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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针砭时弊，将保罗·克鲁格曼的智慧、敏锐的分析和有力的阐释置于小布什减税计划争论的焦点
——5万多亿美元的财政盈余究竟应该用来做什么。
书中详细剖析了布什政府的减税方案，揭示了谁将是方案的受益者，谁将是方案的受损者，减税方案
将以多快的速度耗尽财政盈余。
    中国正在致力于建设消费型经济，而少取多予、还富于民才能抓住刺激消费的牛鼻子。
减税是改善民生、扩大内需和刺激消费的不可或缺之举吗?克鲁格曼对小布什减税政策的剖析对我们同
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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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保罗·克鲁格曼，因在国际贸易理论和地域经济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而独享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现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理论。
克鲁格曼于1991年获得克拉克经济学奖，1994年成功预言亚洲金融危机。
他是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评论家、曾任美国政府经济顾问。
在过去十余年间，他出版了近二十本著作，发表文章数百篇，他的文笔清晰流畅，深入浅出，在公众
眼中，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众经济学家，被誉为“自凯恩斯以降，文章写得最好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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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篇 越少越好？
  1 减税的政治学分析  2 减税的经济学分析第二篇 追随资金的踪迹  3 收入与支出：联邦预算  4 变成王
子的青蛙：财政盈余的来源  5 林中之鸟：财政盈余预测  6 花钱太多？
设定一个盈余目标第三篇 实施减税  7 布什的计划：基本要点  8 为了更富的人，为了更穷的人：谁将从
减税中获益？
  9 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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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篇 越少越好？
1 减税的政治学分析英语国家普遍有反对征税的长期传统，从14世纪瓦特·泰勒起义反对理查德二世
的人头税，到2000年英国卡车司机罢工反对燃油税过高，致使整个英国瘫痪数日，实际上，有关普通
百姓为反对过度征税揭竿而起的事件不胜枚举。
美国并不属于这种情况。
在美国，有关减税辩论的政治学非常独特，人们对辩题本身往往不感兴趣，而那些对辩题感兴趣的人
所持有的观点与他自身的经济利益恰恰相反。
因此，从深层次看，这并不是一场有关金钱的辩论，而是一场关于如何书写历史、子孙能否摆脱父辈
影响的辩论，是一场关于今天“创造的现实”将决定我们这一代人自此以后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
辩论。
我本人并不十分擅长政治学分析，但在进行减税经济学分析的时候又不能完全回避一些政治学的内容
。
因此，请允许我就我眼中的减税政治学作一个简单而又略带个人色彩的总体阐述。
漠不关心的公众尽管减税计划是布什角逐白宫的中心议题，推动国会通过整个减税方案成为布什登上
总统宝座后的主要工作，但民意调查自始至终都显示，大多数选民实际上对能否享受到减税带来的好
处并不感兴趣。
恰恰是另外一些问题，特别是社会保障问题，却更加受到大多数公众的关注。
实际情况是，布什充分利用白宫的优势，设法得到了一两次反映人们非常看重减税的民意调查，但这
也恰恰表明人们对个人减税的热情不高，而且不相信减税能够加速经济复苏。
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布什的减税方案规模太大，而且向富人倾斜得也太多。
你有可能对民意调查置之不理，甚至认为在被调查的人中，一些人在选举时投票支持的就是那些承诺
进行大规模减税的候选人，但这种观点是有一些问题的——不仅仅有这么一个明显的例子，也就是他
们中更多的人投票支持了戈尔。
一些有关选举的研究显示，2000年的选举打破了高收入阶层支持减税候选人而低收入阶层支持增税候
选人的传统投票模式。
在处于收入分布底层的那部分人中，很多人投票支持了共和党，但如同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他们很少
或根本没有从布什的减税计划中得到税收减免，而处于收入分布顶层的那部分人，他们是布什减税计
划的最大受益者，却投票支持了民主党。
这种个人经济利益与政治立场的大分裂从选举一开始就出现了，以沃伦·巴菲特为首的一群亿万富翁
公然反对税收计划中的部分内容——废除遗产税，这项优惠政策几乎完全是针对富人阶层的。
《投资人商业日报》发表的一篇社论攻击这群亿万富翁是自私自利的伪君子，因为毕竟他们中的很多
人根本不需缴纳太多的遗产税，这就是这场辩论的奇特处所在。
实际上，该社论并没有指出，这群人不需缴纳太多遗产税的原因是他们正打算将大部分遗产捐给慈善
事业。
我认为那些投票支持布什的选民更多的是出于文化上的原因——他们将布什视为传统价值的捍卫者、
现代无神论的反对者，他们觉得自己投票支持的是一位合适的人选，而不支持那个自诩为精英人士的
候选人。
那些“不搞模糊数学”的呼声并没有受到减税的激励，更多的是出于对那些自认为比普通老百姓更精
明人士的憎恶，他们认为戈尔只是企图让选民相信布什的减税计划倾向于富人阶层罢了。
但是布什可能已经从某种途径感觉到了这种憎恶。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布什的减税计划严重地倾向于富人，而且要将这样的减税硬塞进一项负责任的财政
预算提案中多多少少还是存在一定难度的，那么布什为什么还是要冒险将竞选的主轴放在减税上？
父亲的罪过在保守派的眼中，里根的地位无人能及。
我最近读到一些关于里根的资料，这些资料将里根列为我们“最伟大的三位总统”之一。
这就使我感到非常纳闷，我们应该将下面三位中的谁降格：华盛顿、林肯还是罗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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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自1932年以来，在美国右翼中没有出现过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右翼总统。
