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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国已经深陷债务之中，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人均债务超过了3万美元。围绕着赤字、税收和开
支的激烈斗争困扰着华盛顿，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僵局使政府濒于债务违约的边缘。然而，两党夸
夸其谈的政治家越多，事情看起来越有可能没有进展。
《火烧白宫》揭开了国家债务的面纱，揭示了国家债务的来源，勾绘了一幅清晰而且有吸引力的图景
，它显示了如何在壮大经济、保留政府核心功能的同时解决美国当前的债务危机。本书揭穿了关于社
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这些关键服务必须被削减到最低限度的错误说法，毫不留情地剖析了急速增长的国
家债务问题，并建议在不使中产阶级家庭和老年人陷入贫困的同时，消除它对美国人所享有福利的威
胁。
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本书可能更具现实意义。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人口结构变化，美国和其他发达
国家在人口老龄化长期趋势下所经历的债务问题，以及在艰难抉择下的政策选择，也许能为我们多提
供一个关注和思考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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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尽管说美国货币建立在金银基础上，但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货币供应量是受贵金属
数量来制约的。与货币并存的，是各式各样的信贷，使得即使没有任何货币存在也能进行交易，而现
代金融体系则保证能大规模系统性地制造出信贷。在私营商业银行业务方面，美国起步较早，部分也
是出于市场的需要。”对美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商业至关重要，无论在这个偌大的国家内部运输货物
还是向海外输出商品，都需要资金的支持。卖方希望尽快收回资金，买主也不愿意现在交款而几个月
后才能收货，商业汇票（商业信贷的一种形式）就应运而生，其后诞生了现代意义的银行体系。 要解
决这个问题，银行靠的是创造货币。银行通过释放出政府发行的货币（当时是政府铸造的金币或银币
，现在是政府印刷的纸币），收回部分货币：银行股东缴纳的资本金、储户存人的存款或者回收的贷
款。当银行对外放贷时，就把这些钱交给借款人使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新货币产生。但更常见的情
形是，银行为借款人开立一个账户，并将贷款款项贷记在该账户中。举例来说，如果你今天从银行获
得1万美元的房屋净值贷款，银行有了一张经你签字承诺到期偿还1万美元的借据（这成为银行的资产
，因为银行可以将其卖给别人换来现金），同时，你的支票账户就会增加l万美元（这是银行的负债，
因为你可以随时到银行把这1万美元提走）。你支票账户里新增的货币就是银行在发放贷款过程中创
造出来的。在19世纪早期，没有电子记账，银行交给你的可能是“银行券”——银行印制的一种纸币
，可以随时随地兑换成金银。”当时人们愿意接受银行券，其程度不亚于当今人们同意银行贷记自己
的支票账户：用起来比携带沉重的金银币更方便，而且广为通用（尽管不是世界通行）。”在正常情
况下，很多人都愿意持有这种能换成金银的纸币，而不愿意持有金银本身。正因为此，银行券就成为
一种货币形式（银行存款也同理）。 虽然说银行券能随时随地兑换金银，但银行一般都不在自己的金
库里储存足够数量的金银币以备银行券被全部同时兑换。例如，1832年，美国第二银行只储存700万美
元的金银币，但实际发行出去的银行券却高达2140万美元，此外公众还在银行存了2280万美元的存款
。”其他银行也多按此操作。所以说，尽管美国的货币是构建在金银的坚实基础之上，但货币供应取
决于私营的商业银行愿意承担多大的经营风险。这就是说，银行容易受到金融恐慌的打击，特别是
在19世纪早期缺乏监管的环境下。一旦存款人或纸币的持有者担心银行无法将纸币兑换成硬通货，他
们就会争先恐后蜂拥至银行窗口，把自己的钱提走，在这种情况下，就算经营稳健的银行也会抗不住
挤兑而倒闭。在美国立国早期，各州存在各种各样控制单个银行风险的制度，但银行倒闭还是经常发
生，比较严重的是1819年、1837年、1857年、1860年和1861年。银行对付挤兑的一种做法就是暂停本银
行的纸币兑换金银，这在1812年战争（火烧华盛顿事件之后）和内战期间曾经发生过。换句话说，银
行发行的纸币可以兑换成金银——直到不能兑换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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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里亚卡特·艾哈迈德    普利策奖获奖作品《金融之王：破坏世界的银行家》一书的作者    对于任何想
了解财政问题真实原因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书。本书讲述了美国如何陷入预算困境的令人着迷、
生动的历史，并对美国如何才能摆脱它进行了客观冷静、不偏不倚以及充满智慧的分析。    查尔斯·
