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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白宫亲手种下“毁灭的种子”    如果说政治总能造就奇异的伴侣，那么，经济往往会造就异类的夫妻
。
作为两位专业的经济学学者，我们两个人的政治立场完全对立。
    我们中的一位——格伦·哈伯德，是共和党人士，曾在布什政府的第一个任期内担任经济顾问委员
会主席。
另一位作者——彼得·纳瓦罗，是民主党人士在克林顿的支持下担任民主党竞选国会议员。
    我们两个人于20世纪80年代就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时相识于哈佛大学。
但我们现在却有着共同的深刻体会：奥巴马政府所施行的一整套政策最终将为美国经济埋下停滞的种
子。
同时，就像我们共同倡导的那样，这些种子反映了两党共同的思维和主张。
    我们强烈主张规避这样的政策倾向。
2009年1月，我们都曾满怀希望，期待一位年轻的总统给美国带来全新的开端。
但是，自就职以来，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及其政策团队就一直在问题和危机的泥潭里踉跄跋涉。
对于白宫来说，解决以下问题已经成为他们的当务之急。
这些问题包括：    ·漏洞百出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带来巨大膨胀的公共债务，已经远远超过它为私
人领域所创造的就业机会。
    ·美联储的权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膨胀，对未来的通胀压力和监管范围提出了诸多问题。
    ·令人不可思议的税收政策似乎更倾向于“劫富济贫”和惩罚企业，而不是有效地利用我们的资源
和实现联邦预算的平衡。
    ·导向失误的能源政策让我们越来越沉迷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而这种依赖很有可能带动电价与汽
油价格的进一步飞涨，让我们的能源未来前途暗淡。
    ·近乎破产的健康医疗法案建立起不合时宜的法规制度，击出保险监管的重拳，打造出一项规模庞
大，但资金来源却严重不足的权益计划，而所有这一切都缺少对健康医疗成本的有效控制。
    ·最后，奥巴马政府并未能客观面对我们的贸易伙伴，尤其是中国。
他们以一系列的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为美国带来长期性全球贸易失衡，毁掉了几百万个就业机会
，与此同时，也威胁着全球自由贸易体系。
    奥巴马政府播下“毁灭的种子”，不可饶恕地遗漏了一个关键点：作为一个国家，仅仅凭借抛出越
来越多的金钱、越来越多的监管和越来越多的税款，根本就不可能解决存在于美国经济中根深蒂固的
系统性结构失衡。
相反，为美国打开长期繁荣大门以及确保国家安全的真正钥匙，最终还是美国企业投资的复苏，以及
随之而来的企业家和企业创新，并把它们作为实现增长与创造就业的发动机。
    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一章所阐述的一样，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取决于如下四个基本要素：消费、企
业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
经过两次资产泡沫，两次股票市场暴跌，两次经济衰退，长期性贸易失衡以及两个党派彻底缺乏财政
和货币约束的10年经济停滞之后，我们的“GDP增长动因公式”已经彻底失常。
    我们的储蓄一直太少，而我们的税收却一直太多，因而导致私人投资严重不足——这也是一个经济
体创造就业机会最重要的发动机。
与此同时，直线飙升的政府开支正在以庞大的预算赤字和同样巨大的公共债务的形式让我们的经济背
负重担。
另一方面，长期贸易失衡让几百万个潜在就业机会随风而去，并严重遏制了工资和收入的增长。
    于是，美国GDP增长的全部基本动因陷入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状态，并且运转不灵。
让我们丝毫不会感到任何意外的是，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始终落后于充分就业下的
增长率。
实际上，鉴于这些结构性失衡，几百万美国人失去了工作，收入停滞不前，这同样不会让我们意外。
    奥巴马总统当然不愿意为此扛下全部责任，因为两个党派都难逃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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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三章指出，美联储不加选择的政策行动不仅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技术股泡沫，更是最
近10年房地产泡沫的罪魁祸首。
在这个过程中，货币约束的缺乏和宽松的货币来源带来了为期10年的过度消费和投资不足，这也让白
宫和“国会山”彻底摆脱了财政上的束缚。
    前任总统乔治·布什同样要为他的过错承担责任。
正是在他的全力倡导下，才让医疗保险下的处方药福利计划得以通过，让原本已失控的权益计划变得
愈加的无边无际。
在未来的10年里，仅这一项计划就会导致预算赤字增加超过1万亿美元。
从总体上看，这位曾经被假定为在财政上持保守思想的总统，亲手让一系列权益计划登堂人室。
    对于2007～2009年的经济萧条和金融危机，布什总统在最初时采取的应对手段显得软弱无力，因而
对危机的加剧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尽管在2007年危机爆发时，他领导下的政府确实采取了当机立断的财政刺激政策，但布什的财务顾问
