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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申作宏先生读了我发在《南方周末》的（克鲁格曼的神话），约我写一本介绍新
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通俗读物。
我很是踌躇，一方面实在是太忙，学术研究和教学之余似没剩下多少时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自己应
该算是一名克鲁格曼笔下的学院派经济学者，而做严肃的学术研究和写通俗的经济学读物很不一样。
说实在的，对自己能否胜任这一挑战性工作，心里直打鼓。
犹豫再三，还是决定试一试。
部分原因是因为申兄是老校友，实在不好意思拂他的面子；部分原因是刚好赶上春节，节日单位人少
楼空，也能挤出时间敲点东西。
这样敲敲打打，居然也有了眼前的这本小册子。
自己读一遍，不满的地方甚多，但学校已开学.也没有太多时间容我慢慢修改。
唯一值得自慰的是，经过这次疏理，自觉对克鲁格曼思想的了解，对当前经济危机的理解，对经济学
理论的认识，对政策灵活应用的领悟，都似乎有所进步。
本书参考了众多文献，主要来自克鲁格曼发在（纽约时报）各期专栏的文章，多篇经典学术著作以及
他的多本著作，如《期望失落的年代》、《偶然的理论学》、《流行的国际主义》、《大破解：我们
迷失在新世纪》等。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无意（也无力）于取代他的这些著作，有兴趣的读者可再阅读原文。
本书的完成得益于许多学生的帮助和投入，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研究助理潘钜桐、王敏燕、赵晓曦
、徐翰、许辉、李慧等在收集原始资料方面的辛勤付出。
本书也得益于与选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高级国际贸易专业的同学的交流。
书中个别章节得益于高伟栋、胡晓慧、胡莹、王惠、庄腾飞等同学的资料收集。
还有欧阳淼同学为本书的第一稿作了校订.在此一井鸣谢。
最后我的爱妻田巍不仅给予我理解和支持，还亲自修订了本书的部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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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参考了众多文献，主要来自克鲁格曼发在《纽约时报》各期专栏的文章，多篇经典学术著作以及
他的多本著作，如《期望失落的年代》、《偶然的理论学家》、《流行的国际主义》、《大破解：我
们迷失在新世纪》等。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无意（也无力）于取代他的这些著作，有兴趣的读者可再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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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淼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校区经济学博士毕业。
曾任美国加州戴维斯大学经济系讲师、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客座助理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
研究员，现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事研究教学工作。

    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有国际贸易学和国际金融学。
曾获第15届全国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论文奖（200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经济系杰出助教
奖（2005年）。
攻博期间师从国际上久负盛名的经济学家Robert C.Feenstra教授。
博士论文获得美国加州戴维斯大学人文研究奖
（Humanity Research Award of UC-Davis，2004），并已为国际知名学者多次引用。
曾获北京大学桐山教育基金研究资助（2008）。
现已单独在国内外著名匿名评审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论文10多篇，著有专著《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
析：理论模型与计量实证》，译著《国际贸易与国际收支》。
是多家国内外一流经济学学术期刊（如Joum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匿名审稿人。
目前为国家创新论坛300人专家团专家成员。
随笔、时评常见于《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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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克鲁格曼的神话第二章　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第一节  并不好混的经济学界：
禾居易，易居否？
　第二节  一代骄子的天才教授　第三节  当代经济学界的莫扎特：我是如何工作的？
第三章　公平和效率：永恒的两难　第一节　美国政治中的左翼急先锋　第二节　何须粉饰的贫富差
距：济贫也可劫富！
　第三节　提高生产率：唯一的金科玉律　第四节　透视国际竞争力：去伪存真　第五节  技术进步
：莫非是海市蜃楼？
第四章　政策选择：鱼与熊掌真不可兼得？
　第一节　零通胀：美丽的谎言　第二节　高增长：欲速则不达　第三节　寻找凯恩斯：李逵打鬼　
第四节  财政预算：赤字无罪，超支有理？
　第五节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从一而终还是万种风情？
第五章　重拯自南贸易　第一节　全球化：利大干弊　第二节　美国：关起门来化“冰山”？
　第三节  贸易赤字真是洪水猛兽吗？
　第四节  贸易赤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第五节　重拯自由贸易，埋葬贸易保护主义　第六节  