弗格森    奥斯卡获奖纪录片    《监守自盗》的导演    在这本有影响力的书中，约翰逊和郭庾信解开了
美国国家债务辩论的党派之争和复杂性，使我们清楚地理解它为什么会有问题，以及我们应该做什么
。美国的未来非常依赖财政赤字水平控制以及经济增长投资，而这本书告诉了我们如何实现这二者。 
  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CEO    获奖作品《碰撞世界金融新版图》    一书的作者
   通过技巧性地将债务辩论置于深刻的历史背景下并且提出详细的建议。约翰逊和郭庾信为今后几年
将更加热门的国家辩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那些想了解国家债务与美国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为了
恢复财政活力、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工作机会和降低不公平所必须做出选择的人。这是一本必读书。 
  比尔·布拉德利    前美国参议员    《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的共同发起人    约翰逊和郭庾信写了一本
每个美国人都应该读的书。它为我们理解当前的国家债务问题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背景。《火烧白宫》
一书充满了智慧和独特的建议，它告诉我们只有当公民们了解政治困境的严重性时。政治家们才会采
取必要的措施来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让我们期待这本书成为最畅销的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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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火烧白宫:美债,从哪里来,往何处去》编辑推荐：美国立国先驱眼中朴素的合众国何以变成庞大的债
务帝国，对一个道德社会的最终考验是我们留给后代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人人都喜欢债务错觉，因为
真相本身过于复杂，保持财政平衡只有两种方法：要么节约开支，要么增加税收。

Page 9



《火烧白宫》

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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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前半部分还好，后半部分读起来感觉就需要点经济知识和背景的了解了....
2、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主，美债缘何而来，未来又将走向何方，这本书很好地做了说明
3、很好，看了知道了美债的来龙去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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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1814年8月19日，英军从美国东海岸切萨皮克湾登陆，以不费九牛二虎之力直逼华盛顿。24日晚，
英军占领华盛顿，麦迪逊总统及政府成员仓皇逃往弗吉尼亚山区，为报复当年美军焚烧加拿大首府约
克镇（今多伦多），英军先饱食侍奉总统的晚餐，然后放火焚毁了白宫、国会山和财政部大楼。这次
失败的英美战争，与其说是军事实力上的较量，不如说是经济实力上的较量。17世纪工业革命之后，
英国逐步战胜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等发达国家，迅速在世界上建起了金融霸权。根据伦敦学
派的观点，谁占据了世界海洋霸权谁就占据了金融霸权，而海权之争必须联系到战争上的较量。19世
纪初，美国还不足以成为英国的对手，战争持续需要筹集资金的能力是决定战争成功的决定因素，英
国所具有的良好财政体系和政治体系是美国无所企及的。回顾过去美国两百年间的经济史，实际上是
一部债务史，而债务占GDP之比则随着战争的出现而起落，自二战之后，美国虽然发动几次小规模的
战争，但对债务的增长没有太大影响，而此后的一些财政政策对债务的影响较大。特别是2008年金融
危机之后，债务占GDP之比出现了自二战之后的历史性新高，美债问题成为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头痛的
终极性问题。近日，美国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和郭庾信在新书《火烧白宫：美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向大家介绍了美国过去两百年债务史的变迁，着重分析了巨额债务形成的历史原因，及其美国政府
对债务问题的态度，该书还分析了过高的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如何在公平福利的原则上如何
面对当前的挑战。两位作者认为，两百年前的那次白宫大火是美国历史上的耻辱，那次大火是事实存
在的大火，导致这场的原因是缺乏严谨的财政政策，而政策的背后则是最痛苦、分裂最严重的政治斗
争的产物。今天美国所面临的是债务这团大火，还延续当年在政治两极化的分歧。建国之初，托马斯.
