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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重建有感成長與社會正義的經典著作
國際媒體報導推薦：經濟學人、時代雜誌、紐約時報、衛報、彭博商業周刊、美國公共廣播
版權銷售超過14種語文
工作機會消失，經濟成長停滯，不是全球化必然的結果，是政府管理失能，政策失當！
民主成為一元一票的機制，1%的富人對社會洗腦、綁架政府決策，犧牲99%大眾的生計！從北非、西
班牙、到英國、華爾街，全球同時怒吼，是挺身而出，為自己爭取個機會公平的未來的時候了！這
是1%所有、1%所治、1%所享的社會！
我們的經濟與政治體系承諾我們要做的事，與他們實際做的事情，兩者天差地別到不容忽視的地步！
－－史迪格里茲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是省思全球化與自由市場最清醒的聲音。2008金融危機後，史迪格
里茲受法國前總統薩科齊邀請，擔任國際經濟與社會進步評量委員會主席，打破GDP的迷思。
這次，史迪格里茲聚焦全球都面對的世紀難題－分配不均。薪資停滯、工作機會消失，大眾的稅愈來
愈重，但是社會福利卻一減再減。根本的原因，就是財團綁架政府、只求自己的財富如滾雪球般膨脹
，而政府失能、完全無法矯正市場失靈。受害的不只是中產階級與勞工，更已經傷害了民主政治與司
法體系。
我們必須看清楚財團扭曲的邏輯，站出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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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簡介：史迪格里茲 Joseph E. Stiglitz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任教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著有《失控的未來
》（Freefall）、《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世界的另一種可能》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以及和比莫（Linda Bilmes）合著的《三兆美元的戰爭》（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等暢銷書。
無論在美國或國際間，學、仕歷練具足的史迪格里茲擁有高度影響力。美國《新聞週刊》稱他是「對
金融危機始終抱持正確主張的專家」，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暨資深副總裁史登（Nicholas Stern）稱
他是「當代最重要的經濟學家」，英國衛報更指出，「我們需要更多像史迪格里茲這樣的經濟學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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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系、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班畢業。
曾任《經濟日報》國外新聞組主任、寰宇出版公司總編輯。譯作無數，曾獲時報出版公司2002年「白
金翻譯家」獎；現為財金、商業、科技專業自由文字工作者、《哈佛商業評論》全球中文版特約譯者
。
叢書系列：天下財經
規格：平裝 / 320頁 / 17*23 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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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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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所有、一%所治、一%所享
第二章　不均社會的隱憂
第三章　市場力量與不均
第四章　分配不均的代價
第五章　岌岌可危的民主
第六章　失靈的市場，失能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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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我們這代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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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分配不均吗？
2、天才就是能把简明的几个论点写成一本书⋯⋯以我拙见，他的论文远比他的书好读多了
3、断断续续，终于读完了。读着读着，自己对“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经济
学知识还有所欠缺，改天会再读。
4、无论使用了什么名号和噱头，畅销书都难免老生常谈。
5、读过大陆的翻译版本，再来看看台版写的如何。
6、不公平的代价，乃是沉重的代价，是社会日益分化、国家凝聚力下降的沉重诱因
7、囫囵吞枣翻了一遍。全书基本就是围绕当前美国的贫富分化，1%的人利用税制、复杂的金融产品
