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丁·桑德布（Martin Sandbu）提出了一个雄

心勃勃的政策计划，以重新建设一个让每个人都

有归属感的经济。他的经济学分析精巧而复杂，

文笔引人入胜，如果你经常阅读他在英国《金融

时报》“免费午餐”专栏上发表的文章，你大概

并不会对此感到意外。

本书的背景：在当前反自由主义和反全球化

思潮背后，人们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即经济机会

是为精英人群保留的，而“普通人”并不属于精英。

许多有影响力的作家，如《文化反动》

（Cultural Backlash）的作者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和罗纳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
都曾提出证据，证明在对个人政治选择进行解释

时，个人价值因素论要胜过经济因素论。更坦率

地说，根据这些作者的观点，那些投票反对移

民的人更喜欢“自己的同类”。他们的言外之意是，

全球化发展得太快了，需要放慢速度，让当地居

民能够保护自己的文化。

然而，桑德布指出，相对于个人层面，经济

驱动力在地方层面表现得更明显。去往经济衰退

地区的移民很少——事实上，他们无法吸引来自

国外的新移民，但是他们反对移民流入。他认为，

经济上的不满会以文化反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人

们拥护强有力的领导人，因为那会给他们一种集

体控制力的幻觉，而这能弥补个人对经济环境掌

控的不足。如果桑德布的评估认为文化反动从根

本上来说是由经济因素造成的，那么改善经济政

策就有助于让当前这个基于民主和全球化的政治

和经济模式恢复活力。

他提出的一揽子政策突破了经济学共识的边

界，不过，如果你关注了近期的辩论，你并不会

对其内容感到震惊。其中的关键内容包括净财富

税、全民基本收入（或负所得税）以及碳税和碳

红利。桑德布从他的祖国挪威借鉴了一些经验（中

间还穿插了一个有趣的对比：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的自动洗车场和美国的劳动密集型洗车场），呼

吁实行事实上的最低工资。这些措施将迫使雇主

选择更具生产力的流程，而不是创造低技能型的

工作岗位。为了避免低技能人群的失业风险，他

呼吁政府加大教育和再培训支出，同时加大对需

求的刺激。经济学家将十分乐于讨论这些政策的

利弊。桑德布合理地指出，这些政策是互为补充的，

必须作为一揽子政策整体推出。

本书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详细介绍了近年来围

绕民主 / 全球化模式选举难题的底层因素展开的

各种经济分析。我本希望作者能在政治说服这门

艺术上多些探索。即使民众的不满情绪最终根源

在于经济，但假如其传递出的政治信息可以与人

们的道德倾向产生共鸣，就更容易在议会获得通

过。桑德布朝这个方向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例如，

他针对全民基本收入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右翼

观点。他还指出，那种零敲碎打的改革方式可能

比他雄心勃勃的一揽子计划更容易遭到阻挠。就

个人来说，我希望在桑德布的下一篇专栏文章和

下一本书中能看到更多关于如何克服政治障碍的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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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回那些被遗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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