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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美国社会的结构是双层次的，其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提供了广泛的权利分
配，公开宣布所有公民一律平等。
然而，其经济制度却建立在市场决定收入的基础上，由此产生了公民生活水平和物质福利上的悬殊差
别。
这种差别必须被作为刺激——奖励和惩罚——用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巨大的不断增长的国民总产出
的生产。
　　平等权利和不平等收入的混合结果，造成了民主的政治原则和资本主义经济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
。
有些大获市场奖励的人用金钱来谋取额外的权利帮助，而这些权利本应是平等分配的。
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提前起跑2.平等与效率使得机会不均等了。
对那些在市场上受到惩罚的人来说，其后果是一定程度的被剥夺，这与人类尊严和相互尊重的民主价
值观相冲突。
有一些经济政策，设计它们是为了减少那种既削弱对生产的刺激又损害经济效率的不平等的范围和数
量。
在这条路的许多岔口上，社会面临着选择：或是以效率为代价的稍多一点的平等，或是以平等为代价
的稍多一点的效率。
照经济学家的习惯用语来说，出现了平等与效率之间的抉择。
　　这个抉择就是阿瑟·奥肯这篇论文的题目。
在作者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把聪明睿智集中于一个与此相当不同的抉择。
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研究生，作为耶鲁大学的一名教师，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以
及后来的主席，还有，自从1969年以来，作为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名高级研究员，奥肯主要致力于那
个植根于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抉择上的悬而未决的难题。
在这里，他暂时离开了主要的工作，把注意力转向他认为是更迫切、更普遍的抉择，这样做甚至有更
大的风险。
　　本书的基调、特色（及它的有关素材）与奥肯的其他专业著作不同，事实上，与大部分布鲁金斯
的出版物也不同。
这是一部涉及到个人的著作，记述了作者的价值观、判断以及经验。
正因为如此，它集中论述的是国家的制度与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全球性或地方性的问题，显然，前者
是他最熟悉的。
对于那些缺乏经济学知识而又对社会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本书力求浅显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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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西方传统的经济理论中，对经济体制的评价通常都是将经济效率作为最重要的尺度。
然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贫富两极分化现象的日益严重，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否真能保证
平等的问题就成为了人们怀疑和批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焦点问题之一。
本书以超越经济领域的视角，对平等与效率的关系以及抉择问题进行了价值分析和判断，从而形成了
其颇具特色的抉择理论：以“多元取向相统一”为抉择的出发点，以“效率优先，增进平等”为抉择
的方法，以“恰当的政府干预措施”为抉择的机制。
    这是一部涉及到个人的著作，记述了作者的价值观、判断以及经验。
全书共4章：第1章的主题是各种价值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必须在市场干预下得到保护的问题；第2章评论
了倾向于市场资本主义的各种论点；第3章较为详细地考察了经济不平等的性质和范围，以及与机会
不均等的关系；第4章评价了作为缩小美国人生活水平的悬殊差别和消除违背民主原则的经济剥夺的
手段——累进税、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职业计划等——所具有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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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阿瑟·奥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5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耶鲁大学，讲授
经济学。
1961年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64年被聘为约翰逊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68年被任命
为该委员会主席。
他倾向于凯恩斯主义，长期以来致力于宏观经济理论及经济预测的研究，从事于政策的制订及分析。
奥肯的主要贡献是分析了平等与效率的替换关系，提出了估算“可能产出额”的“奥肯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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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4章 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中增进平等　　妥协范围　　如果平等和效率双方都有价值，而且
其中一方对另一方没有绝对的优先权，那么在他们冲突的方面就应该达成妥协。
这里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并且为了某些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
然而，作为更多地获得另一方的必要手段，（或者是获得某些其它有价值的社会成果的可能性）无论
哪一方的牺牲都必须是公正的。
尤其是，那些允许经济不平等的社会决策，必须是公正的，是促进经济效率的。
这种主张并非首创，然而他是重要的，而且是显然存在着争议的。
对于所有因察觉到某些不利于刺激的影响而反对累进税的人来说，效率本身就是标准。
在那个对任何短缺都提供同一公式的经济学家的裁决中，平等是无足轻重的，那个公式即：在没有政
府干预的条件下让价格任意上升。
在另一个极端。
所有把高利润作为公共行为的基本背景的人，肯定是仅仅根据平等作出判断。
　　世界石油市场的卡特尔化，展示了这种纯粹的不可抉择的观点。
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为效率争辩：在美国，一个新的，较高的市场清理价格，会同时鼓励压缩消费和扩
大国内生产。
破坏性的短缺不会出现，有限的供应会流向那些最需要石油的消费者。
而他们最需要的证明就是愿意付最高价钱。
而且，仅仅按照效率的观点，这个论据已经得到修正。
但至少在石油禁运期间，市场清理的解决办法可能已使多达600多亿美元的收入（按年度计算）——一
般美国家庭每周20美元的损失——从石油消者手中转入国内石油生产者手中。
在汽车加油站上排起一些长队，与那另外的巨大的不平等相比起，不是危害更轻的非效率吗？
　　另一方面，反投机的积极分子把注意力集中在取缔生产者享有的横财上，而不是消费者所忍受的
短缺上。
虽然实行了石油禁运，而且由外国当权者而非美国商人确定了卡特尔价格，仍有一些公司的所得被人
怨恨，尤其因为他们的所得伴随着大多数美国人的损失。
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国家来说是糟糕的，无疑对于艾克森石油公司便是有利的。
同样，采取某些措施（如巨额超利润税收或者硬性的价格冻结），会使事情变得对艾克森石油公司不
利，而对国家却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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