、宏观经济政策等寻租，并影响整个美国的政策、民主和法治。个人感觉全书有点啰嗦，1/3的篇幅应
该就可以说明白了，前后重复的内容和思想稍微多了点，有时间的可以读读。

Page 5



《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痢�

精彩书评

1、《不公平的代价——破解阶级对立的金权结构》一书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oseph E.Stiglitz THE
PRICE OF INEQUALITY的繁体译版，目前简体译版还没有上市，有幸从朋友手中借来这本书得以拜读
。这本书主要探讨的是美国社会的种种“不公平”问题，尤其是最顶端的1%的人对其余99%的人之间
的不公平。作者在书中的序中便抛出了这么一个残酷的事实：二〇一一年起，各地年青人揭竿而起，
从突尼斯、埃及，然后扩散到了中东其他国家。不久后，西班牙、希腊、英国等地的人民，也都因不
同的理由走上街头。自二〇〇八年的危机爆发以来，年青人失业率已超过40%，美国的年青人用“占
领华尔街”运动回应了同样的诉求。作者更是直接点出了：那么多人失去了房子和工作，银行家却依
然坐领高薪；两相对照，不公平的情况十分刺眼。书中一共有十个章节，作者先详细地叙述了目前社
会不公平的现状，提到了不公社会的隐忧以及市场的失灵、政府的失能。接着，作者深入叙述了不公
平带给民主、社会的伤害，甚至是造成了法律的不公，并指出了社会因为这样的不公平，已经付出了
太多的代价。最后，作者针对目前现在的状况，提出了很多政府在制度设置上应该需要的思考以及方
法。书中作者首先是对下渗式经济学进行了否定。所谓“下渗式经济学”，就是认为应该给顶层更多
的钱，将对每个人都有利，部分原因在于这将使得经济成长加快。但下渗式经济学的结果往往是，使
得顶层的人聚集了更加多的财富，而中层和底层人民得到的“蛋糕”与顶层得到的不成比例，中下层
的情况却未因此而有好转，反而有越来越差的趋势。作者继而也对美国右派过分强调“美国是充满机
会的国度”、“大部分人从市场经济得到利益”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
能够给与目前这种不公平的现状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与分析，并找出破解目前社会发展困境的方法。
作者在叙述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寻租。所谓寻租，指政府或者企业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和
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妨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从而创造了少数有特权者取得超额收入的
机会。作者强调，透过一般的供需法则，科技和稀有性塑造今天的分配不均过程中扮演某种角色，但
仍有其他的力量在运作，那个力量就是政府。作者在书中对金融行业，尤其是大银行高层的贪婪无耻
进行了谴责，并对政府对银行的“慷慨给与”行为进行批判。随后，作者深入叙述了社会不公平的危
害和后果，告诉读者：我们为分配不均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而分配不均正使经济受到了越来越大的伤
害，包括生产力降低、效率低下、成长降低、不稳定升高。而降低这种分配不均的冲击，远远超过可
能需要承受的任何成本。作者更是指出：目前美国的民主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元一票。顶层，尤其
是掌握权势的人试图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框架讨论的方向，并利用各种工具、资源和诱因，以满足
他们利益的方式去塑造信念。而这一切，也让美国的法治变得岌岌可危。最后，作者在经济改革和政
治改革两个方面对扭转不公平的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经济改革方面，主要是抑制顶层的漫无节
制以及帮助中下层改善就业、教育等问题。作者在书中提到：强调重要的不只是成长，而是什么样的
成长，或者称之为“成长的品质”。使大部分人变穷、环境品质受害、人们必须忍受焦虑和疏离的成
长，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而在政治改革方面，作者强调要我们可以做的是略微降低顶层1%的政治力
量，并借助经济改革，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这本书虽然说是一本经济学类的读物，但是作者把问题与
政界、商界、民主、法律、媒体、社会糅合在了一起，这也正正说明了经济学不是一门简单的学科。
书中并没有涉及到过多难以理解的概念，但整体上还是一本读得比较吃力的书。有的些章节反反复复
读了几遍才把问题理清，而有些章节我至今也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思考明白。或者正如推荐人在推荐序
中所说的：“阅读绝顶聪明人所写的文章，读者可得有些耐性。天才的思考快速而跳跃，下笔亦然。
有些推理天才认为理所当然，但凡夫如我者还要加以琢磨才能体会。另外，天才思考常有跳跃，他们
跳一小步，凡夫如我者还要跨越百米才跟上⋯⋯”尽管书中探讨的是针对美国社会的不公平问题，但
是不公平的剧情在全球各地纷纷上演，在我们所生活的大陆地区，在距离我们不远的香港地区，在与
我们隔海相望的台湾地区。去年夏天，我独自去台湾环岛旅行，途中在背包客客栈认识了很多台湾本
地的青年，也从他们口中了解很多台湾年青人的现状。与大陆近二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不同，台湾近