中美双边贸易：失衡并不可怕　第七节  一山真难容二虎吗？
全球化中的日美贸易第六章　美金——真能点石成金？
　第一节  金本位汇率制度：点石成金又如何？
　第二节  人民币升值与中美贸易失衡：杯水车薪　第三节  美元贬值：太上老君的灵丹妙药？
第七章　走出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打蛇打七寸　第一节  不幸言中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第二节  金融监
管：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第三节　风雨满楼的美国经济：凤凰涅槃还是帝国末日？
　第四节  走出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打蛇打七寸　第五节  今日之中国经济：如何独善其身？
第八章　经济理论大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第一节  国际贸易的又一次革命　第二节  经济地理学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三节  中心一外围理论：西方经济学中的东方哲学　第四节  工业中心的形
成：历史惯性还是自我实现？
　第五节  新欧洲地理格局第九章　还能再得一次诺奖？
　第一节　货币危机理论之父　第二节  寻找汇率目标区：阿波罗之神箭　第三节  打通国际经济学：
克鲁格曼的“空明拳”第十章　国际贸易学界：既生瑜，又生亮　第一节  巴格瓦蒂：冯唐易老，李
广难封　第二节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为何没分一杯羮？
　第三节　芬斯阙：下一位国际贸易诺奖得主？
附录参考文献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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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才的经济学家、文笔优雅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和畅销书作者、犀利苛刻的共和党批评者、
令人不安的危机预言者，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这位兼具多重身份的美国
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
周二晚上打开电脑，我看到了保罗·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消息。
这让我想起数年前在美国加州戴维斯大学与导师芬斯阙（Robert Feenstra）教授的一段对话。
当时我对他说：“加拿大的Daniel Trefler教授最近写书评，说您是当今国际贸易研究实证领域的第一人
！
”没想到导师反问：“那理论领域谁是第一？
”“克鲁格曼！
”我如实应答。
他略一沉吟，点了点头。
为什么是克鲁格曼？
芬斯阙教授认同我的看法，并非是因为克鲁格曼曾在麻省理工指导过他的博士论文。
可以这么说，在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两百多年历史中，或许只有三个人在学术上可以排在克鲁格
曼前面：二百多年前的英国经济学大师大卫·李嘉图、近百年前的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
如瑞典皇家科学院所言，今年的授奖是为了表彰克鲁格曼对贸易模式和地理经济学的开拓性贡献。
什么是贸易模式？
简单来说，就是谁和谁做贸易及做什么贸易。
在纷繁复杂的各国贸易中，究竟有没有共同的规律？
二百多年前，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应出口那些相对成本较低的商品，由此，自由贸
易可以使各国都获利。
这一理论简单易懂，解释了真实世界中的现实情况，从此，比较优势理论成为了经济学最重要的一块
基石。
李嘉图模型好是好，但却无法回答一个问题：中美进行贸易，就国家总体而言，自然两国都能获利，
但在贸易中，美国的工人是获利还是受损？
美国的资本家是获利还是受损？
赫克歇尔和俄林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们认为国与国之所以进行贸易是因为各国的资源不同。
相对而言，美国财力丰厚但人力稀少，中国财力稀缺但人力资源丰富，对两国都有利的贸易模式应该
是中国出口劳力密集型的纺织品到美国，而从美国进口资本密集型的汽车，在这宗贸易中美国工人受
损而资本所有者受益。
赫克歇尔一俄林模型清楚地解释了20世纪初的国际贸易模式，这使得俄林于1977年摘得诺贝尔经济学
奖（这也是国际贸易研究的第一个诺奖）。
但是，新的挑战又出现了。
在20世纪的最后40年，不仅穷国与富国之间的贸易量增加，富国与富国之间的贸易量也大幅度上升。
同时，国际贸易不仅发生在不同行业之间，更重要的是同一行业内也存在着大量的国际贸易。
举例来说，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机电产品出口很少，基本都是从发达国家进口精密仪器而出口农
产品。
但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在机电产品行业中同时存在着大量的进口和出口。
然而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国只能出口纺织品这类劳力密集型产品，根本不能出口精密机床等资
本密集型产品，同一行业内的贸易更是不可想象。
简而言之，已有的理论已无法完全解释新的贸易现实。
后续的工作由克鲁格曼在1978年完成，那时他25岁。
在那一年发表的经典论文《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中，他用十分简单的、大学一年级
学生都能看懂的数学模型论证了资源禀赋相似的两国（如美国和加拿大）也可以进行国际贸易，且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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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可以发生在同一行业。
原因很简单：如果扩大生产规模可以降低企业成本，那么加美之间的贸易就如同美国本国扩大生产规
模一样。
加美之所以发生贸易是因为两国生产规模上的区别，而不一定是由于两国存在技术或资源的区别——
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行业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导致了国际贸易。
