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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经济学家应该对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教授及其杰作

并不陌生，如其于2013年出版的畅销书《逃离不平等》。我在20世纪90
年代初开始注意迪顿教授的研究，这主要源于他在经济学顶刊发表的几

篇关于健康与收入分配的必读论文。事实上，他的长期研究系统性地推

进了人们对于贫困、健康、消费与发展经济学的认知，为人们深刻了解

相关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也因此，他于2015年获得诺贝

尔经济学奖。

2019年，迪顿教授与夫人（也是同事）安妮·凯斯教授出版了一本

新书，中文版叫《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这是

一本非常值得花时间细读的佳作，也是我近来难得一口气读完的新书。

该书所论主题相当复杂，有些主题饱受争议，尤其是在当下。然

而，作者勇于直面诸多尖锐问题，运用超凡的驾驭能力，逐一道出精彩

见解，其中不乏颠覆常人直觉的观点，让人脑洞大开。平心而论，这些

观点若不是出自两位经济学大师的力作，我未必会反思自己很多与书中

观点相悖的看法。当然，我也未“照单全收”这本书中的所有结论。

在论及正文之前，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令人敬佩的谦卑态度和科学

精神。在这本书中，他们始终把大众读者视为首要尊重的对象。在他们

挥洒自如的笔下，尽管论述的是人类大是大非的问题，很多涉及学术性

很强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医学相关命题，字里行间无不呈现

他们对非专业读者进行的精心裁剪和深入浅出的耐心安排，漂亮的叙事

文风更让人爱不释手。与此同时，他们对所论问题的严谨态度并未打

折，与其发表的学术论文并无二致。针对关键的史料、数据、方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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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发现，他们要么给出自己坚信的肯定答案，要么向读者坦承他们的

认知局限或明示结论的不确定性。

如果要全面领会《美国怎么了》的深刻内涵，不妨先浏览一下《逃

离不平等》一书。《逃离不平等》是一部关于工业文明如何促进人类经

济繁荣的巨著，基于大量的史料实证数据，全景式地展示了250年以

来，得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导的工业文明，人类总体上首次成功逃

离了有史以来长期遭受的极度贫困与过早死亡的“马尔萨斯陷阱”。与此

同时，因为各国的长期经济增速差异，贫富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也随之

扩大不少。

《美国怎么了》的视角和论点则迥然不同，可以说是以揭示《逃离

不平等》成功故事背后的负面问题为主线，展开了对美国在新世纪出现

的社会“逆繁荣”现象进行的深刻剖析和尖锐批评。用他们的话说，这本

书的主题“没有那么令人振奋。它记录了绝望和死亡，批评了资本主义

的多个方面，并对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在今日美国是否卓有成效提出了质

疑”。

《美国怎么了》开门见山地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美国当下逆繁荣变化

的悲观图景。基于对美国历年死亡记录的精心分析，两位作者发现了令

人吃惊而又沮丧的社会逆转现象，他们称之为“绝望的死亡”流行病。自

20世纪最后10年以来的30年，美国未受大学教育的白人劳工阶层占了工

作人群的38%，他们的命运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从而成为因绝望而

死亡的最大牺牲品，且人数不断增长。导致“绝望的死亡”的三大“杀
手”分别是滥用阿片类药物中毒、酒精中毒的肝病以及自杀。而在同一

时期，接受大学教育的白人并未经历如此遭遇，尽管同期的期望寿命增

长显著低于战后数十年的“黄金”时光。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长期处于

社会经济劣势的黑人，虽然其绝对死亡率仍然高于白人，平均寿命增长

也几乎停滞，但没接受大学教育的黑人队列在同期并未出现“绝望的死

亡”流行病抬头的恶劣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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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作者随后用大量篇幅讨论“绝望的死亡”之因。我最为欣赏的是

其论证的“靶向”方法学。以第十章为例，题为“歧途：贫困、收入与经

济大衰退”。凭直觉，我猜想这十有八九是所论问题的“元凶”——靶

点。然而，经过抽丝剥茧的分析，他们图文并茂地逐一予以“毙”之。说

到贫困，他们证明了在过去30年，白人劳工的“绝望的死亡”流行病的蔓

延与美国贫困人口的分布并不相关，所以主因一定不是他们比其他群体

更穷。关于收入不平等，人们可能猜想其也是罪魁祸首。然而，他们认

为，绝望的陷阱并非因为最顶尖的1%富人变得更富，而是因为绝望的

人群所在的社区和工作场所发生了灾难性退步，致使其收入、工作、家

庭、婚姻状况全面崩溃。同理，他们基于1929年和2008年两次经济危机

的数据分析，并未发现其间“绝望的死亡”人数激增，因此认为“剑指经

济危机”也是认知歧途。他们还补充了国别比较分析，进一步论证了欧

洲国家同期也经历了经济衰退、政策紧缩和高失业，然而都未曾发生类

似的“绝望的死亡”流行病。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此也没有回避一个颇为尖锐的说法：遭

