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子光论美国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

嵇  飞  译   

2009年 8月 9日以及 12月 10日美国华裔

学者廖子光在 5亚洲时报6 上分别发表题为
5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神话以及真实工资的真相6

和 5低税制的供应学派经济学如何压低了工
资6 两文, 分析了美国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

认为美国劳动生产率一直在提高的数据其实是

经不起推敲的: 过去二、三十年来, 美国经济

其实是靠债务推动的进口支撑, 劳动生产率和

经济增长都是进口带来的, 国内实体经济并无

真正的增长, 因此一般工人实际收入停滞甚至

下降。工人收入下降的另一原因是: 新自由主

义的供应学派经济学主导美国税收政策, 对资

本家税收大幅下降, 这导致内需不足, 工人失

业和收入下降。文章内容如下。

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神话以及

真实工资的真相

昨天劳工部的统计数据表明, 工人的劳动

生产率增加了 6%以上 (这是针对商业部门的

数据, 制造业则增加了 5%以上 )。理论上来

说,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财富的增加以及

经济健全度的提高, 但真是这样吗? 事实并非

如此。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0 并非是一个新观点。
但在美国, 它近乎与货币一样是一个奇迹, 推

动了显而易见的繁荣。在 20世纪的最后 20年

里, 美国并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有的却是伴

随着劳动生产率下降而来的进口增加。不仅如

此, 进口的增加并非是由美国经济突飞猛进的

增长所推动的, 推动它的是从生产这些财富的

低工资国家所借来的债务。劳动生产率的加速

提高, 靠的是由别人进行生产却没有获得适当

的补偿。它被称为 /泡沫0 是有原因的。
与此同时, 美国的工资下降了。外包并非

导致美国工资下降的唯一因素: 虽然美国普通

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猛涨, 但平均小时工资却停

滞不前, 而这个国家的经济精英们却因收入水

平猛增而大发其财。高科技、信息技术和金融

服务部门的运作建立在低工资和高股权收益的

模式上。甚至对于投资者来说, 普遍的趋势是

重资产升值而轻股息收益。不过, 这违背了基

本的经济原则: 收入为王, 而没有收入增长的

经济增长只是一个幻象。

因此, 谁的收入确实增长了? 这是一个大

家都熟悉的故事: 在 2002年, 第一资本金融公

司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费尔班克行使了 360

万股的期权, 获利近 215亿美元, 他为此而支

付的是税率较低的资本收益税, 而不是所得

税。他的个人所得超过了 5财富 6 杂志 1000

强公司之中半数以上公司的年利润, 而这其中

包括了固特异轮胎、锐步和一号码头这样的公

司。这个国家前 100位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

的中位收入在 2005年猛增了 25%, 达到了

1790万美元。

美国普通工人在同一个时期的平均收入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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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少? 只增加了可怜的 311%。美联储的一
项调查显示, 在 2001年到 2004年之间, 有着

本科学位的美国工人的中位收入几乎没有增

加, 在扣除通胀因素后, 只从 72300美元提高

到了 73000美元。甚至前财长罗伯特 #鲁宾
(他在高盛公司任职 26年 ) 在其任职期间也指

出: /繁荣既没有惠及下层民众, 也没有给其

他阶层带来好处。在 1973年到 2003年之间,

美国的人均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 73%, 而

真实小时工资的中位数却只提高了 13%。0

由于工资的停滞, 美国的公司收益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各家公司都是现金充裕,

但它们却拒绝将其发给工人们。不仅如此, 它

们还实施了股票回购, 以盈余的现金来提高股

票的市值。

新人民党人想要有个替代的办法, 这就是

增长要表现为中产阶级所获收入的提高。他们

认为, 国民收入日益不成比例地成为公司的利

润以及流向那些富人。他们呼吁, 对于以美国

为首开展的全球化、对于新的贸易条件要进行

重新评估, 不要将经济扩张的成本完全压在国

内外那些周期性贫困、新近致贫和无力脱贫的

人们身上。他们呼吁政府对贸易条件进行管

制, 以期较为公平地分配各种收益。

除了以上几点, 他们在行动纲领中还要再

加上一条: 在衡量国民财富的工具手段方面,

要求美国政府老老实实, 保持公开透明。

工资是相对于价格指数进行测算的, 而价

格指数并非如看上去的那样简单易懂。 /享乐
指数0 定价法用于将产品质量的改进转化为价
格的下降, 即使在实际价格上升的情况下也是

如此, 这实际上人为地吹大了个人和国家的

财富。

举例说明: 现在卖 3万美元一辆的汽车以

前每辆卖 1万美元, 但由于汽车在技术上比以

前来得精细复杂, 汽车的通胀率被记为是下降

的。据说消费者的每一美元可以买到更多的

/汽车0 了, 虽然再也没人用 1万美元就可以

买辆车了。虽然租房的费用上涨了, 但房屋的

租金却被登记为在下降, 这是因为现在租的房

子有空调, 有着大理石的浴室和花岗石的厨

房, 还有高层上可以看到的风景。

代价是什么呢? 价格可以上涨, 但却没有

通胀。享乐价格指数令靠工资生活的人由于工

资收入的停滞而无法享有享受的乐趣, 这是因

为在现实之中工资比物价下跌得更快。因此,

苹果公司的手机看起来价廉物美, 但如果你算

一算, 你就知道买一只要花去多少小时的工作

时间了。

随着这种计算方法用于越来越多的商品,

它成为了降低美国通胀率的一种重要因素, 并

且在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实际上在下降的时

候, 内在地提高了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率。不过, 它在监控经济方面的总体影响却遭