们却对几次救市行动的管理存在明显失误。
与此同时，他们在金融监管领域实施关键性改革时出手缓慢、犹豫不决，因而没能对危机的扩散及其
带来的破坏力进行有效控制。
    当然，如果没有国会的支持，布什政府的预算膨胀政策也不可能得以通过，但国会这一选择的出发
点更多的还是为了讨好选民，而非出于长期战略。
例如，布什政府的处方药法案尽管在财政上缺乏责任感，但还是在两党的全力配合下得以通过。
    虽然奥巴马总统从布什政府的手里接过了一个烫手山芋，尽管他上任伊始就要面对艰难而迷茫的经
济形势，但如果说他让原本就已经糟糕透顶的形势更加雪上加霜，这一点绝不为过。
我们将在本书中指出，同时也是我们刚刚提到过的：奥巴马总统已经采取或是试图采取的政策，不仅
没有缓和美国经济中原已危机四伏的结构性失衡，而且还加剧了这些危机。
    而破坏性最大的举措或许就是奥巴马政府在让政府规模极度膨胀的同时，又准备对企业投资和私人
部门课以重税。
这不过是自欺欺人式的庸人自扰，它只会把我们带向经济停滞之路，而不是重返经济繁荣之路。
    同时，民主党领导下的国会通过经济刺激计划诱使奥巴马进一步误人歧途，这同样罪过深重。
实际上，就像前总统布什需要国会认可他的某些错误一样，奥巴马总统也需要通过占多数席位的民主
党推行其所谓的经济复苏的政策主张。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白宫政策的失误，国会开始越来越多地走上两极分化的道路。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们不可能让实现国家繁荣与安全的目标彻底压倒目光短浅、心胸险隘的政策思
维。
而被群起而攻之的民主党多数派始终在垂死挣扎地抓住所谓的自由根基，尽管弥散在积怨和斥责之中
的党派分歧从未停止过。
很多共和党人同样也嗅到了血腥的味道，他们最关心的似乎就是摆出自己的政治姿态，恢复多数派领
导所拥有的控制力，而不是建设性的政策改革。
    但是，在两党的政治对话中却遗漏了实现美国长期经济繁荣的紧迫性。
无论是奥巴马总统，还是走在两条道路上的国会政治家们，都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即当前美国国家安
全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经济过于疲软，以至于无力支撑我们的国家价值；结构过于失衡，以至于
无力推动这个国家恢复力量和繁荣。
    另一个异常艰难但却不得不阐明的真理就是：美国正在迫近摧毁性的引爆点。
我们必须改变当前的政治实施方式，进而重建和恢复美国经济。
否则，我们将会不可避免地走上昔日大国的衰亡之路，遭遇不可逆转的衰落。
这就是当前播种在我们脚下的“毁灭的种子”，也是直达华盛顿特区的毁灭之路。
    但是，美国人完全可以走上另一条清晰可见的长期繁荣之路。
我们为播种“繁荣的种子”而勾勒的政策蓝图是建立在一系列稳健的政策之上的。
这些原则将继续让美国保持其地位。
这些原则包括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有效的税收，对企业家精神、创新和技术变革的追求，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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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造业基础以及开明但却强有力的监管。
    在构建政策架构时，我们两个人显然都不是盲目乐观的人。
我们知道，美国当前所面临的破坏性政治均衡还难以彻底转变。
我们同样也知道，只要美国不改变其政策实施方式，只要我们不能阻止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失衡，作为
一个国家，美国就不可能面对这场挑战，抓住摆在我们面前的机遇，为我们的下一代打造一个更繁荣
的美国。
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才需要找到一条通往繁荣的阳光大道，进而以繁荣造就国家的经济安全和政治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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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奥巴马上台后，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
那么，这些政策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两位备受业界尊敬并分别代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经济学家，将深刻剖析这些政策的极端危险性，并寻
求通过两党合作的方式，勾勒新的发展蓝图，逆转美国经济的颓势。
他们将阐释为什么说可持续增长是唯一的长期性解决方案，告诉我们一个活力四射的经济体到底应该
包含哪些要素，并诠释了当前美国政策四处碰壁的深层次原因，最后给出了种下“繁荣的种子”的一
套全新的政策体系。

　　奥巴马经济政策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美国经济学家怎么看待美国经济？
两位分别代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著名经济学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本书有助于你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经济，同时对于我国经济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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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格伦·哈伯德（Glenn