共和党人曾长期占据白宫，在罗斯福新政和伟大社会期间他们都没有紧缩财政的打算。
特别是尼克松，按照现代的政治标准，他是个绝对的自由主义者，但其后继者们，扩大了某些民生项
目的支出，而大大缩减了环保、安全等方面的开支。
里根可能是第一位试图刹住政府扩张风的总统。
在保守派的眼中，1980年、1984年和l988年三次总统选举的压倒性胜利证明了他们的主张是符合历史潮
流的。
然而老布什无法让人原谅：他输掉了总统竞选。
身处保守派运动之外的我们很难感悟右翼人士在随后两次大选落败后情感上所经历的愤怒和落寞，不
然在国会中为什么共和派拒绝称克林顿为“总统”，最多称为“你的总统”呢？
自佛罗里达州竞选失利之后，共和党更加自怨自艾。
他们感觉无法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最终总会归向它应该去的方向，然而，在经历了他们的候选人的无能，领教了白
宫那个可恶家伙的个人魅力之后，保守派们感觉到自己被残酷地放逐了。
老布什受到的责难最多，毕竟他是一位活脱脱的变节者——他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请听清楚我的话
，绝不加税。
”然而由于对总统职责的错误理解，他违背了自己的这一誓言。
小布什从一开始参加总统竞选就与他父亲的幕僚联系在一起，老布什政府的政客们，现在很多都是有
权有势的公司高管，将这位在镁光灯下跃跃欲试的得克萨斯州州长看成他们绝地反击的合适人选。
但为了将整个共和党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小布什不得不劝服里根的拥护者们，让他们相信他是又一
个里根，而不是又一个老布什，因为这些人认为正是他的父亲让他们的目标落空。
现在很难相信，在共和党提名的早期争夺战中，《福布斯》杂志继承人史蒂夫·福布斯却是大家公认
的一位有力的竞争者，当然对布什也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福布斯在一署名特刊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建议用“单一税”代替累进所得税，也就是不管收入如何
，所有纳税人都遵照统一的纳税标准。
福布斯自称是里根衣钵的继承者，他毫不讳言地指出布什这对父子是一路货色，他还特别提到小布什
在得克萨斯州时就曾试图加税。
布什在得克萨斯州提出的建议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当政时的政策。
他试图削减公司税和财产税，这些“累进”税大多由高收人者承担；但同时提高销售税，这一部分“
递减”税更多地落到低收入者肩上。
因此，他提出的减税计划实质上在降低富人负担的同时却增加了中低收入者的负担。
这项建议非常不公平，即便在得克萨斯州也是如此，后来这项计划也并未被实施。
为了迎接这一挑战，布什的减税方案在总统竞选战一打响时就提出来了，尽管它不是一个单一税，但
在方向上与福布斯的方案是一致的。
从那时起，该计划就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
布什的税收方案缺乏足够的弹性，尽管自1999年以来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布什仍然坚持认为
他提出的计划“合理可行”，要想理解这一点最好从政治背景中寻找答案。
布什不可能进一步扩张他的计划，因为这可能拉响财政警报，即使他必须面对这一问题时，他能做的
也仅仅是通过高超的会计技巧将预算数字加起来。
布什也不可能削减这一计划，否则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就是他正在重复他父亲的老路，在竞选时对保守
派信誓旦旦，一旦当权则又回到中庸状态。
如果在共和党中真的存在一派强势人物，将减税作为试金石，它将决定一个政治家是否是这项计划的
真正推动者之一，那么所有这些都将变得非常有意义。
但是这种对减税的依恋情结又源自何处呢？
长远的算计保守派之所以坚持减税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认为税负越低经济增长就越快。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严格审视这一经济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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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保守派推行减税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我们可以用政治经济学和简单的经济学来解释。
保守派的计划中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小政府。
保守派很乐意看到约翰逊式的伟大社会甚至罗斯福式新政的回归，但绝不愿意看到美国变得更像一个
福利国家，一个更加类似瑞典和加拿大的国家。
促使建立小政府有个直接的办法：你可以投票反对新项目的提议，并且尽可能地削减已有项目。
但你还可以通过间接的方法达到建立小政府的目的，那就是让那些未来的政治家们确信要支付这些社
会项目的开支将非常困难。
戴维·斯托克曼，里根政府的预算主任（不管他声名远扬还是声名狼藉），曾首次向一位记者坦陈，
后来在他的书中也披露，里根顾问团从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过那个“美好的前景”，此前景展现了政府
可以轻易承担1981年的减税计划。
相反，他们利用可能出现财政赤字作为威胁来削减开支。
尽管里根政府试图通过控制支出避免出现巨额财政赤字的行动并不成功，但是必须承认的是，接下来
十五年的财政赤字使我们的政府不得不在支出上精打细算，而且利用减税，里根政府“创造了一个客
观事实”，迫使他的继任者们将政府的规模控制得比较小。
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形势发生了逆转，财政盈余的出现使得对政府规模的控制显著放松，尽
管这还不足以完全抵消税收的增长势头，却已足够改变政治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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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克鲁格曼嬉笑怒骂的笔调和富有想象力的文字，让严肃的分析读起来越味盎然。
《模糊数学:布什税收政策导引》不仅是经济学人士的必读之物，更为广大财经英语爱好者提供了学习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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