杰克逊和汉密尔顿就政府究竟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争论不断，最终以汉密尔顿主张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
取胜，汉密尔顿推行财政体系起到了作用，但到1801年，杰克逊政府推翻联邦党财政措施，削减政治
开支，清偿国家债务，导致1814年的那场大火。随后的南北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
都不同程度上出现债务过高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保罗.沃克尔为了打击通胀，
他领导的美联储将利率提升到史无前例的最高水平，里根总统义无反顾地推行了大规模的减税，同时
国防和社会项目开支激增，导致美国出现了现代史上首次赤字危机。随后老布什和克林顿的增税政策
使债务问题一度好转，然而小布什上任以后，大力推行战争、减税政策、医疗国防开支，导致债务问
题恶化，金融危机爆发，奥巴马政府继续减税扩大财政支出，债务问题进一步恶化。根据拉弗曲线理
论，但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反而导致政府的
税收减少，减税政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作者认为，这种供给学派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减税虽然符
合国民的大众意愿，但近十几年的经验告诉当局，减税并不利于减少债务危机压力，反而进一步恶化
债务问题，况且美国总体税率比其他发达国家要低。作者还根据数据预测在减税不减税两种情况下，
不同年度调整比率下债务占GDP的走向，如果在减税政策到期废止的情况下，3%的年度调整基本平衡
可实现减低至40%，减税不废止的情况下，5.5%的年度调整基本平衡也可实现减低至40%。作者认为国
家债务稳定在占GDP50%的水平上是最合理有效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作者先分析了构成债务的组
成成分，也所谓债务的从哪里来，然后根据他们所设计的削减长期赤字的建议，逐步分析了社会保障
、医疗保险、能源、金融、税收支出等削减计划，最终得出可实现5.8至6.3的GDP百分比对21世纪20年
代赤字水平的影响。正如作者所言，看似美国最严重的问题是如何处理预算赤字和国家债务问题的技
术化选择，实际上是背后的政治问题：“我们希望它（政府）提供什么服务，保护我们免受什么风险
，以及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笔者认为，债务问题的背后是民粹主义与政治投机的问题，
政治家利用减税政策获取支持率做了老好人，而增税、减少医疗福利开支等措施原本改善债务问题的
有效措施，但遭到美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民主国家的人民也应反思在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以协助美国
走出债务重围。发表于2013年8月 新财经新浪微博@shallyce未经允许，请勿非法转载！
2、　“过去美国人都牛成啥样了现在不也上咱儿这借钱来了吗？”赵本山在2010年春晚小品中的这句
台词曾引起广泛争议，现在央视在重播这个小品的时候也把这句台词删掉了。不过在这里我倒并不想
讨论这句台词本身，我想说的是美国是不是上咱儿这“借钱”。　　就在赵本山说出这句台词的2010
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总支出为3.5万亿美元，总收入为2.2万亿美元，财政赤字为1.3万亿美元。这是一
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美国一年花出去的钱，用一年半也赚不回来。这就像一个家庭的年收入是6万
元，结果一年却花出去了10万元，另外的4万从何而来呢？当然就是借的。美国的情况和这个例子的道
理是相通的，只不过它借的方式和家庭借钱不一样，它更多的是通过发行国债在国际市场上融资。当

Page 12



《火烧白宫》

然前提得是投资者愿意持有美国的国债。这就像有人愿意把4万元钱借给一个年收入6万元的家庭一样
。愿意持有美国国债的人首先是觉得不会有太大的风险，其次是觉得有利可图。　　不过，近几年的
数据却越来越让人感到担忧。美国的经济不仅没有新的增长点，甚至逐渐衰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
美国的花销却一直是居高不下。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家庭都不可能一直靠借钱过日子，国家也是一样
。即使它是头号超级大国。　　“联邦预算在结构上是不平衡的。这种失衡对未来经济的伤害会愈发
