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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就中国学术界而言，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资本主义被看做同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制度，是“恶
”的代名词，其一切都应该否定。
本书中分析了两大资本主义模式之间，即新美国资本主义与莱茵模式资本主义之间的深刻分歧。
莱茵模式遍布于莱茵河谷的所有国家，从奥地利到荷兰，包括今日属于欧元区的大陆欧洲所有的国家
，只是各国的具体表现形式略有不同而已。
    《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这本书是“围城”以内的人士经过多年切身实践和观察的产物，读了给
人一种不同的感受。
书中列举了许多典型事例，对“新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而有趣的比较研究
（作者显然对莱茵模式更为赞赏有加）。
新美国模式包括以美国为代表的所有讲英语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在美国与英国之间也有不少差别
。
莱茵模式包括以德国为代表的欧元区国家。
作者把日本和跨国公司也包括在莱茵模式资本主义的范畴内，却把法国看做介乎两种模式之间的一种
特殊的资本主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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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米歇尔·阿尔贝尔（Michel Albert），现任法兰西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法国伦理和政治科学院院
士，曾任法国计划总署署长、法国保险总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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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 言第一章 美国回来了　美国的“垃圾股”　屈辱过多，且信心不足　美国的新挑战　美国呀，美
国　美国实力的基础　美国回来了！
第二章 美国倒退了(America backwards)　一分为二的美国　爱慕虚荣者的火坑　学校病了、医院病了
、民主也病了　工业在衰退　赤字的梦魇　世界最大的债务国第三章 金融与荣誉　“类似一种妄想症
”　螺旋式上升的虚张声势　市场的规律　对失败者的犒赏　没有业主的资本主义　要今天的利润还
是明天的利润？
　阻百发展的利润第四章 盎格鲁—撒克逊式保险业对峙阿尔卑斯式保险业　保险业的两个发源地：山
上和海上　阿尔卑斯模式实力雄厚，但遭到反对　英国的经验（或看不见的手的代价）　加利福尼亚
州的实验（两个极端在这里汇合）　法国的综合经验受到质疑第五章 另一种资本主义　市场这两种模
式中的地位　一种银行资本主义　交叉的利益网络　管理良好的共同决定制　忠诚与培训　自由主义
的金科玉律　强大的和负责任的工会组织　共同的价值观第六章 莱茵模式的经济优越性　战败国的胜
利　马克的威严　货币的“后主基地”　强势货币的道德周期　这种实力的真正武器  ⋯⋯第七章 莱
茵模式的社会优越性第八章 莱茵模式的衰退第九章 为什么最不完善的却占了上风？
第十章 德国的第二条教益第十一章 法国处于欧洲的十字路口结束语附录一 在布鲁日市的两次报告附
录二 企业的权利与义务宣言（草案）附录三 衰落的资本主义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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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样的气候下，美国人从传统上的政治弃权主义(投票弃权率很少低于50％)滑向了简单而干脆
的厌恶一切。
70年代末，舆论对政治已不抱多大的希望。
但，美国模模糊糊地又期待着一位救星。
　　不止于此，其他一些潜伏的疾病也开始侵袭美国。
从对法律的崇拜转向法律拜物教就是其中之一。
一种不折不扣的程序狂征服了美国人。
还应该知道，正是在这个时期，一种新的法律模式穿越过大西洋。
按照这种模式，美国建立在不断变化的诉讼法之上的法律地位一直比欧洲大陆优越。
而事实恰恰相反。
这种诉讼程序狂使律师发了财，却使法治国家的司法机器变得缺乏透明度，缺乏灵感和令人恐慌。
这样一来，谁都可以提供诉讼材料，办大案子的律师也可以用猎犬来抓小老鼠。
