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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末日并未到来。
尽管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充满了这样那样的灾难预言，我们还是平安无事地度过了21世纪的前
十年。
全球最富声望的经济学家们所预言的那些暴动、（救济贫民、灾民等的）施粥所以及破产等现象并未
出现。
尽管人们对&ldquo;资本主义&rdquo;这个词看法不一，但没人愿意看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
　　然而，资本主义体系的幸存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重拾危机前的信心。
2008年9月15日发生的雷曼兄弟破产事件使人们再也无法相信金融市场的智慧，无法相信自由企业的效
率。
直到2010年中期，经济增长和金融环境才有可能恢复到令我们满意的程度，但这种恢复是否意味着政
治家、经济学家和金融家能像从前一样各就各位呢？
全球化仍将继续，很多国家将会逐渐恢复到危机前的繁荣状态，但人们不会轻易忘却2007～2009年这
场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创伤。
危机的经济代价是几十年也还不清的债务，这些债务给纳税人和政府预算造成财政困难，使那些无业
者难以维持生计，打碎了房产拥有者和全球投资者的美梦。
　　2008年9月15日那一天所崩溃的，绝不仅仅是一家银行或者一个金融体系。
那一天崩溃的，是一种政治哲学和经济体系，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拿什么来替代2008年秋天土崩瓦解的全球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4.0：一种新经济的诞生》的核心观点是：全球资本主义只能被全球资本主义替代，别
无他选。
2007～2009年的金融风暴既不会破坏也不会削弱人类的根本欲望&mdash;&mdash;雄心壮志，创新精神
、个人主义以及竞争精神，人类与生俱来的这些特性一直推动着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而今这些特性
将被重新利用，被注入新的活力，从而创造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
这一新型的资本主义将会比它所替代的原有的体系更加成功，更具创造性。
　　《资本主义4.0：一种新经济的诞生》作者的写作意图就是分析整个金融重建的过程，厘清复兴的
资本主义体系最重要的特点。
这一体系的转变要历时许多年才能完成，但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转变所带来的一些重要结果了。
过去一年的经历告诉我们，这些结果与两股相反的政治势力在危机高峰时所作的虚无的预言有着明显
不同。
反对资本主义的左翼阵营似乎坚信几个星期的金融混乱就可以瓦解一种政治经济体系，而这一体系200
年来经历了多场革命，多次经济萧条和几次世界大战都未曾消亡；支持自由市场的右翼阵营则坚持认
为，政府采取的干预措施会毁掉私有企业（但很明显这些措施是拯救这一体系的必要举措），很多人
仍然认为，如果当初各国政府允许金融机构解体，这场危机可能会得到更好的解决。
要重新对这场危机作出平衡的评估，就必须对左翼的狂热夸张和右翼的骄傲自大提出挑战。
　　《资本主义4.0：一种新经济的诞生》没有把全球金融体系的彻底崩溃归咎于贪婪的银行家，不称
职的监管者、容易受骗的房主或者愚蠢的官僚，而是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展示这次金融危机。
本书从经济改革和地缘政治动荡的角度重新解析了这场危机，自18世纪末以来，上述两种因素就一再
改变着资本主义的性质，最近的一次是1979～1989年10年间的&rdquo;撒切尔一里根&rdquo;革命。
本书的中心论点是：资本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遵循固定规则的静态体系，因此在这一体系中政府和私
有企业间的责任划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与现代经济理论的各种学说相反，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控制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永恒定律。
事实上，资本主义是一种适应性体系，它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和发展，当这一体系受到深刻
危机的严重威胁时，便会演变为一种更适应新环境的新形式，以替代原有的形式。
　　资本主义不是一套静态的机构，而是一个不断演变的体系，这一体系通过各种危机为自身注入新
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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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换一种角度来看待2007～2009年间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都是资本主义发
生第四次彻底转变的催化剂，正如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促成了第三次资本主义转变，20世纪30年代的
危机催生了第二次资本主义转变，而1803～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则是第一次资本主义转变的基础。
因此，本书得名《资本主义4.0》，即第四代资本主义。
　　上述几个重大变革中的第一个时期&mdash;&mdash;美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及英国的工业革命引起
的社会动荡及经济动荡时期&mdash;&mdash;开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纪元，这一时期包括从1815年英
国击败拿破仑取得英法战争的胜利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近100年的时间。
这一时期整体相对稳定，处于蒸蒸日上的繁荣阶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及美国的经济大