规模报酬递增并不是一个新发现，在1930年就有经济学家指出过，克鲁格曼的贡献在于他别出心裁地
把它用于解释贸易现象。
有一个关于这篇文章的故事。
1978年夏天，克鲁格曼作为耶鲁大学的一名助理教授，应邀参加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举办的学术研究
会。
这是一个由学术水准很高的学院派教授组成的松散学术组织，能到这里宣读论文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克鲁格曼开始发言时，谁也没有在意这位小伙子，人们都在私底下交谈。
但渐渐地，他的内容让在座的学者们停止了交谈，屏息倾听，最终大厅里鸦雀无声。
克鲁格曼一夕成名。
而后，他回忆说：“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
”克鲁格曼是谁？
在著名的通俗小册子《期望失落的年代》中，克鲁格曼指出经济学者大凡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主
要运用希腊字母进行数学推导和计量处理的经济学家，可谓学院派经济学家；第二类是主要处理如通
货膨胀升降和货币增减等现实问题的经济学家，不妨称为现实派经济学家；第三类则专门出书卖给因
误机被困在机场而闲极无聊的旅客，姑且称为机场经济学者。
严格而言，第三类不能算为经济学家。
而对于一名经济学家来说，受分工和知识结构的限制，不得已要在第一第二类中有所取舍，一般难以
兼于一身，但克鲁格曼却是一个杰出的例外。
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是各自专业领域里的顶尖高手，他们在行业内得到广泛的承认不足为奇
。
克鲁格曼在国际贸易学界和整个经济学界都是声名赫赫—一在美国，如果你是一名经济系研究生，却
不知道克鲁格曼，那绝对是一个笑话。
不同平常的是，在美国的工业界、大众乃至国际社会中，他也是声名显赫。
克鲁格曼在圈外的声名来自他对许多问题的独到见地，更得益于他的优美文笔。
他是当今经济学家中文章写得漂亮的少数人之一。
在他获得有小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的克拉克奖时，评审委员会在激赏其学术成就之余，居然不忘点评
他的文笔——“可以媲美日本的俳句、狄更斯的诗歌和马蒂斯的油画”。
经济学家被要求按严谨的学术范式写作，优雅的文字一般并不能增添其学术声誉。
克鲁格曼在大学期间虽主修经济，却酷爱历史，正是那时候大量“不务正业”的阅读和写作造就了他
笔下文字非凡的感觉，这也是他后来被《纽约时报》请去写专栏的重要原因。
从2000年起，他在《纽约时报》上每周发表两篇专栏评论，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政治专栏作家，是少有
的几位能分析美国当代政治关键事务的人物之一。
2007年，他开设了自己的博客，用来刊登那些不能包含在专栏中的图表。
大多数美国普通公众通过《纽约时报》知道了克鲁格曼，但美国的政界人士却早在20年前就领教克鲁
格曼其人了。
1982年，克鲁格曼任职于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并于次年主笔总统经济报告，当时他年仅30岁
。
此外，他还是国际清算银行30人专家组的成员。
1992年，克鲁格曼深入浅出的电视演说对克林顿首次总统竞选起到了极大的帮助。
10年之后，克鲁格曼以《大破解：我们迷失在新世纪》为题，结集出版了他的专栏文章，严厉批判小
布什政府的经济与外交政策。
2007年，克鲁格曼出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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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中，他描绘了美国20世纪财富与收入差距的历史变化。
美国的收入差距在20世纪中叶曾大幅降低，但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间又急剧上升，最终超过了“镀金
时代”——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
一般认为20世纪后期收入差距的扩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技术与贸易的发展，但克鲁格曼指出：无论是
在20世纪中叶收入差距的减少上，还是在20世纪晚期收入差距的扩大上，政府政策都扮演了更为重要
的角色。
他在书中谴责布什政府施行了扩大贫富差距的政策，建议施行“新新政（new New Deal）”（“新政
”是指1930年罗斯福总统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基本精神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以国家
机器干预社会再生产）。
这种“新新政”强调发展社会与医疗事业，削减国防开支。
否则，巨额财政赤字从长期来看必然会导致重大的经济危机。
如果有人把美国时下的金融危机视为经济危机有点危言耸听，不妨听听克鲁格曼的一个故事。
1994年他在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批评亚洲模式重数量扩张、轻
技术创新，所谓的“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仅靠扩大投入而不进行技术创
新的做法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在高速发展时期潜伏深刻的危机。
这些亚洲国家迟早要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并走上提高要素生产率的道路。
他指出：对一国发展而言，“生产率不是一切，但从长期上讲，却几乎是一切！
”1996年，克鲁格曼在《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大胆预言亚洲将出现金融危机。
一年之后，预言成为现实，克鲁格曼的名字为全球瞩目，该书在两年内重印了8次，总印数达120万册
。
 早到还是迟到的诺奖？
克鲁格曼于38岁时获得克拉克奖（专门授予年龄40以下，具有杰出学术成就的青年经济学家）。
今年他55岁，相对于其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言，他实在是太年轻（俄林获奖时已78岁，次年便于
书桌前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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