有一个例子人所共知，就是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单是为了一个案子，即为了起诉国家，在华盛顿
租了整栋楼房来安置它的律师。
　　法律，这个美国立国的基石和“契约社会”的高超调节器，就这样变成了密不透风的丛林，数不
胜数的联邦法规、地方法规利用诉讼程序在这里盘根错节。
　　然而，这时候，美国社会的另一块基石——结社运动——却被危险地削弱了，而这些数不胜数的
地方组织、体育组织、行会组织和道义组织等曾得到托克维尔的推崇，激活了整个市民社会。
成千上万的结社往往十分精巧，也非常活跃，而且有实力，它们传播了某种建立在公共物品和公民责
任之上的观念。
幻想破火的美国无力应对这种完全脱离其传统的思想——改头换面的犬儒卜义。
至于赫赫有名的“沉默的多数”，他们对社会网络和政治体系的这种解体也深感痛楚。
由此，在一个被飞快地变化和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空头支票”搞得晕头转向的社会里，出现了一种
对回归传统价值观的普遍要求，一种对某种信念，那怕是最基本的、甚至粗糙的信念的渴望。
　　罗纳德·里根铿锵有力、言简意赅的讲话正好可以满足这些期待。
他善于利用有利的经济环境——官僚泛滥和联邦政府的干预主义——和一种知识界的氛围。
自不待言，国际形势也有利于扩大他的宣传——美国回来了——的效果。
　　　　现在我们看看是发展过程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未来的“金童子”为建立自己的“战
争预算”而负债累累，他的表现只能是受淘金狂鼓舞，采取狙击行动，扑向猎物。
如果他搞得好，能够以高于原来股市的价格，但又低于资产可接受的价格把股票抛售给股民，他就可
以分享财富了，这本来是一个中性词语，译成法文时却用了贬义的“瓜分资产”。
因为在我们这里，在欧洲，企业不仅仅是一种商品而已。
不管怎么说，这个时刻，债务人不仅自己赚了钱，而且赚到了可以和银行家平分的短期利润。
他的发迹史序幕就结束了。
　　我们来到好莱坞，遇到了拉萨尔兄弟银行的经理助理费利克斯·罗哈廷，他过去曾挽救了纽约市
的金融，当他评论好莱坞的这类活动时，断言华尔街比好莱坞还糟糕。
确实，即使不怜悯被瓜分的这些企业及其员工的命运，也应指出这类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把美国金
融制度拖人危机。
巴黎荷兰银行董事长米歇尔·弗朗索瓦—彭塞(Michel Francois—Poncet)提供了几个有关的关键数字
：1987年股市暴跌之后，发达国家的货币当局决定命令本国银行采取某些谨慎措施，即著名的“库克
额度”(ratio Cooke)方案，限制银行发放贷款的总量。
确实，美国银行在企业资金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通称中介率)从1970年的80％降到1990年的20％。
造成的结果之一是，1970年在世界最大的25家银行中，美国有8家，而到了1990年，美国最大的花旗银
行成了世界第24位的银行。
然而，美国银行越限制它们的信贷，为了维持自己的利润，越采取一些高赢利活动、即高风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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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到了1990年，美国银行的高风险贷款担保(LBO)总额　　达到1900亿美元，只此一项，即超过风
险国家贷款担保——对所有不发达国家的信贷(约640亿美元)——的3倍。
　　自1987年10月19日股市暴跌以来，专业报刊就不断报道令人担忧的美国金融机构破产的趋势。
美国商业银行的业务活动急剧下降，随后，它们不是从长期考虑而谨慎行事，而是根据美国资本主义
制度本身的需要，追逐眼前利润，即从事风险最大的活动。
因为归根到底，都是由美国纳税人来支付的。
　　还是言归正传，谈谈本书的主人公吧。
他想成为金融大王，他心里非常清楚，真正的金融大王是那些靠白手起家进人大亨行列的人，他们既
不想靠自己的积蓄买进，也不利用别人的积　　蓄来借贷，仅仅靠他们的名字，靠他们的信誉，从市
场上得到资本的增量。
也就是说，赚取既永恒又廉价的具有双重性的神秘资本。
　　与一般贷款不同，这些钱是永恒的，因为这个公司的资本是不必偿还的；与贷款不同，发达国家
的贷款利率——般最低也要8～12％，而股票分红很少超过股票价值的3～4％。
然而，股东的风险是无限的。
那么，没有一个经过长期考验证明的具有头等质量的企业，仅凭聪明透顶的金融家灵机一动，股票就
上市了，我们把命运交给他，怎么能这样?答案还是看中了他的光辉业绩和他有“推销希望”的能力。
　　靠自己的储蓄买东西，是等而下之。
靠借款买东西，已经强一点了。
仅仅靠自己的签名就从市场捞到资金，这才是金融之神的本色。
当然，还有其他金融之神，如投资银行的银行家，他们自己并不投资，也不冒风险，他们的主要职责
是让别人买、别人卖，显耀自己最充满信心和最善于做金融重组工作。
他们从每笔交易中，无论是买还是卖，都要收取佣金。
