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和国家一直都在争夺列宁所称的经济制

高点。继柏林墙倒塌之后，市场似乎占据了上风。

甚至一直支持大政府的左派人士也改弦更张，转

而支持自由市场。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拉里·萨

默斯（Larry Summers）曾公开表示对经济学泰斗

米尔顿·弗里德曼“不甚敬仰”，然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在其供职美国财政部时，却力推金融全

球化，并主张全球资本自由流动。

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从不被

美好蒙蔽。作为自由市场的坚定支持者，他坚信

自由市场的好处，但也不避讳它的弊端。在《从

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中，拉詹写道，

受竞争伤害的一方应借助帮助，从伤痛中恢复过

来，力争实现美好的未来：“市场需要为自己着想

的人。”2005 年，在一次演讲中（如今这次演讲

倍受推崇），拉詹警告说，金融过度全球化会提高

“灾难性融合”的可能性。这一言论招致萨默斯

的大力谴责，他称拉詹有“勒德分子”倾向，并

且是在“以讹传讹”。

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近期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

都印证了拉詹的先见之明。在这本新书中，拉詹

不仅指出了资本主义不受约束所带来的危害并提

出警告，而且试图更进一步，提出修复资本主义

的方法。他建议要修复社会的第三支柱，即社群。

拉詹认为，社群是指居住在某一地区、受同一个

政府管辖，并有着相同传承的社会群体。在拉詹

看来，市场和国家仍然不可或缺，但“当这三大

支柱实现适度平衡时……社会能够最好地满足公

民的需求”，特别是对那些在贸易和技术的影响

下处于弱势的人士而言。

拉詹同时还重点指出了国际贸易的危害。比

如，随着来自他国的竞争的加剧，美国就业机会

不断流失，导致非拉美裔中年白人男性的预期寿

命不断缩短。拉詹写道：“这相当于 10 场越南战

争同时爆发，但这不是发生在遥远的地方，而是

发生在美国小镇和乡村的普通民众的家里。”然而，

这些社群的命运却普遍被主流老牌政党忽略。对

于这些政党，拉詹悲叹道，“他们甚至不承认变革

的必要性”，而且往往还要苛责那些在贸易和技术

影响下的失败者，认为他们是一群可悲的人。

当然，拉詹知道社群也会带来危害。本书对

市场和国家如何成功克服封建社群的缺点有一段

精彩的描述，这些社群为人们提供了稳定的居所，

但却无法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摆脱赤贫状态。现

代社群也会自我封闭，比如，过度强调传统、害

怕陌生人和新创意的现代社群会让人们“深陷在

过去的牢笼之中”。

拉詹还认为，市场和国家侵占了社群的权力，

造成失衡，进行调整势在必行。必须将权力从国

际和国家层面下放至社群。拉詹指出，随着机器

和机器人开始替代人工生产更多的产品和服务，

人类的工作重心将“重新放在人际关系之上”。社

群也可能成为未来的工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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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将权力从国际和国家层
面下放至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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