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它的标题所指为何，《愤怒经济学》

（Angrynomics）绝不仅仅关于愤怒和经济学。事

实上，它由三个相互关联的主题组成：过去 150
年的资本主义历史，对当前不满（愤怒）的分析，

以及对未来的一系列建议。

这本书由一系列引人入胜的短篇故事和“柏

拉图式的对话”构成，目标读者为广大公众。书

中内容立足于许多领域及作者的学术研究，包括

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和

约翰·凯恩斯 (John Keynes)、历史学家卡尔·波

兰尼（Karl Polanyi）、精神病学家亚伦·贝克

（Aaron Beck）和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两位作者需要充分利用这些大家的

智慧来实现他们雄心勃勃的目标：挖掘当前经济

问题引发愤怒的原因，并提出解决办法。

埃里克·朗尼根（Eric Lonergan）和马克·布

里斯（Mark Blyth）通过区分公众愤怒的“善”和

“恶”来展开本书中的讨论。所谓的“善的愤怒”

源于人们对社会违规者的道德义愤，而“恶的愤怒”

则是一种非理性的部落性的能量，被民粹主义政

客出于政治目的所操纵。在作者看来，由于宏观

经济趋势（工资停滞、不平等、资产泡沫）和对

十年前全球金融危机不当应对措施的愤慨，近期

的公众愤怒（大部分）是善的。尽管本书是在此

次疫情之前写的，但它仍然提供了一个可用于分

析新冠疫情危机影响的框架；毕竟，疫情危机只

是在此前宏观挑战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一些微

观压力。

两位作者认为，纵观近代历史，资本主义制

度好比一台反复崩溃的计算机。但是，和大萧条

或 20 世纪 70 年代的滞胀等以往系统性危机不同

的是，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从未成功

重启。这意味着，尽管各国政府成功修复了资本

主义 1.0（大萧条前）和资本主义 2.0（凯恩斯主

义时期），但这一次，在某些缺陷导致系统崩溃

之后，资本主义 3.0（我们的新自由主义时期）却

一直无法重启。

这些软件缺陷到底是什么？工资停滞、资产

泡沫、过度的银行杠杆和不平等。本书对此做了

十分细致的探讨，或许它还可以更深入地探究不

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因为这些问题既是经济体系

自身的产物，同时也是某些导致政治格局发生变

化的事件的结果。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讨论了各种提议，包括直

升机撒钱、双重利率、财政委员会、利用授权筹

集资金、主权财富基金以及碳税，等等。遗憾的

是，这些措施中的大多数以前都曾被提出过，并

且其中包括众所周知的一些经济弊端。不过，两

位作者最有趣的想法是主权财富基金，他们建议

各国政府更积极地利用该种基金，利用公共债券

的低（或负）利率去投资股市。新冠疫情危机为

这些基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安全资产

的利率甚至更低，股票价格也在下跌。

总的来说，《愤怒经济学》向读者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视角，有助于人们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理解

当前的政治事件。此外它也非常有先见之明，它

勾勒出了一个关于微观和宏观压力的概念框架，

可以帮助我们更快速地理解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

对我们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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