这也证明，为什么他们对淘金者提供一项最宝贵的服务：告诉你那里可以挖出金块。
　　简而言之，这就是“金融泡沫”、“金融资本主义”和“经济金融化，，的来源。
这是股市为佼佼者的光辉业绩附加上的心理价值，很有必要，这是为资本主义充氧，是赢家的希望。
没有这种希望，就没有企业，其至在股市上也是如此，应该懂得维护它。
　　　　在企业的最高层有两个关键性机构：负责单纯管理工作的经理办公室(directoire)，和由股东
全体大会选举产生的、负责监督经理办公室工作的监督委员会。
这两个机构保持经常合作，以便维持对企业的协调领导。
于是，；在股东与领导人之间有了一个制衡机制(check and balance)，保障了每个人的意见都能得到倾
听，而不允许一个人说了算。
　　除了企业最高层的这种分权外，还要加上著名的全体职工参加的共同管理制——或共同负责制。
在德国，这是一个悠久传统的产物，可以上溯到1948年。
共同管理制是通过类似法国企业委员会的机构委员会来实施的，但它拥有更广泛的权力。
所有社会问题(培训、解雇、工作时间、工资支付方式、劳动组织等)都得征询它的意见。
老板和机构委员会之间在这些问题上有义务达成一项协议。
而且，德国的工薪阶层还拥有另一个表达意见和行动的手段：他们选出的代表是监督委员会的成员。
1976年颁布了2000人以上企业必须实行这种制度的法律以来，职工代．表的数量与股东代表是对等的
。
当然，监督委员会的主席必须从股东代表中遴选，如果选票相同，股东代表优先。
但这并不影响职工在企业的任何决策机构中拥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影响力。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对话就成为必不可少的，否则，企业就无法运转了。
　　　　除了这种集体情感的削弱以外，还要合乎逻辑地加上所有莱茵国家中工会运动和集体谈判程
序的某种相对衰落，尽管与法国相比，这是微不足道的衰落。
诚然，非工会化是一种世界现象，波及到美国、法国、英国、瑞典、日本，甚至在较小程度上也波及
到德国。
但是，工会在莱茵模式中一直是社会共决制的基石之一，这种趋势别有一番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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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工会化在瑞典十分突出。
例如，由于劳动市场的自由化，强大的中央工会瑞典总工会(LO)受到了惩罚，导致集体谈判程序分散
化(从此以后，雇主与雇员就要在企业一级，而不是在全国一级进行谈判了)。
一反常态，这种新的弹性就业制度造成工资失控，损害了瑞典的竞争能力。
这就意味着，由瑞典总工会保证的工会纪律和工资纪律受到了质疑。
由于谈判失去控制和无法协调，由于劳动力短缺，谈判往往变成了一种讨价还价。
这是工会削弱带来不良后果的充分体现；也是弹性就业制度与非工会化不是总能与效率并行不悖的佐
证。
　　如果说工会在不少莱茵国家中被削弱了，它们的管理方式也受到了指责。
经过法律仔细规定的以年资为基础的等级结构(我在前面指出了它的优势所在)，往往被看做过于臃肿
和造成涣散。
现在，许多年轻的日本大学毕业生再也不能接受必须等待15年才能当上课长、再等15年才能进入领导
岗位的规定。
更广泛的是，人们振臂高呼，揭露令人莫明其妙的正规主义，在日本，这种正规主义主宰着等级制关
系。
这些呼声开始得到倾听。
例如，丰田汽车公司这个典型企业便取消了带有昔日父爱主义色彩的工长的头衔。
在德国，西门子公司也同样取消了几个等级，以便加快信息交换和决策的速度。
至于传统的领导机构和监督委员会体制，也成为严厉批评的对象。
人们指责它机构臃肿，办事拖拉。
　　　　“可悲的”是，这个前所未有的形容词出自中央银行的一位负责人之口，特别是出自德国联
邦银行(BUBA)的负责人之口。
诚然，我们懂得他这样做是要尽力告戒波恩政府，不要为了实现统一而不惜债台高筑，这是他的责任
。
但他这样做同时也是在为德国的一次不幸失败出口怨气，并一箭双雕，也指责了欧洲货币联盟。
但愿波埃尔先生的历史性宣言能够马上压低德国马克的汇价，无碍大局。
更严重的是，他居然那么快就忘记了，如果科尔总理不是毫不犹疑地立即采取行动使形势变得不可逆
转，谁也不能肯定铁幕会在柏林市中心降下来。
这场愤怒的起因，就是由于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在实现统一的时候，前民主德国与前联邦德国的生产力对比为一比二，或一比三(等于联邦德国与葡萄
牙的比例)。
从技术观点看，德国联邦银行提出的兑换率是适当的。
科尔总统从相反的角度做了裁决，选择了“一兑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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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译本序言　　60年代末，我参加了《美国的挑战》一书的撰写工作，这本书是由让-雅克·塞尔