严重，在长期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财政政策不转向，联邦开支项目不修正，我们下一代的生活水准
注定会停滞不前，美国在全世界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就会被削弱，我们急国民之所急的能力就会受到束
缚。”“美国的衰落成为评论家们热衷的主要话题，其中一派观点认为，庞大的赤字是美国在经济和
地缘政治上走向堕落的诱因。”（引自《火烧白宫》）　　由此看来，美国的赤字的确已经非常严重
，严重到了美国的两位学者在写一部关于“美债从哪里来到往何处去”的书的时候，用了“火烧白宫
”这样一个题目，本书的译者告诉我们：“在‘1812年战争’中，英军攻入华盛顿，把这个新国家的
总统府--白宫付之一炬。这一事件成为美国历史上一块无法抹去的耻辱印记。火烧白宫，如今成为西
蒙·约翰逊和郭庾信两位学者以古讽今的意象。在两位作者笔下，美国正在债务泥潭中越陷越深，
与200年前被外敌纵火羞辱相比，这更像是一次自焚，炙烤着白宫，吞噬着这个世界头号强国的经济根
基和社会信心。”　　为了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作者在本书的开头先历数了美国的战争金融史。就像
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的那样：“在国家危亡之际，尤其面临着与外国作战的威胁
，即便是对最富有的国家，贷款也是不可或缺的资源。”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在和平年代，美
国越来越高的债台就已经在一点点地侵蚀着美国的信誉，而到了真正需要“救命钱”的时候，美国能
在多大程度上在国际上融资，对于美国人来说即使不是迫在眉睫也是不能不考虑的实实在在的问题。
要知道，美国现在所面临的窘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阿富汉和伊拉克战争，而这两场战争无论是规模
还是对美国的威胁程度都不大。而一旦美国卷入一场可能会危及它的地位的战争，其后果还真不好说
。当然，这个威胁可能在美国人看来并不大，因为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不大可能会有人在战场是
直接挑战它，但美国人会不会在战场去挑战别人则很难保证。而美国史从头到尾都在说明一个问题：
战争真正打的是钱。　　即使是不考虑未来战争的可能性，如果美国一直是这样入不敷出，破产就是
迟早的事。什么是国家的破产呢？简单地说，国家破产就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无法融资，就像现
在的希腊一样。而当国际投资者对美国国债以及美元越来越失去信心的时候，美国的“破产”也就会
到来。短期看，美元还会保持它的国际货币地位。但随着美国赤字越来越大，美元就会越来越贬值，
国际货币的地位也就越来越无法保证，投资者对美国国债也就会越来越没有信心和兴趣。于是，美国
即使不会突然就无法在国际社会上融资，但美国的金融地位肯定会逐渐衰落。　　美国应何去何从？
《火烧白宫》的作者不仅指出了美国可能会面临的问题，更是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建议。其实这建
议总结起来无非就是开源节流。开源，就是提高政府收入，在没有经济增长点的时候，就只有提高税
率；节流，就是减少消费，比如减少公共医疗支出。美国的公共医疗支出是全球最高的，但美国的医
疗水平很一般。这些不必要的消费大大消耗了美国的国家元气。然而，正如作者在本书的中文版序中
所说：“从经济角度看，这些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从政治的角度看，却是困难重重，尤其是在共和
党控制众议院并强烈反对任何增加政府收入措施的情况下。”说到底，一切政治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反过来也成立，一切经济问题都是政治问题。　　那么，美国的债务问题对于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是机遇。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过正如两位作者所
说，美债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严重的风险，“中国政府已经持有大量美国政府债券，可能占到美国联邦
政府债券余额的1/4甚至更多，而且，美国也是中国企业的一个重要出口市场。”所以说，美国人上咱
这儿“借钱”，说明美国人不那么牛了，但也不能说中国有多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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