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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A_A1_E6_96_B0_E5_c29_218958.htm 提出“富裕社会”概

念的美国自由派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于4月底刚刚

去世，享年97岁。他一生著有30余部作品，1958年出版的《

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堪称其中最著名的。它迫使

一个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财富价值观，因而被视为可与《有

闲阶级论》、《孤独的人群》、《权力精英》等相媲美的美

国现代思想经典。 深具历史感的加尔布雷斯写到，历史上的

大多数时间内，冻饿和疾病威胁着几乎每一个人。“贫困是

一个无处不在的事实。然而我们明显摆脱了它”。的确，“

二战”后的美国，人们一扫对大萧条卷土重来的恐慌，经济

呈现一派繁荣。1930年代，美国平均失业率高达18.2%，

到1950年代，只有4.5%。1946年，仅仅8000个家庭拥有电视，

到1960年，90％的家庭都看上了电视。 然而在这种富裕当中

，加尔布雷斯却看出了问题。他写道：“开着桃木内饰、配

备空调、动力转向的汽车出游的家庭，穿过了坑坑洼洼、垃

圾遍地、建筑破败、广告林立和到处拉着乱七八糟电线的城

市，到达了被商业艺术遮蔽不见的乡村。”书中提出一个二

元命题“私人的富足和公共的污秽”：美国市场上虽然充斥

着消费性商品，但社会服务却相当贫乏，发展起来的经济并

未适当地满足社区需求。 关于私人富足，加尔布雷斯认为，

经济学向来关心短缺，而现在，基本需要已得到广泛满足，

消费者变得厌烦充裕，被下一步想要的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

弄得糊里糊涂；在此情况下，消费者容易接受广告和推销的



宣传，人为地产生某些兴趣和偏好。加尔布雷斯指出,这样一

些兴趣和偏好是通过唤起人们最低级的本能、欲望和不安定

感而蓄意制造的。他对消费主义大肆攻击，指责消费者借贷

过度，严厉批判大企业对于社会和市场的过度控制。 关于公

共贫困，加尔布雷斯坚持说，至关重要的公共服务（公路、

学校、卫生、低价住房等）得不到资助，是因为存在一种传

统观点，只有私营部门才能生产财富。然而在一个富裕的社

会里，恰恰是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在不断增加：人们一旦有了

栖身之处，就需要干净的街道；企业不仅需要物质投入，更

需要受过教育的劳动力。 私人富足和公共贫困的鲜明反差，

是加尔布雷斯终身坚持的看法，直到2000年他接受采访时还

说：“我们担心我们的学校、公共休闲设施，我们担心我们

的法律秩序和公共住房。所有这些显示我们生活质量的因素

都处于公共部门的范围内。我们不担心汽车的供应、食品的

供应。私营部门生产的东西供应充足，而依靠公共部门做的

事情却存在广泛的问题。如同我在《富裕社会》中讲到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肮脏的街道和干净的住宅并存、破烂的学校

和昂贵的电视同在的世界中。” 加氏本人身体力行，帮助约

翰逊总统完成了“大社会”计划。他深信国家必须在市场中

扮演积极角色，希望在富裕社会里将社会平衡置于经济增长

之前，为此毫不含糊地要求帮助低收入阶层。约翰逊政府提

出“对贫穷开战”的口号，成千上万的大学生被指定阅读《

富裕社会》，加尔布雷思的观点对20世纪6070年代的政府广

泛扩张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到了80年代，撒切尔、里根的“

小政府”粉墨登场，里根的一句名言成为这个流派的旗帜：

“政府不是问题的答案，而是问题的根源。”加尔布雷斯提



倡的所谓“新社会主义”，包括住房、医疗和交通设施的公

有化，在自由经济高奏凯歌的今天，已经被视为过时的东西

。在他去世之时，没有多少经济学家同行把他归入一流经济

学家之列。 加尔布雷斯的“富裕社会”的确忽视了一些事实

。首先，他低估了消费者追求地位、满足欲望的动力，广告

进一步发掘了这些动力，而不是造就了它们；其次，加尔布

雷思对私人富足与公共贫穷的现象作了有力的阐发私有资源

通常干净有效率、而且质量上不断提高，而公共空间则肮脏

拥挤、而且不安全但其结论却失之片面，我们应该将更多的

资源转到公共部门。很多私营部门的商品和服务值得欢迎，

而大量公共部门的商品和服务与其说是社会平等的建筑师，

不如说是制造社会分裂的机构。加尔布雷斯从未提出，一个

混合经济最终应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被恰当地混合。 然而

，加尔布雷斯的遗产仍然不可轻视。在很多地方他目光如炬

，例如，他提前10年预告了环境保护运动的到来。他问道：

“增加了的生产和效率果真能够平衡它们对空气、水和乡村

空间的影响吗？”他对是否要接受gdp作为衡量幸福和社会进

步的指标也抱有深深的怀疑。 这些看法对开始讨论“绿

色gdp”的中国尤为至要。在杨鹏那篇广为传播的《中国社会

主要矛盾根本性转变》中，“今天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公众日

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的

论点也很容易窥见加氏的影子。至少，对于所有中国学人，

加氏那种寻求安抚苦难者、折磨舒适者的精神，可以永为他

们的典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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