旺-施莱贝尔署名发表的。
此书在全球各地曾是一本畅销书。
这本书的目地是让舆论，特别是欧洲舆论　　关心正在日益增长的美国经济体制的实力。
当时，提出这种看法还是很新颖的，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自50年代末以来，随着欧洲共同市场的启
动，共同市场的创始国像后来的亚洲“龙”和“新兴市场”一样，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就。
　　到了90年代初，人们不再谈论〈美国的挑战》，而是谈论〈美国的衰落》了。
今天旧事重提是为了说明，有时连最确定无疑的事情也不能下断语了。
当时的〈财富》杂志曾发表一篇长　　文，现在看，连这篇文章的标题都有点使人吃惊：〈美国造即
将消失》。
那时，纽约市中心的象征性建筑——洛克菲勒中心——被日本人收购了。
麻省理工学院在它那篇题为〈美国造即将消失》的著名报告里，痛心地分析了美国工业衰退的原因。
这份报告的作者强调指出，美国的工艺技术统治终结了，同美国的对手——欧洲和日本相比，它缺乏
工人和管理干部的竞争能力。
　　此后不久，我于1991年写了〈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书，这本书已被世界五大洲译成20种文
字出版，其中包括这个中文译本。
我在本书中分析了两大资本主义模式之间，即新美国资本主义（1980年里根总统发动新保守主义革命
以后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与莱茵模式资本主义之间的深刻分歧。
莱茵模式遍布于莱茵河谷的所有国家，从奥地利到荷兰，包括今日属于欧元　　区的大陆欧洲所有的
国家，只是各国的具体表现形式略有不同而已。
　　莱茵模式的典型形式是“社会市场经济”，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建立在企业自由与竞争之上的经
济，但是，市场在这种经济中只是一个繁荣经济的工具，目标却带有社会性质，即在社会各阶层之间
公平分配这种繁荣。
从这个角度看，莱茵模式中最先进的机制是大公司的共同管理制度，这种共决制在德国是强制实施的
。
按照共决制，公司监事会的组成，一半是股东，另一半是雇员代表。
当时我得出的结论是，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相比，莱茵模式具有双重优越性：一方面，它在经济上
更有效率，从劳动成本的比较中便可以看出：1998年工业部门中的平均时工资，德国是28．7欧元，法
国是25．5欧元，美国只有20欧元；另一方面，莱茵模式在社会领域方面更加平衡，因为它保障了所有
人都可以享受一种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这种社会保障制度部分地同比美国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制度
联系在一起。
不管怎么说，我至少预见到了，正如“疲软的货币赶走了坚挺的货币”，“坏的资本主义”也压倒了
“好的”资本主义。
但是，当时我自己也确实没有想象到近几年出现的这种令人瞠目的转折，美国经济正在遥遥领先于欧
洲经济，尤其是莱茵国家经济。
这是又一次〈美国的挑战》，是2000年的挑战。
　　德国人对这种转折的反应象征性地表现在一个可能是德国统一以来最重要的日子里——1996年6
月15日，这天是星期六，欧洲杯足球赛半决赛的前夕，对于是英国足球队。
尽管这场球赛有很大的吸引力，却有30万人走上波恩街头示威游行，这是1945年以来在德国规模最大
的工会游行。
更有甚者，是产阶级也走上了街头，这可能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他们喊出的口号非同寻常：“反对德国社会美国化！
”这个口号本身就象征着“两种资本主义之战”进入了第二个回合。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American way of life”曾经使全世界，特别是德国人走火入魔，现在却被弃之如
敝屐！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编辑推荐

　　东欧巨变后，有人认为， 苏联的解体使资本主义内部的对立凸现出来。
他们认为，目前急需研究的应是如何完善资本主义以及如何引导资本主义的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界中相继出现了一大批有份量、有影响的研究资本主义的著作，其中法国著名
学者米歇尔·阿尔贝尔的《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即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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