萧条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这一局面才被打破。
这几场突如其来的重大政治和经济变故破坏了19世纪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不同的资本主
义体系，这一新体系融入了富兰克林&middot;罗斯福的&ldquo;新政&rdquo;、林登&middot;约翰逊
的&ldquo;伟大社会&rdquo;以及英国和欧洲的福利国家等新的做法。
然后，在经济大萧条爆发40年后，另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mdash;&mdash;20世纪60～70年代的全球
性通货膨胀&mdash;&mdash;推动了玛格丽特&middot;撒切尔首相和罗纳德-里根总统倡导的自由市场革
命，开创了第三代资本主义，这一新体系与前两种资本主义体系截然不同。
20世纪6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发生40年后，也就是2007&mdash;2009年间，又一场全面爆发的危机袭击了
全球经济。
本书认为，此次危机将会开创资本主义体系的第四种形式。
里根总统与撒切尔首相所设计的蓝图不同于罗斯福总统的&ldquo;新政&rdquo;，同样，这次危机所开
创的新型资本主义也不同于&ldquo;撤切尔-里根&rdquo;革命的结果。
　　&hellip;&hellip;　　即便私有企业和普通百姓在危机过后不愿意马上花钱，政治家和中央银行家们
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可谓花样百出&mdash;&mdash;（贷款）零利率、开放式信用担保、政府财政刺激
政策以及无限制地增发货币等等。
按照危机前时期的经济学说，上述各种手段根本不会奏效，因为政府为推动经济增长所采取的金融和
财政政策总是以失败告终。
但是，随着第四代资本主义的出现，这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假设开始让位于对经济学更加实用的理
解。
全球的政策制定者逐渐认识到，他们可以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内使利率保持或者接近于零。
可以通过政府支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创造就业机会，可以控制汇率来推动出口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可以使用各种税收激励机制，补贴和调整政策来鼓励私人投资。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middot;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经在2010年1月的一次演
讲中作过以下预言：&ldquo;历史学家在未来回顾2010～2019年的经济数字时，如果这些数字没有远远
超出2000～2009年的经济数字的话，我肯定会大吃一惊。
如果能够修复各种存在缺陷的体系，我们就能够为美国人民提供比过去10年好得多的经济成果。
&rdquo;当时没人在意他的这番言论，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在2007～2009年的金融过度之后，生活水准
停滞不前和经济增长疲软的&ldquo;新常态&rdquo;是不可避免的&mdash;&mdash;也许在道德上更是无
法避免的。
但是，如果各国政府及中央银行运用经济手段来应对&mdash;&mdash;如果政界和企业界领袖抓住伴随
新型资本主义体系出现的各种机会，萨默斯那番话所表达的乐观想法是有可能得到合理论证的。
　　如果事实证明未来的10年确实比刚刚过去的10年更加繁荣的话，我们就可以说&ldquo;撒切尔-里
根&rdquo;时代所倡导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不只是一种令人怀疑的谎言，金融资本主义不只是庞氏骗
局，危机前几十年所创造的财富不只是狂热的幻象，科技革命、亚洲崛起以及金本位的废止也不会只
是白日梦，而会成为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
这些都是本书要讨论的基本问题。
　　但是，如果世界经济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再度振兴，我们所描绘的资本主义演变也没有实现的话，
情况又会如何呢？
如果真是那样，美国和欧洲的财富和权力肯定会加速向亚洲转移，西方金融体系就会处于危机边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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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的状态。
保守的企业观要求私营企业拥有无限的自由，然而劳动者和选民却得知自己要勒紧裤腰带为引发灾难
的前30年的自由企业改革埋单，在这种环境中，各派的政治意见不可能达成一致。
如果真是那样，一种不同于本书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的新型资本主义&mdash;&mdash;一种建立在集权主
义制度之上，而不是西方民主价值观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mdash;&mdash;必将雄霸世界。
　　那么，哪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会占上风呢？
到2010年年中，在&ldquo;二战&rdquo;后最深刻的经济衰退低谷出现一年之后，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
确切的答案。
奥巴马政府的早期乐观态度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的寸步难行。
在美国，出现新的政治方向的希望已十分渺茫。
在欧洲，单一货币区域基本处于崩溃边缘，英国的政治前景比从前更加变幻无常，日本则梦游一般进
入了自己第三个迷失的十年。
在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唯有中国在此次危机中浴火重生，比从前更自信，也更强大。
在这种状况下，要相信新型资本主义会赢得最终胜利需要极大的信心。
凡事皆非注定，经济领域的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的确如此。
