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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塞德拉塞克

善与恶的经济学

从吉尔伽美什到华尔街对经济意义

的追求

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纽约，
2011年，368页，27.95美元（精
装）。

有些人已经将金融危机抛在

了脑后。呼唤银行业重拾道德操守

或重新思考经济学基础的呼声 , 已
被现实的商人或渴望与生活和平相

处的经济学忽略了。金融机构已经

回归了原有的道德秩序；在监管改

革争论中，既得利益又复苏了，一

个显著例子就是证实性偏见，许多

经济学家认为危机只是证实了他已

经明白的东西。

但……危机破坏了就业和家

庭收支情况，而遗留下来的财政紧

张问题，则需要一代政府解决。减

债是痛苦的，而且欧元区问题及世

界范围内增长前景的恶化都表明，

可能将来还会有更多问题。各地的

经济学家在思考，是否是金融部门

从根本上扭曲了整个社会，以及作

为一个学科的经济学是否需要改弦

易辙。

此书博学、富于创新且恰逢其

时，是元经济学（metaeconomics）
的一次尝试，审视了经济学背后的

一些基本观念。托马斯 •塞德拉塞

克，是捷克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他

思考了一些学科设想的知识根源 , 
以及一些其他在危机前普遍被忽视

的方法。所有理性的知识都是对什

么重要以及世界如何运行的假设，

是一些通常在我们无意识的情况

下、人为赋予这个世界某些意义的

说法。经济学中，这些说法包括看

不见的手、完全竞争市场以及理性

的、最大效用的经济人等。

塞德拉塞克博览群书，强调经

济学是文化的产物。在前四章中，

他追寻了苏美尔文化、旧约、古希

腊以及基督教当中对于经济问题思

考的源泉。接下来的三个小章节 
审视了勒内 • 笛卡尔、伯纳德 • 曼
德维尔、亚当 •斯密等对我们的经

济学思想的影响。最后一部分，“亵

渎神明的思想”一章，将前面章节

中的发现应用于研究贪婪是否是好

的、增长的概念、效用或利益是否

应该最大化、看不见的手、经济人、

动物精神、经济学中数学的恰当地

位、经济学及其他科学中真理的本

质等问题中。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

是道德哲学的一部分。但从那时

起，道德逐渐被诸如曼德维尔的“贪

婪是好的”这样的观点挤出了经济

学，这颠覆了犹太教和基督教及

斯密和大卫 •休谟的传统观点。同

样，实用主义的传统是实现个体效 
用最大化，而非约翰 •斯图亚特 •穆
勒强调的集体效用的道德——绝大

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事实上，道

德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唯一立足点，

是在经济景气之时作为良好运行的

机构的基础而存在。塞德塞拉克认

为，现在正是重新思考经济产物到

底是否真的是道德意义上“好东

西”的合适时机。

他强调，在个人的邪恶是否

有利于公共利益的问题上，斯密与

曼德维尔持不同意见。他进而驳斥

了对于斯密的指责，这些指责控诉

斯密认为对个人自身利益的追求是

国家兴旺的保证。在《道德情操论》

和《国富论》两本书中，斯密与他

的亲密朋友休谟一样，表示人类社

会是靠善良、自制等原则联系在一

起的，通过个人利益行为将供需联

系在一起的看不见的手只是一个附

属机制。的确，看不见的手与社会

达尔文主义的渊源要比与斯密的渊

源更加深远。

试图寻找隐藏在经济行为背

后那个唯一原理的行为导致经济学

变成了将追求自身利益作为所有经

济现象动力的一门学科，尽管斯密

明确反对用一些狭隘的动机来解释

人类行为。人被简化为经济人，成

为一个只被理性选择驱动的个体。

但是休谟和斯密都认为人类行为不

能仅仅用一个自我主义原则解释。

他们认为，人类行为背后的驱动力

是感性，而非理性。

知识运动需要时间来酝酿。

在彻底放弃旧的知识大厦之前，新

的知识大厦首先要有一个屋顶。这

就需要新的一系列关键理论对当下

问题有现实而深刻的见解。但是正

如凯恩斯所说的，“或早或晚，对

善恶形成威胁的是观念，而非既得

利益”。塞德塞拉克这本有趣的书，

为构建更好的经济学和一个更公正

的世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马克·艾伦

（Mark Allen）

IMF 驻中欧和东欧高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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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人思考，但却难以回答。