十年都在原地踏步，甚至是在倒退。我所接触到的很多年青人，他们大学毕业后很难找到一份长期的
固定工作，他们更多地不停地打着短工，而且以从事服务行业为主。高中的时候，曾经读过旅美作家
林达夫妻写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对美国的政治、社会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并对《独立宣言》
中“人人生而平等”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而这次读完这本书后，我更是对“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
有了新的理解。“人人生而平等”并不是指物质平等，也不单纯地指机会机会平等，而是指无论别人
是贫穷或者富有，都应该平等地对待别人。作者在书中最后点出了：顶层1%住最好的房子，接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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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看最好的一生，过最好的生活，但有件事情，似乎不是金钱能够买到的：了解他们的命运和
其他99%如何生活息息相关。整个历史上，顶层1%最后都会学到这点，但往往学得太晚。作者坚信，
强调公民权益和财产权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应该强调经济权益的重要性和经济权，只有富人和穷人差
距缩减，大家休戚与共，共同致力于创造机会和公平，“人人享有自由与正义”才能名符其实。读完
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陈文茜女士所写的《只剩一个角落的繁华》。书中告诉了我们一个千仓百
孔的世界：国家会破产，政府会做假账，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而这个世界，如今只剩下
最后一个角落的繁华，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2、美国不再是机会的乐土、梦想的摇篮，社会充斥着不公平和分配不均，民主岌岌可危，人民失去
对国家的认同感，社会分化和离心严重！这是曾任美国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
学家的作者在书中发出的感慨和警示。曾几何时，美国梦是那么梦幻和美好，让每一个美国人自豪，
让每一个异国人向往，在次贷危机之后，作者层层剖开美国社会的结构，发现这只是一个如同黑白电
影般遥远的梦境罢了。作者立足于市场和经济体系的不完美和充满漏洞，认为政府应该更多的干预经
济，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美国社会曾经在二战之后一度成长迅速，但是八十年代之后
政府放松经济和金融管制，降低顶层税率，经济控制的重点放在通货膨胀而不是就业，于是经济风险
与日俱增，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中产阶级萎缩，于是本书所讨论的中心问题--分配不均便成为了
社会矛盾的焦点。从中东国家的抗议浪潮到占领华尔街运动，经济危机的影响加大了人们对分配不均
的认识，于是年轻人纷纷走上街头，为自己的权益呐喊，抗议政治的无能和经济的扭曲。1%与99%的
对立成为了阶级斗争般的矛盾。而这一切的起因，便在于经济体系和市场运作的不完美，信息的不对
称与市场的外部效应，大企业和大银行为了谋取巨大的利润，不惜利用各种手段确保自己的独占地位
，尽量减少市场竞争，同时保持市场的不透明，使得本来已经处于经济劣势的消费者和普通民众处于
更加不利的地位，跟方便了顶层运用这种手段来图利自己。于是，就产生了顶层和大企业、大银行的
寻租行为，透过政治献金和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规则，影响政府部门和政治体系为自己服务；另一方面
，他们也从观念上去影响政治人物和普通民众，让他们认为让1%获利可以促进整个经济的成长从而形
成下渗式经济学的过程，这种情况可以透过媒体、在政府中安插支持他们的议员等方式来实现。殊不
知顶层图利自己的行为不是做大蛋糕而实现，而是从底层和中层那里巧取豪夺而来，而在这个过程中
又会消耗大量的所得，于是经济蛋糕不是变大而是减小了，分配不均却日益严重。这种情形一方面是
分配不均的影响，另一方面反过来又促使分配不均进一步恶化，所以社会的有识之士无不为此而感到
焦虑。顶层的高额奖金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社会有多大贡献，而是因为他们善于寻租，善于从别人那里
圈钱，将企业的高额利润转化为自己的奖金，而真正努力工作、充当社会螺丝钉的工薪阶层却日益贫
困，却承担高额房贷和破产的风险，以及还要为政府缩减医疗支出而买单。当得知真相之后，普通民
众的愤怒可想而知。由此造成的另一后果，是社会精英们纷纷投身金融和法律行业，银行家和大律师
是每一个人的梦想，不是因为他们能为社会带来多大的贡献，而是因为这些职位能够带来优渥的回报
和奖金，但是这些职业往往不是为社会创造财富，而只是在利用手中的不对称的资讯和专业知识从别
人手中圈钱，银行设计的只会赔钱的金融产品，以及社会的好讼成风，造成了社会所得的大量流失，
实质的社会回报却微乎其微。因此，在这些问题上，政府与公民的力量必须发挥一些作用了，不然，
社会凝聚力会丧失，社会会更加不稳定和不安定，国家经济成长、民主和法治也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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