　　在过去的40年里，曾有几十次相对较小的事件极有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改变全球的经济环境。
想象一下，如果戈尔巴乔夫没有失去苏联的掌控权会怎样7如果约翰&middot;欣克利（John Hinckley）
瞄准罗纳德&middot;里根胸膛的子弹位置稍稍高出一英寸会怎样？
如果阿根廷没有出兵马尔维纳斯群岛会怎样？
如果佛罗里达州的&ldquo;悬空票&rdquo;没有落在乔治&middot;W&middot;布什身上而是落在艾
尔&lsquo;戈尔身上又会怎样7　　诚然，上述事件中的任何一件都有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但它们能
改变历史的发展方向吗？
没有人可以断言。
但是有一个逻辑是不可改变的，那就是资本主义和民主都青睐自我完善，而不是自我毁灭。
这个逻辑意味着经济进步，政治统一以及全面发展的可能性永远比经济崩溃、混乱和解体的可能性大
。
一次威胁生存的危机不会摧毁人类进步的所有梦想，反而更有可能促进社会的发展。
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向第四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创造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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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本书中，作者阿纳托莱：卡列茨基回顾了18世纪晚期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主要历史阶段，并
指出三个阶段之间的过渡期内既有的经济秩序看似受到了致命威胁，但实际上那只是资本主义本身在
脱胎换骨，变得比从前更为强大。
资本主义最近的一次转折性事件是2008年9月15日的雷曼兄弟破产事件，该事件引起了巨大的市场混乱
，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紧急援助和政府担保，此次破产必然会颠覆西方国家所有的银行。
这次事件也引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第四次重大而彻底的转变——资本主义4.0。

了解第四代资本主义对全球经济的持续复苏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本书观点极具争议，内容涵盖广泛，作为全球最著名经济评论员之一。
作者阿纳托莱·卡列茨基从历史及意识形态的视角来解析最近发生的金融时事。
他描述了这一新的资本主义模式表现出的特点，分析了这一模式与此前所有模式的不同之处，论述了
这一模式在未来十年内将会对政治、金融、国际关系以及经济策略产生的影响。

当前市场上的此类著作，大多是分析市场，或是分析谁该为金融危机埋单。
这本书却突破了这类书固有的限制——它以全新的视角阐述了资本主义的演进历程，一书在手，你可
以看清资本主义时代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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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阿纳托莱·卡列茨基
《泰晤士报》自由撰稿人，曾先后任该报编辑及副主编等职。
卡列茨基最初为《经济学人》撰写一些商业和金融方面的文章，由此开始了自己的新闻写作生涯。
他曾经为《金融时报》工作过12年，先后担任该报纽约分社的主管、驻华盛顿地区特派记者、国际经
济编辑以及驻莫斯科特派记者等职。
卡列茨基后与他人合伙建立了GaveKal投资咨询公司，总部设在香港，他本人同时也是公司的首席经济
学家。
阿纳托莱·卡列茨基现居英国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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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8年与2009年之交的那个冬天，在东欧剧变的20年后，资本主义似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
卡尔&middot;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将会毁于其内部矛盾的预言似乎即将成为现实。
经济即将崩溃，人心亦将惶惶。
美国、英国及欧洲的各大主要银行突然间全都要求政府支持，以维持生存；通用汽车被收归国有；资
本主义取得全球性成功的10年内积累的个人财富顷刻间化为乌有，在这种情况下，笃信自由市场体制
的人们的梦想彻底粉碎了。
　　从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法国总统萨科齐到《华尔街日报》的编辑，所有人都认为&ldquo;盎格
鲁-撒克逊&rdquo;资本主义时代结束了。
美国保守派受到乔治&middot;W&middot;布什的彻底镇压，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他们绝不会支持美国
政府拯救经济与金融体系的计划，并且与新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们共同建立了一个联盟，该联
盟宣称，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灭亡了。
新保守主义者们早在几年前就曾宣称，美国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将会崛起，并在几十年内占据全球统
治地位，此乃大势所趋。
从全球范围来看，许多财政部长和外交官都做好了准备，要摒弃&ldquo;华盛顿共识&rdquo;。
该共识在此前的20年间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
&ldquo;北京共识&rdquo;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流行词汇，尽管谁都不是很清楚这个新词的含义。
　　然而，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和美国新政府大选的几个月内，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的报道很明显过于
夸张且为时尚早。