这本书在解决问题方面有所欠

缺，但却通过提出有价值的改善方

法进行了弥补。尤金认为，美国在

能源独立方面的夙愿不仅不现实，

而且还会损害国际关系，而国际关

系对于现在这个资源受限而又互相

依赖的世界而言非常关键。是无限

种形式的电能“支撑着现代文明”。

商业世界里，最大的能源问题就是

提高电能的重要性，因为大多数创

新产品都是靠电能驱动的。虽然世

界上的石油不会枯竭——非传统石

油能为将来提供足够的产量——但

从安全因素的高度来说，我们应该

提高电动汽车的占有量。电动汽车

非但不会威胁到全球的交通运输能

力，而且能实现能源稳定，从而将

石油应用于其他必要的方面。除了

这些信息，此书还介绍了更多有关

矿产的信息。

最后，尤金提醒我们，能源是

一种权衡。绘制我们的能源未来需

要我们掌握好石油、天然气、核能

及其他能源所拥有的本质风险和挑

战。关于保证能源未来，我们没有

绝对的答案。相反，能源安全将会

是一个无尽的任务，追求能源安全

本身也是一个无尽的任务。

黛博拉·戈登
（Deborah Gordon）

《二十亿辆汽车：

开往可持续性》作者之一，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高级合伙人

丹尼尔 •尤金这本令人鼓舞的

新书《任务》，内容丰富，介绍了

能源如何在塑造全球经济学、力量

以及安全的同时也被这些事物所塑

造。尤金涉及的这个题目庞大而复

杂。但是通过成千上百篇充满历史

细节的短小而精辟的小文章，尤金

的那本大部头厚书轻松地为广大读

者接受了。广大读者会从书中了解

到有关能源世界的大量信息，包括

我们所完全依赖的能源世界是如何

发展到今天这样子以及它是如何运

作的。能源专家，虽然不是本书最

主要的读者，但也会从中了解到许

多信息，如在今天的能源讨论中关

于科技、市场、环境以及政治等复

杂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尤金的故事开始于 1991 年 12
月 31 日，也就是前苏联解体的那

天。读者（正如我曾经一样）可能

不明白能源的事情为什么起源于俄

罗斯，而不是众人皆知的中东。原

因是这个超级能源强国正在石油、

天然气经济的幸运和诅咒间挣扎徘

徊。俄罗斯虽有重塑世界化石能源

地图的潜力，但还是必须先整顿国

内秩序。这个国家必须提高效率、

书 评

寻找任务的任务

丹尼尔·尤金

任务

能源、安全及现代世界的重塑
企鹅出版公司，纽约，2011年，816
页，37.95美元（精装）。

能源市场这种微妙的

平衡很容易被某些力

量打破。

秩序和系统性。俄罗斯必须降低国

内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从而将其丰

富的自然资源作为财富利用好。

地缘政治中石油、天然气问

题的焦点也在俄罗斯。如果要进入

亚洲这个赚钱的市场，邻国长久的

骚乱可能会是个阻力。将俄罗斯的

资源转化为经济增长，则需要找到

一条安全的途径以避开中亚直达南

亚。尤金详细描述了影响俄罗斯将

资源财富转化成经济安全的人物性

格、政治、政策空白、骚乱以及暴

力。拥有矿产资源是一回事，而战

略性的将矿产资源转化国家长期增

长和区域稳定则是另一回事。

以政治骚乱为背景，尤金讲述

了全球化如何将世界经济、社会空

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金融和

供应链将生产和商业活动在全球范

围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距离及国

界都逐渐消失了。要保持能源平衡

非常困难。尤金告诉了我们石油和

天然气（既是物理资源又是金融工

具）如何拥有改变国家经济和国家

本身的能量。

能源市场这种微妙的平衡很容

易被某些力量打破。石油输出国中

的资源国家主义、种族冲突、民粹

主义骚乱、突然的世界经济波动、

科技和金融方面的破坏性创新、新

兴国家经济增长过热、国内外的政

治波动、战争和冲突、针对能源系

统的恐怖主义和网络攻击、气候变

化以及大自然本身，这些因素都可

以深刻地影响我们的能源未来。尤

金认为“下次危机可能来自几乎任

何一个领域。

虽然尤金介绍了许多有价值的

警告信号，但是他并没有提供多少

判断能源、安全以及重塑现代世界

的重点在哪里的具体工具。读者期

望了解美国人和全球公民如何来为

21 世纪制定一个合理的能源战略。

《任务》这本书收录了许多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