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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机器人将会抢走我们的工作“一一－这是未来学家们发出的菩

告。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但自动化技术在生

产中的应用的确造成了工作岗位的变动，并由此带来了失业。亚

伦·贝纳纳夫教授长期致力千失业问题的研究，他并不同意未来学

家们关千自动化、技术性失业和全民基本收入之间关系的看法。在

《后稀缺：自动化与未来工作》中，亚伦教授对这一热点问题进行

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并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这本书内容丰富，

可以使读者快速了解自动化与失业关系的历史来源、争论的焦点以

及左翼和右翼关于解决方案的问题，促使我们从新的视角对所面临

的劳动力需求困境进行思考。

显然，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就业的冲击是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

热点话题。人们在享受技术进步带来更便利的交往和更丰富的世

界认知方式的同时，对机器挤压劳动力的担忧也随之而来。事实

上，这种担忧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在生产方

式的变化方面，机器体系的大规校应川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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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机器体系的大规校应用、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便捷只是资本追

逐利润的一个副产品，尽管这个副产品在客观上使物质产出大大

增加、生活更加方便，我们可以更加快捷地出行，甚至自动驾驶

技术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具正得以普及；无现金时代已经让我

们感受到了支付的方便；无人机送货也在部分地区得以实现…．．．

我们的生活的确更加方便和丰贯了。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冰

冷，甚至残酷的：先进技术的引入和劳动力需求的下降，创造出

来的财富越来越大的部分被资本揽取了，不平等不是缩小了而是

加剧了。亚伦教授川大址的统计数据说明了劳动力需求待续低

迷这个直实的问题，但是他并不同意未来学家们认为这一切都是

技术变革的结果这一结论，而是认为产能过剩和技术能力过剩导

致的长期停滞才是根本原因，这也是更值得关心的问题。整体经

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原因在于制造业引睾失速且未能找到替代性引

睾。亚伦认为，“新冠肺炎疫悄大流行将催生自动化浪潮这一预

言显得颇为苍白无力。”

尽忤亚伦不同意自动化技术是导致失业的原因，但是劳动力需

求的下降是客观存在的。如何韶决这一问题呢？亚伦评价了不同流

派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右派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还是左翼提出的

“通往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都是行不通的。右派提出的全民

基本收入方案的初衷不是为了悄除经济不平等，而是让贫困群体满

足千现状，不平等只会更加严亚。左翼的方法，即随着自动化的发

展，全民基本收入的发放金额也助之增长，直到这一替代分配机制

成为所有商品、服务购买力的唯一来源。亚伦指出，如果要实现消

除不平等，就要确保从资产所有者手中争到经济控制权，“只有控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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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生产，最终成功从资本家手中夺取投资决策权，实现资本罢市

的失效，才能为我们扫除院碍，让我们一路迈向后稀缺的未来。”

亚伦教授提出的建议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在后稀缺社会的

“资本”将被视为共同的社会遗产，这些社会遗产来自于一代又一

代人的积累，它不属于任何个人，而是屈于所有社会成员。但是前

提是必须围绕控制生产这一历史任务开展社会斗争，才能实现突

破，从而为生而为人所处的境遇赋予新的内容。

综观全书，亚伦教授是将资本主义的内在问题用最新材料进行

了当代呈现。通过分析，隐晦地提出只有社会斗争才是解决劳动力

需求下降和经济长期停滞的根本出路，而不能依靠秉待着技术乌托

邦理念的神秘主义者。但是作者对社会斗争如何开展，如何控制生

产，怎样重新建构社会生活等一些核心和关键内容却语焉不详。事

实上，亚伦教授指出，未来学家们关于自动化导致失业是一个虚假

的危言耸听，这对千我们深入思考技术进步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有积

极意义的；对于未来学家们的社会改造方案的批评，也能够帮助我

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思潮。只是作者似乎也没有意识

到，在分析了左、右两派的意见之后，自己也掉到了乌托邦陷阱之

中，乐观地认为通过社会运动、改变人们的观念以及技术进步的作

用，就能够实现资本家对资本的自我放弃，这到底是一种乐观的幻

想还是悲观的无奈，就不得而知了。

- 

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所写的英文版序言曾指出： ＂毫

无疑间，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

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他从这

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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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和平的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

他从来没有忘记附 1二一句话：他并不指祖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

过＇维护奴求制的叛乱＇而屈服于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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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2022年 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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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机器入是否在抢夺我们的工作？如果翻阅过流行报刊或收看了

科技类电视节目，你或许就会相信：越来越多的工人正被机器所取

代。全世界的人们都对此心存忧虑，当然这也合乎情理。在我们所

生活的时代，不可思议的新技术不断涌现。人们随时可以从口袋里

掏出智能手机获取海批信息。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二维码变得无

处不在，这也让我们能够通过手机来完成更多事情：从下单订餐到

预约新冠肺炎病毒快速核酸检测。数字工具在很多人的工作中得到

了更为普遍的应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平台技术应用于员工招

聘和员工培训。各类算法被用于收栠员工数据和消费者数据（这也

让这两个群体感到自己时时处千监控之下），并根据这些数据作出

商业决策。

然而，尽管人们谈论 1,I 动化灾难的迫近已有数年之久，但在如

今，我们仍然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即便是最为先进的人丁智能形

态，也无法完成人类能够做到的大多数＇」I悄。而其首要原因并非

仅仅是处理能力的欠缺；究其根本而言，技术本身仍然存在局限。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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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邪机能够对大型数据从进行复杂的统计分析（所谓的“机器学