资本主义没有解体，银行没有像预言的那样损失数万亿美元，高度杠杆化的美国和英国经济也没有比
相对较为审慎的德国和日本遭到更大的破坏。
那么，面对金融恢复正常和经济开始复苏的局面，当今世界又该得出何种结论呢？
&ldquo;盎格鲁一撒克逊&rdquo;资本主义是否可能幸存下来，甚至无视那些灾难性预言而重新树立起
全球领袖地位呢？
　　答案是：&ldquo;说不准&rdquo;。
后文将解释为什么这个答案并不像表面上那样空无一物而又模棱两可。
是的，资本主义经济与金融体系将回归全球霸主地位，而且很可能是在美国领导之下实现这一回归。
但是，回归后的经济体系与领导地位绝不可能是2009年前凌驾全球各国之上长达30年之久的同一种资
本主义体系与同一种美国领导地位。
　　事后看来，未来的小学生学到的历史可能是这样的：21世纪开始的确切时间是2010年，在经历
了2007～2009年那场改变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金融风暴之后才真正开始，正如我们今天认为20世纪的
历史应从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写起，而19世纪的历史则应从威灵顿将军大败拿破仑的滑铁卢
之战发生的1815年开始算起一样。
　　资本主义是一种适应性体系，其形成与改良都是通过一种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实现
的&mdash;&mdash;技术进步的箭（头）与重复性的金融循环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因此，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格局总是处于演变之中。
尽管这一体系总会受到金融危机侵袭，但它却可以对抗马尔萨斯以及新法西斯主义分子的各种灭亡预
言&mdash;&mdash;所以毫无疑问，在未来的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内它仍会继续与这些势力抗衡。
但是，资本主义这种神奇的超强适应能力的讽刺之处在于，这种变化的能力同时也在持续颠覆着资本
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极为盛行的保守主义观念。
这些社会现状的支持者们援引经济学的铁律来主张当前社会状况的政治合法性，无论是缩小收入差距
，还是政府资助的医保或者公共部门工作终身制，都属其谋求范围。
然而，这种政治格局中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客观且不持久的。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及其创造的&ldquo;资产阶级民主&rdquo;的各种形式都存在内在矛盾，在这
一点上他是正确的。
但是，由此得出&ldquo;此类矛盾将会成为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rdquo;这一结论时，他却误读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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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了经济学。
事实上，成功应对内在矛盾的能力是资本主义体系最大的优势，因为这一体系总是处于自我破坏的过
程中，总是对自身进行再创造，而且，就像一个物种通过自然选择不断进化一样，资本主义这一多变
体系的每一种变体都比上一种更加有力。
　　聚焦资本主义这一不断演变的特点，使人们注意到政治制度与经济生活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彻底的
变化。
这种易变性是资本主义长期存在和不断繁荣的重要条件。
政治家、企业家以及经济学家等本应支持资本主义，并且为这一体系的历史性成功作出贡献，然而，
这些人对该体系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大都不甚了了。
他们鼓吹约瑟夫&middot;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提出的&ldquo;创造性破坏&rdquo;的好处，众多
濒危的产业正是凭借这一理念成功转型，采用了此前难以想象的新技术和管理体系，从而重获新生。
但是，他们却有意忽视资本主义体系创造性的自我破坏这一过程，正是这一过程赋予了整个体系新的
生命和活力。
　　为何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经济结构一成不变，而其微观基础却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呢？
这个谜题从未得到过合理解释。
比方说，此前的资本主义模式明明可以在更高的税收水平下成功运作，为什么保守主义者却预言税收
的任何增长都会破坏主动性和进取心？
30年前，社会稳定，秩序井然，很多政府&ldquo;授权&rdquo;根本就不存在，为什么左翼势力却充满
信心地宣称，政府支出的任何削减都会给社会造成无法弥补的破坏？
正如应用技术、技能以及管理实践的灵活性一直是资本主义微观经济发展固有而又必要的特征一样，
制度和政治上的灵活性也一直是资本主义体系发展进步固有而必要的特征，这些特征使得喷气式飞机
替代了马车，远程办公替代了搬运工，移动电话替代了电报，那么为什么两股势力对此都不承认呢？
本章的目的并非解决这个伤脑筋的难题，而是检测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格局的灵活性，并论证这种灵活
性一直是资本主义体系的重要特征，是它让这一体系历经数次衰退、革命和战争，却依旧充满了生命
力。
　　每过几十年，资本主义的各项制度就必须进行一次细致的检查，必要的话，还要进行更新。
这一体系能够历经马克思准确预测的数次周期性危机而不消亡，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一句简单的话，即
资本主义不会崩溃，因为它会迂回。
确切地讲，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体系曾经历过几次大的变化，即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平衡、政府权力与市
场力量的平衡以及一人一票制与一美元一票制的平衡等。
这些显著变化可以由两个思想方面截然相反的例子来阐释。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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