到了人为的掩盖, 因而不为公众所知。仅仅是

针对计算机软硬件所做的享乐价格调整, 就足

以解释美国在过去十年里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

/奇迹0 了。
由于令官方的通胀率显著低于现实, 享乐

物价指数不只在推动股市繁荣方面发挥了关键

性的作用, 它还放大了克林顿时代的预算盈余

并调低了小布什政府的赤字。这种指数计算法

减少了针对各个阶层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

出, 并且降低了根据通胀率所进行的工资调

整。不过, 本质上而言, 对于老年人、失业人

口、贫困人口以及普通的工人来说, 他们以减

少食物和住房支出支付了电脑和电子产品的较

低的享乐价格。

低税制的供应学派经济学如何压低了工资

在最近的几十年里, 供应学派经济学家将

一个符合直觉的神话推销给了不觉有诈的公

众, 即低税率会鼓励公司、雇主和企业家创造

高工资的工作岗位。但是, 反直觉的历史事

实, 却是累进的所得税制 ) ) ) 针对最高几级收
入的税率超过了 90% ) ) ) 实际上是在鼓励管理
层和雇主提高工资。这个事实背后的原则是,

以政府的钱来显示慷慨大方是比较容易做

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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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 最高一级的公司所得税在 50%以

上, 最高的个人所得税也超过了 90%, 管理层

和雇主没有什么动机以降低工资成本来获得最

大化的净收入。如果钱可以更好地用在让员工

们高兴上面, 为什么要把它交给政府呢?

在巫术般的供应学派经济学的鼓动之下,

/里根革命 0 开始了疯狂地降低所得税, 导致

雇主实行低工资, 这是因为压低工资带来的成

本降低会形成为雇主所有的利润, 而不是在高

税率下形成为税收。

推而言之, 所得税的低税制因工资的停滞

而直接形成超额利润, 而这又导致了过度的投

资, 其中的原因在于: 因为低工资, 需求无法

与超额利润保持同步。萨伊的 /供给创造自己

的需求0 的定律是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所依
赖的学理前提, 但这个定律只有在实行不错的

