度上，人先天就是不平等的，但是要避免出现“赢家通吃”的结果。
2、21世纪社会国家面临着新的挑战。教育并未使社会流动性提高，反而减小了社会流动性，这会加剧
收入不平等程度。

13、《《21世纪资本论》导读本》的笔记-第五章&第六章

        摘抄&amp;总结：
1、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资本/收入比 = 储蓄率 / 经济增长率
2、股票投资犹如选美，但你要选出的不是最美的选手，而是大多数人认同的最美的选手。                       
                              —— 凯恩斯
3、上一章中所谓的“莱茵资本主义”和“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不好判断哪个效率更高原来是因
为如下原因：市值与净值的区别。因为在计算私人财富的时候，统一使用市值而非净值。但是市值是
指用股票价格乘以发行的股票数量，而德国的“莱茵资本主义”是一种企业不是都由股东所有，员工
、地方政府等也拥有企业股份，但这些“内部股”不能上市流通，不算在市值内，导致市值低于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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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德国的私人财富被低估。所以表面上看来德国的资本是要少些的。
4、展望21世纪，资本可能会卷土重来，君临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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