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观察家（包括

英国女王）都在问为什么经济学家未能预见到这

场危机。他们质疑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价值。一

些非正统的经济学家甚至提出要建立新的经济学

理论。然而，在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Jean 
Tirole）的著作《公共利益经济学》（Economics 
for the Common Good）中，他用思想深刻但通俗

易懂的语言阐明了严谨的经济学思维对社会的重

要价值。

这本书的优势在于其涉及面广。它使用简洁

清晰的语言去解释很多复杂的问题：气候变化、

劳动力市场法规、全球金融危机、欧元危机和零

工经济等众多不同领域的问题。借助于很多说明

性例子（大都来自法国），这本书变得通俗易懂，

每章都具有相对完整的内容。

我尤其推荐大家阅读有关数字化和工作发展

前景的章节，因为这个章节提出了破解未来挑战

的方法。

有关创新的章节分析了多个有趣的问

题。如何对数据的产权进行立法，从而确保

新公司的进入不会受阻？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技术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些技术允许各平

台将生产分解成多个简单的任务，并通过波

动定价来辨别不同的顾客。在超大型经济体

内，为数不多的企业巨头占据垄断地位。在

日益便利的国际税收套利这个去物质化的世界

中，向这种超级经济体转化的过程会对最优

税收体制产生怎样的影响？值得称道的是，梯

若尔不仅将注意力放在新技术带来的效率提升上，

而且研究了这些技术带来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

的影响。

这本书的核心部分提出，应放弃有关“国家

还是市场”，或者“向左还是向右”这种由来已久

的争论，主张向“国家与市场”这种思维模式转化。

政府的作用不是要生产脱离市场的商品，而是要

通过制定共同规则，进而通过调节商品来对市场

进行补充。然而，这本书不是一味强调竞争，而

是支持那些通过认真的经济论证的能提高福利并

完善法规的政策。

最有趣的是，梯若尔举了很多例子，旨在说

明那些具有误导性的、简单的经济学直觉。通常，

这种直觉仅着眼于直接影响，却往往会忽视那些

间接的、同样重要的影响。例如，一个国家严格

的环境法规减少了石油的消耗，因此降低了污染。

当然这是直接影响。同时，这些环境法规也降低

了对石油的需求，进而拉低价格。但是，更低的

石油价格反过来会使能源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更具吸引力，这可能会增加污染。这便是间接影响。

总而言之，梯若尔以标准经济学为立足点，

但却不为标准经济学所困。他向毫无经济学知识

的读者解释着学术研究人员的工作。通过阅读这

部包含着有关各种政策问题的大量真知灼见的著

作，多数读者都将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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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若尔在书中表示支持那
些通过认真的经济论证的
能提高福利并完善法规的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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