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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全球恐慌时代，面

临着各种无法克服的经济、政治和社

会难题。严重的不平等现象随处可

见，并且不断恶化；各种极端分子层

出不穷，非常危险；经济可持续发展

机会渺茫，另人沮丧。

乔纳 森·泰 珀曼（Jonathan 
Tepper man）及时指出上述问题并

非无法克服，这的确令人耳目一新。

他回顾了十个案例，通过大范围详尽

的分析，表明卓越领袖能够解决具体

问题—如新加坡的腐败问题、加

拿大的移民问题、巴西的贫困问题

等—并产生持久良好的效果。

这些案例都很重要，泰珀曼

也诠释得很好。作为《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杂志的主编，作

者既能接触很多高层人物，又能深

入研究新闻报道和理论文章（充分披

露：他引用了本人的某些著作）。本

书虽通俗易懂，但每一章都发人深

省。我自己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未

来全球经济课程，打算在未来的教

学中运用这本书中的材料。如果你

想成为社交圈中既鼓舞人心又面对

现实的那个，那么本书也是节日期

间馈赠亲友的佳品。

作为书评的一部分，我想提三

个问题—并不是轻视泰珀曼的研

究和文才，而是因为这些问题与我们

大家更息息相关。

第一，《修复》（The Fix）一书

重点讲述了新加坡、韩国、博茨瓦

纳三国持续取得经济上的成功的故

事—过去 50 年里，这三个国家的

人均收入得到极大的提高。这些都

是突出的例子，很有指导意义。但

是，别的国家学习这些模式的效果会

如何呢？新加坡可以实现高薪公务员

与基本没有腐败的统一，其他国家能

否做到呢？韩国政府鼓励组建几家强

大的家族控股财团，并向其提供有

争议的补贴，你真的推荐别国也加

以仿效吗？博茨瓦纳政府处理钻石矿

藏的模式，能否作为所有国家处理自

然资源宝藏的政策指路明灯，还是仅

仅作为规则的例外？

第二，鉴于泰珀曼的全球阅历，

他却只能举出有限几个明确的成功案

例，这令人警醒。巴西政府推出“家

庭津贴”减贫项目令人信服；当其他

国家打算关上移民大门时，加拿大政

府保持开放移民政策，也同样如此。

但是，其他有些例子虽更新颖，但说

服力也稍弱。比如，纽约市建立了自

己的国防系统—国防难道不是只能

由国家层面处理的事务吗？墨西哥的

政治和经济状况真的好转了吗？印度

尼西亚已经找到了如何处理伊斯兰极

端分子的方法吗？卢旺达是否已经实

现了经济和社会和平，现任领导卸任

后和平仍会保持下去吗？

第三，或许我们应该后退一步，

来看看本书的大前提。诚然，当前

有很多关于全球化及其影响的焦虑

情绪和政治阴霾。但是，大趋势并

非如此，而是更加积极—这也是

阿尔温德·苏布拉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所强调的，他曾在

IMF 任职，现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

顾问。回顾历史，在 19 世纪早期和

中期的工业革命时代，世界各地的

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差别巨大。到

了 20 世纪，在战争、去殖民化、繁

荣与萧条循环期间，富国与穷国之间

的鸿沟也并未缩小。但是，在过去

二三十年中，也就是在最近的全球

化时期，中国以及很多其他国家都从

经济改革和国际贸易中受益。因此，

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不断接近发

达国家。所以，虽然全球化的确引发

了不满，但在很多地方，全球化也造

福了数亿（或许数十亿）人。

严重的不平等现象
随处可见。

泰珀曼聚焦于领袖人物及其贡

献是正确的。因为这增加了本书的可

读性，引人入胜。但是，全球化不

仅是大人物的故事（本书只提及了大

人物），更应该是历史进程和经济发

展，或者说，全球化基本上是形成

中等收入阶层的更广阔进程，让民主

生根，鼓励更强、更具保护性和包

容性的人类权利发展，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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