Hubbard），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
2001年2月至2003年3月期间，担任布什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在此期间，他还担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一职。
1991年至1993年间，他还出任美国财政部代理副部长，主管税收政策工作。
他的评论屡见于“夜间商业报道”（Nightly
Business Report）栏目、《市场》（Marketplace）、《华尔街日报》以及《金融时报》等知名媒体。

　　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加州大学厄文分校商业与经济学教授，CNBC撰稿人，著名演说家。
他是Bloomberg
TV、CNN、NPR及“60 Minutes”栏目的常客。
他著有多部畅销书，其中包括《永远的胜利者》（Always a
Winner）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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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实际上，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著就的经典巨作《国富论》中就已经指出，这些市场
缺陷揭示了一个不朽的真理，即只有远离垄断的自由市场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优机制。
在竞争性的自由市场中，利己性的经济人为追求最高收益率而投入其拥有的任何资源——土地、劳力
和资本。
通过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对一个国家的资源进行最有效的分配，从而保证经济实
现最大增长。
    苏联计划经济体系的最终解体，忽视了这个基本规律。
而在过去30年里，经济增长最快的中国也是在其领导者对很多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才充分发挥了其巨
大潜能。
    在经历了2007～2009年的危机之后，当前美国所面对的挑战就是如何修复我们的自由市场体系，但
又不能伤害甚至是切断市场这只强大无比的无形之手。
遗憾的是，奥巴马政府却未能面对这个挑战，更谈不上迎接挑战，贯穿全书，我们都将体会到这一点
。
奥氏经济不仅不能妙手回春，用激光制导般的改革修补市场缺陷，反而用毫无必要和反效率的税收以
及监管政策让市场停滞，用政府失灵取代自由市场的失灵。
    杠杆之二：自由公正的贸易是所有国家的福祉    正如我们以现实主义态度看待自由市场一样，在自
由贸易是否有利于所有国家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眼睛同样容不下半粒沙子。
“自由贸易受益论”最初由与亚当·斯密同时代的大卫·李嘉图提出。
    我们不妨假设一个只有两个国家的李嘉图式世界，而且在这个世界里仅有的两个国家间没有任何贸
易往来。
如果这两个自给自足的国家开始开展自由贸易，而且两个国家都不必生产各自需要的一切物品。
相反，每个国家只根据其“比较优势”生产其效率最高的物品。
换句话说，每个国家只生产其最擅长的物品。
    通过这个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专业分工过程，每个国家均受益于专业分工程度的提高以及规模
经济的改善，从而更有效地发挥其资源禀赋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国家的总产量和就业量将超过它们在自给自足状态下的总产量和就业量之和。
    实际上，早在几个世纪前提出自由贸易原则的时候，李嘉图就已经遭遇到了所谓“重商主义”的坚
决抵制。
重商主义是16～18世纪期间的主导经济理论。
重商主义者认为，任何国家的财富都可以用它所拥有的金块和银块来衡量。
    在重商主义的大旗下，英国、法国、荷兰、普鲁士和西班牙等国家纷纷开始囤积贵金属，为自己积
累越来越多的贸易盈余，而他们的手段无非是以关税来保护本国市场和以财政补贴支持其出口。
当然，这些“以邻为壑”政策(beggar—thy—neighbor)的结果更多的则是战争与混乱，而不是经济繁荣
。
    最终以智慧之剑刺破重商主义心脏的还是亚当·斯密，而不是李嘉图。
亚当·斯密敏锐地发现，一个国家增长的来源和繁荣的尺度是生产力，而不是其所拥有的金银和贸易
盈余。
    已延续几个世纪的重商主义之争演变到今天，人们已形成了更普遍的认识：除非两个国家坚守游戏
规则，否则，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就不可能造就更强劲的经济增长。
这就是说，自由贸易必须还要是公平贸易。
只有这样，这两个国家才无法操纵本国货币或是以出口补贴促进出口，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来保护
本国市场或是实行重商主义措施。
P20-21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毁灭的种子>>

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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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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