受“绝望的死亡”流行病侵害的一代人，也许是自身“丧失了勤奋精神”而
懒得努力工作与积极上进的后果。对此，他们不以为然，并运用劳动力

市场的供需原理争辩：如果是因为劳动力供方不务正业的行为，就业下

降应该伴随市场工资上升才对，可实际数据显示的却是二者双降，所以

最有可能是劳动力市场需方的萎缩所致。

拜读至此，我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们究竟

能解密什么惊人答案。从微观的角度看，两位作者明确认为，“美国的

医疗制度危机是造成没落和绝望的最直接原因”。这里，如同大多批评

美国医疗体制的典型说法，他们也集中痛斥美国医疗的最大“表征”：一

方面，支出了占GDP（国内生产总值）18%的巨额医疗费用，全球之

最；另一方面，又未取得相应最好的健康结果，其惊人的浪费和低效似

乎不言而喻。不仅如此，巨大的医疗负担还“正在耗尽美国人的生存基

础”，最终导致灾难性的“绝望的死亡”。但这并非重点，两位作者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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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点是——美国医疗体制究竟错在哪里。他们的答案是美国的医药、

医疗和保险体系构成的供给侧隐形“联盟”，凭借其自身强大的市场能

力，加上游说政府为其变相垄断、寻租提供“保驾护航”，共同牟取快速

增长的医疗暴利。这对为员工购买医保的雇主而言，不得不通过降低人

员工资转嫁成本；对于没有医保的人群而言，情况自然更糟。再从宏观

层面分析，两位作者认为根源在于美国资本主义在解决社会保障矛盾时

的制度缺陷。他们辩称，主要因为医疗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为资本主

义缔造繁荣的市场竞争难以奏效，进而不可能为医疗服务的供需双方提

供双赢结果。

如要解决美国医疗的上述重大问题，路在何方？两位作者坦承，他

们无意也无力在这本书中绘制美好的医疗改革和社会保障蓝图，但仍然

尝试给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其中，他们特别强调二次收入分配和建立社

会医疗保障的重要性。他们指出，美国目前的税收制度需要改革，使其

为全民提供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而不是当下的“劫贫济

富”。不过，他们也再三声称，明确不赞成优先考虑对收入顶端的所有

富豪课以重税来“劫富济贫”。这里，他们特别强调了区别“不平

等”和“不公平”的重要性，前者包含了合法收入的差距，后者则是不义

之财的结果。所以，公共税收政策的改革应该着力于如何“限制寻租和

减少掠夺”，而“不必对被普遍认为公平收入的那一部分收入和财富征收

高额税赋”。他们不无哲理地比喻道：“阻止小偷的正确方法是不让他们

偷窃，而不是给他们加税。”

至于如何才能成功改革美国的税收政策、社会保障及其医疗体制，

两位作者并未进一步展开论证，我想也不该做更多苛求。客观而言，这

既非这本书的篇幅所能涵盖的内容，也不是仅凭两位作者就能完成的重

任。温家宝总理在任期间曾经说“医改是一项世界性难题”，此话真的一

点儿也不夸张。关注各国医改的读者朋友也许知道，迄今为止，还未发

现哪个国家的医疗制度堪称典范，足以成为众多国家效仿的模式。事实

上，医疗制度何去何从正越来越成为影响各国政治、社会、经济发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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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重大议题，也是各国争论不休的热点、焦点问题。

在此，请容我对此书的结论要点从不同的视角谈三点个人之见。

第一，关于医疗市场的竞争问题。在国际医改和健康经济学文献

中，一方面，大家普遍认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教授关于

医疗市场具有信息不对称的一般性特征；另一方面，也开展了大量关于

医疗市场竞争效应的实证研究。虽然研究结果不尽相同，正面、负面的

都有，但据我所知，竞争有利于促进服务效率、医疗质量甚至成本管理

的实证文献仍是主流。哈佛大学商学院被誉为“竞争战略之父”的迈克尔

·波特教授甚至声称，美国医疗问题的症结非但不是竞争本身或过度，

而恰恰是缺乏有效竞争所致。

第二，关于医疗费用增长问题。对此，我特别赞同哈佛大学经济学

家大卫·卡特勒强调的一个观点：医改经济学分析不该以控制医疗费用

上涨为目的，而应聚焦于分析每一美元医疗开支的健康回报是否值得。

芝加哥大学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也曾在相关论著中独立提出了

高度一致的见解。基于这个逻辑，国家医改的要务之一应是加强对医药

技术和临床服务开展系统的经济学成本效益评价，从而不断完善医保目

录和支付手段。事实上，各国近年来的确也正在此方面不断推进相关工

作，包括中国的全民医保近期开展的药物经济学评价，以及英国国家卫

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和美国临床与经济评价研究所（ICER）
等机构发挥的重要作用。

第三，关于美国资本主义与社会保障制度。众所周知，欧洲主要国

家的资本主义制度伴随了强烈的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社会保障色彩，

美国长期践行的则更是以捍卫“个人选择自由”为核心价值观的资本主义

制度，主张“小政府、大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公共政策。因此，如要推行

更为彻底的社会保障和全民医保制度，必定要求美国民众放弃更多的个

人选择和资源支配权，从而让位于政府扮演更大的资源配置角色。对于

美国人而言，此举非同小可，而是大是大非问题，更不是总统、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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