工资的充分就业的条件下才能成立, 而这个条

件却为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所故意忽略了。

为了推高需求, 低工资经济之中的工人们可以

轻松地获得以次级债为形式的贷款, 而不是向

作为消费者的他们支付生活工资, 从而以牺牲

制造业部门为代价, 为金融部门创造了更多的

虚幻的利润。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最终导致了债

务泡沫, 这一泡沫于 2007年破裂并造成了全球

性的影响。

货币名目论认为, 对一种货币的接受最终

取决于一国政府的征税权。货币在一国之内之

所以得以发行, 是因为政府愿意接受以它所发

行的货币缴纳税收。货币的 /名目论0 指出,

由于政府有权征收以其指定的法币缴纳的税

收, 所以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不需要外部的资

金, 而且都应该能够作为最终的雇主实现充分

就业。 /名目论0 的逻辑在于, 过低的税率会

导致对货币的低需求, 而周期性的预算盈余对

经济具有不利的影响, 因为这会造成经济体中

的信贷大量流出。英国在非洲的殖民政府学会

了这样一个道理: 对于促成无忧无虑的土著人

使用其货币以及从事金融相关生产, 土地税起

着关键作用。

因而, 在 /名目论0 看来, 无需任何的外

国贷款或者投资, 无需面对超级通胀的痛苦,

一国经济就可以为其国内发展的需要提供资

金, 实现充分就业和可持续的最优化增长, 给

本国带来繁荣。不过, /名目论0 只有在封闭
的国内货币体制之中才具有操作性。

对于在全球化体系之中参与自由贸易的国

家, 尤其是在存在着没有监管的全球金融和货

币市场的情况下, /名目论0 的原则不具操作
性, 这是因为外汇的两难困境的存在。对于一

个加入全球贸易的国家来说, 如果出于国内的

资金需要而发行的货币量超过了外汇储备的规

模, 那么不论它的货币所实行的是盯住汇率制

还是自由浮动, 这种货币在外汇市场上很快就

会受到攻击。到目前为止, 例外于这种情况的

唯一国家是美国, 这是因为美元具有霸权

地位。

因此, 所有的经济体在能吸引到外国资本

之前都必须积累美元。即使这样, 外国资本也

只会投资于能够取得美元收入的出口部门。因

而, 亚洲各国从外贸盈余中积累下来的美元只

能投资于美国的美元资产, 从而导致当地的经

济活动无法获得所需的资本。这是因为为了花

掉从外贸盈余中取得的美元, 这些美元必须首

先转换成本地货币, 而由于这些本地货币背后

的财富被转移到了国外, 所以美元兑换本地货

币会造成通胀和失业。免于遭受针对货币的汇

兑攻击的唯一办法是停止货币的兑换, 而这又

会导致外国投资的撤出。

个人所得税的历史

个人所得税开始于 1913年, 当时针对收

入超过 5000美元的最高一级税率是 7%。到了

1918年, 针对收入超过 100万美元的最高税率

为 77%。

在 1921年, 沃伦 #哈丁政府将针对超过
20万美元收入的最高税率降为 58%。一年以

前, 伍德罗#威尔逊政府对于收入超过 20万美

元以 68%的税率征税, 针对超过 100万美元的

收入的最高税率是 72%。1924年, 卡尔文#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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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芝政府将针对超过 50万美元收入的最高税率

降至 46%。1924年, 对于收入超过 10万美元

的最高税率大幅降至 25%。这个税率一直未

变, 直至产生了 /喧嚣的二十年代0, 当时保
证金投机泛滥成灾, 而工资却停滞不前, 这个

时期以 1929年的崩盘告终。

1932年, 针对收入超过 100万美元的最高

税率回升到了 63%, 对于收入超过 10万美元

的税率也提高到 56%。由于很少有人达到了这

个等级的收入, 所以它只具有学术上的意义。

在 1936年, 针对收入超过 500万美元的最高税

率是 79%, 而对于超过 100万美元收入的税率

升至 77%。但是, 当时税率的变化并没有对就

业和企业的利润造成什么改变, 这时, 在珍珠

港事件之后, 战争于 1941年 12月 7日开始了。

在战争开始之前, 人们只愿意为了食物而工

作, 所以对于商品并无需求, 企业的利润无从

产生。

在 1941年, 对于收入超过 500万美元的最

高税率提高到了 81%。1942年, 为了筹款应

战, 在战时价格管制下, 针对收入超过 20万美

元的最高税率提高至 88%。1944年, 对于收入

超过 20万美元的最高税率升至 94%。在 1946

年, 针对收入超过 20万美元的最高税率降为

91%。战后的经济实现了起飞, 形成了一个新

的中产阶级, 成为人口中的多数。许多人在排

队, 不是在失业登记窗口, 而是排着长长的队

伍等待着新车、房子和电视机。

1955年, 对于收入超过 40万美元的最高

税率是 91%, 以针对通胀作出调整, 而收入的

中位数是 3358美元。这个税率保持到了 1966

年, 当年它针对收入超过 40万美元降至 77%,

而收入的中位数是 5306美元。在 1965年, 对

于收入超过 20万美元的最高税率减至 70%。

这个税率保持至 1982年, 只有最高一级微升至

收入超过 21154万美元。1965年到 1982年是美

国经济的黄金年份, 有着高就业和高消费, 这

是一个大炮和黄油都有着充分供应的时期。

在 1982年, 收入的中位数是 13950美元,

对于收入超过 815万美元的最高税率降为
50%, 而此前一年收入为 85600美元一级的税

率为 59%。1987年, 针对收入超过 9万美元的

最高税率降为 3815%。在 1988年, 对于收入超

过 71900美元的最高税率降至 33%, 对于收入

超过 149250美元的则降至 28%。 1991年, 收

入的中位数是 20469美元, 针对收入超过 312
万美元的最高税率降为 31%。在 1993年, 针

对收入超过 25万美元的最高税率升至 3916%。
在 2003年, 对于收入超过 311950美元的最高

税率减为 35%。 2009年, 收入的中位数是

33168美元, 对于收入超过 372950美元的最高

税率减为 35%。

随着最高一级收入的税率的下降, 工资开

始了停滞, 而金融精英阶层则利用工人的养老

金将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的低工资国家, 他们

自己则大饱私囊, 大量买入奢侈品。就在美国

的工人对沃尔玛里的低价进口品惊讶不已、他

们的养老金有着高额回报的同时, 他们自己在

国内的工作岗位正在消失, 而对那些还有工作

的工人来说, 他们的工资和福利则降到了生活

工资以下。

对美国普通的靠工资生活的人而言, 如果

他们理解这样一点, 即在税后净利润不变的情

况下, 雇主宁愿给工人调高工资, 而不愿向政

府支付高税收, 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支持累进

所得税制之中针对高等级收入的税率的降低。

不过, 5华尔街日报6 和财经电视台永远
不会告诉工人们这个基本的事实。相反, 灌输

给工人们的是高税收导致高失业, 令靠工资生

活的人们在恐慌之下为更低的累进税率投上一

票, 而税率的降低只会使以工人自己的养老金

压迫工人的那些人得利。u

[嵇  飞: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 ]

(责任编辑  刘  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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