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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代价》

内容概要

呼吁道德归位，献策复苏经济，这现在几乎成了全球的共同问题。本书认为,美国经济危机的根源深处
，是一场道德危机。在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精英阶层中，公民美德正在衰退。如果富裕和权力阶层不能
对社会其他人或世界其他地区、人民做到尊敬、公平和诚实，那么一个仅由资本市场、法律和选举组
成的社会是远远不够的。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市场经济社会，但在全民公德方面却依然存
在缺失，如果无法重建这些社会道德责任感，那么所谓有意义和持久的经济复苏将不复存在。
在萨克斯列出的“美国病”名单中，很多症状都很似曾相识。糟糕的教育导致失业，陈旧腐朽的基础
建设，储蓄的崩溃，落后的教育标准，持续且不均衡上涨的社会医疗开支，肆无忌惮的公司诚信问题
⋯⋯这些问题都被归结于源自罪恶的“自由市场谬论”，导致华盛顿不顾公共利益，为了所谓“全球
化经济”，牺牲就业、降低工资、对富裕阶级的变相奖励，导致其余绝大部分社会的道德意识日渐脆
弱。
当然，“临床诊断型经济学家”萨克斯也开出相应处方，诸如提高就业率和生活水平，增加教育机遇
，削减贫穷，改革税务制度和避免环境污染等，对我们来说，也相当具有借鉴和反思之意。当然作为
全球化链条的一端, 我们更需要熟悉和了解西方经济和社会的弱点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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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基本上谈论的，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没事涉及多深的讨论，也没有什么深入的分析。
。基本就是一本没有什么营养的快餐。 
2、已经记不得写的什么了
3、经济起头，人文结尾。日盈则溢，月满则亏，中国一片大呼市场自由，美国却痛声疾呼市场管制
，同一个危机，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4、枯燥
5、谷歌公司被允许以一个非商业税的税率向一个名为“Google Ireland Holdings”的海外机构颁发使用
其IP的许可。谷歌海外分公司将基于IP上的营收支付给这家爱尔兰公司。同时，还有Google Ireland Ltd.
，它掌握大部分海外收入，并将利润作为知识产权费用转移给Ireland Holdings，其以百慕大群岛为注
册地，每年逃税。
6、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论文。列举知识点，缺乏逻辑推导。
7、问题揭示部分很有价值。但是解决部分，太空泛，缺少可靠途径的经济分析，基本等于毫无建树
。结尾看来，作者也只是初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确实很难对规范性问题提出指导性建议。推荐的
书倒是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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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文明的代价》的笔记-第118页

            医保改革也是能够说明特殊利益集团巨大的影响力的一个例子。奥巴马在这个领域付出了巨大
努力并试图取得某些进展。他的确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其付出的巨大代价是严重打击了公众对医保改
革的信心，同时还不得不在大公司权力面前屈服。当2009 年年初开始其立法征程时，奥巴马政府其实
并不打算提出一个明确的计划，因为最近一个提出过的医保计划——克林顿总统刚上任那年所提出—
—就遭遇了失败。一个明确的计划据说会导致游说者们集中火力进行围攻。
   奥巴马决心避免同两个关键的大公司部门——医疗保险公司和制药公司——发生对抗。例如，倘若
他提出一个正式计划，要切实地控制医保成本，或者将政府竞争引入到保险市场（通过所谓的民众选
择），那么私有保险公司就会奋力封杀这样的改革。因此，从一开始奥巴马就对私有公司挤眉弄眼，
示意大公司的游说者们他不会在关键性的成本和竞争问题上做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没有对其选民和普
罗大众介绍多少有关改革的内容，只是反复地告诉公众说成本控制是一个核心问题，还说改革内容中
包含了公众选择的自由。类似地，奥巴马同大制药公司进行了早期的谈判并达成协议，表示他能够保
证美国不会探索药品定价的新方法。这一点自然也从来就没有向美国公众解释清楚。
    在接下来的15 个月里，整个围绕医保改革的辩论便处于一种十分离奇的状态。奥巴马无法将一个明
确的计划摆到桌面上来，因为他同企业界达成的幕后协议同他的大多数民主党同僚们所持有的观点相
互矛盾，而且实际上那也同大多数民众的观点相左。在2009 年期间，公众反复地在各种民意调查报告
中显示出他们支持选择由政府主导的计划，从而同私人公司主导的计划展开竞争。根据哥伦比亚广播
公司和《纽约时报》的联合民意调查，在2009 年6—7 月，支持这类计划和反对这类计划的公众比例
是66% 对27%；
根据皮尤民意调查中心的调查结果，这个数据是52% 对37%。 通过说明这样的政策仍然是其重要选择
，奥巴马力图稳住公众对他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他却不愿意向公众清楚地解释白宫同那些私有大公
司之间所达成的谅解。后来的情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因为其计划中成本高昂的那部分——为了扩大
医保覆盖范围而提供大规模补贴——意味着在21 世纪第二个10 年的后半部分时间里，美国每年需要支
付相当于GDP 的1% 左右的额外开支。但是，如果想通过对高收入者增加征税的办法来筹集这笔资金
，这显然是不会让政治上强势的那些群体感到高兴的。奥巴马最终通过拙劣的修修补补提出了一个医
保大杂烩，其中包括对老年医疗保健开支作一些削减，对高收入家庭的工薪总额适当增加征税，以及
对主要由高收入家庭所承担的高额私人保险计划增加征税（对后两者的征税所得有可能在2015 年财年
达到GDP 的0.1%，在2018 年财年达到GDP 的0.2%，在2021 年财年达到GDP 的0.3%）。在有关医保问
题的论辩过程中，我曾经问过一位女国会议员，了解关于医保立法的糟糕情况。她差不多是将头全部
埋进双手里说道：“说客，说客。”对我来说，这好比是库特兹（Kurtz）在《黑暗之心》的最后场景
中嘟哝着：“恐怖，恐怖。”
    有关医保问题的论辩实际上再次揭示了美国政治被特殊利益集团所操控的事实 。在15 个月的论辩过
程中，美国政府失去了公众对它的信任，同时也失去了它自身对改革努力的一贯坚持。由于无法在整
个过程中提出一个始终连贯的计划，奥巴马让公众变成了局外人。他精力充沛地挑战“医保改革”，
但很少有人（包括他本人）能够每个星期都清楚地理解当时的立法改革到底走到了哪一步。公众也无
法确切地评价某些关键变化（如公众的选择、成本控制的系统性变化或者扩大医保资助范围的各种可
能途径）的价值和可能性。奥巴马政府和国会都转向问计于它们所喜欢的那些专家的观点，而美国人
民却没有机会系统地了解专家们关于各种可供选择的建议到底都存在哪些优点和缺陷的分析。总之，
我们被告知不要去了解国会山中到底是怎样“制作香肠”的，而只要准备来吃那些香肠——不管你喜
欢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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