习＂），但它们仍然无法理俯因果关系，也无法从分类的角度进行

思考 一且，I芶开商度可控的环境，机器便难以对物体进行持续性的

识别和标记。它们既不能对人类予以可靠的间应，也无法辅助承担

诸多简 l丫！．的任务。在软性材料（如织物）的处理上，机器人也同样

难以胜任＾

这些因素也是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时期，钾能机器大军未能给予

我们关怀照顾的部分原囚 恰恰正是在我们最需要机器人帮助的时

候，必要岗位上却很少行到它们的身影；大部分工作仍然是由人类

来完成．包括医院、学校、仓库、餐馆、超市和快递服务的正常

运转，在此过程中，有人因此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甚至失去生命。

2021 年末及2022年初，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暂时性的用工紧缺，

工人们借机纷纷退出岗位（辞职人数也创下了新高），并要求获得

更高的薪资待遇。他们并不担心自已将会很快被机器人所取代。

在自动化理论家们所背造的表象（而不是我们身边所发生的真

具正正、实实在在的技术变革）之下，企业中层管理者们似乎都已

梦想成贞：难以管理的工人们被企业老板扫地出门，取而代之的是

唯命是听的机器人。如果这一情况已经大规校地出现，那么我们将

会从经济统计数据中发现证伽。诚然，在部分企业，特别是在制造

业企业中，芳动力转移的确正在发生；但相较以往，如今出现这一

悄形的企业数桢更少，其推行速度也更为缓慢。与此同时，过去的

卜年中，在位居技术发展前沿地带的美国， T一作岗位流失率一直在

历史低点徘徊 换言之，相较于此前一百五卜年中任何一个卜年之

期，过去十年间工人转行的速度都处于蚊低水平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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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也进一步证明了机器人大军并未将t人从优质岗位驱

赶到劣质岗位。在全球很多国家，工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并非技术自

动化给他们带来过高的转行压力，而是他们极少有机会能够离开劣

质岗位、转而投身优质岗位。很多丁人，甚至包括高等教育背烘的

人士在内，都在劣质岗位苦苦挣扎。他们通常也无法找到更好的工

作，这又导致了他们本巳扂弱的议价能力进一步恶化。

这些趋势让人们不禁对“技术导致不平等和就业不足”的论调

心生怀疑。在书中，我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造成我们今天所面临危

机的原因并不是自动化驱动下每百分点经济增长所创造岗位数批的

缩减；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扩张的速度开始

放缓，继而导致了新增就业岗位的减少。经济陷入了持续性的停滞。

就业不足会令工薪阶层家庭深受其害，因此，微乎其微的经济增长

也让他们的从中所得变得越加微淜。

我将会在书中阐释，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正在日渐成为一种全

球性的趋势。在当今竞争极度激烈的全球市场上，工业企业的投资

往往难以获得回报，这导致了制造业部门高生产率活动投资的缩

减。这一转变加速了劳动力市场中业已出现的趋势：在全球范围

内，越来越多的T＿人受雇于服务业岗位。服务业活动通常能够亨受

保护性政策，从而得以避免逍受国际竞争的冲击。然而，服务业岗

位的一大特征是劳动生产率的低位卅长，也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表明

人工智能将会带动服务业平均生产率的提升；与之相反，随打越来

越多的工人转而走上服务业岗位，生产率增长率正呈现出放缓的势

头。与此同时，由于生产率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亚要组成部分，因此

后者也同样出现了显著的放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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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问题，一种解决办法是通过恢复经济增长率的方式来

恢复就业。政策制定者们已经竭其所能地鼓励企业加快扩大生产

规校。各国政府降低了税率、发行了公侦、放松了经济管制，并

废除了劳动保护政策；然而，这些措施均未取得成效。经济增长

率仍然处于历史低位。美国非但未能迎来私人投资的激增，反而

遗遇了两次金融泡沫（首先是 20世纪 90年代后期的互联网泡沫，

此后是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的房地产泡沫）；每次泡沫之后，经

济增长都会出现进一步下滑。市场改革往往又会缩减劳动保护和

福利待遇，导致工人们处境愈加艰难。这些改革也长期伴随着不

平等的显著加剧。

未来，鼓励私人投资的努力同样难获成功，以技术为重点的努

力亦会如此。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之下，公共资助研究对于化解

就业问题而言作用甚微。尽管私营创业企业常常被视为创新力盐而

备受追捧，但事实上是公共资助研究催生了互联网、触摸屏幕和全

球定位系统 (GPS)。虽然优步 (Uber) 的问世并非这些创新所带

来的必然结果，但这家公司却利用这些技术压椋饱受工作不安全感

困扰的零工求职者。很多企业将会继续想方设法加深工人们的工作

不安全感，以便更好地对他们进行掌控和剥削。

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时代，越来越多

的政治家们认识到，有必要采取激进的行动来摆脱经济停滞的陷

阱。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呼吁开展大规膜公共投资，从而在投身绿色

转型的同时实现共同富裕的愿枭。对于此类拟议投资，关键的考扯

因素并不在于它们的推行能否够获利，而在千它们的推行能否创造

更为广泛的社会效益。这些呼声无疑标志芹我们创若正确的方向迈

...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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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步，但在美国等一些国家，宫裕的企业主们表达了强烈的反

对。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将会削弱这些经济精英的政治力址。

眼下的要务是通过斗争的方式，在更大的范闱内实现投资的转

型。我在书中提出，只有对资源分配方式和生产方式进行重大的重

组，才能让后稀缺的世界成为现实。我们需要将投资过程置于集体

控制之下，确保将其用于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而非实现股东价值

的最大化。我们有机会实现大部分生活所需商品和服务的无偿供

应。我们可以重新分配和减少工作，包括目前尚不屈于正式经济范

畴的工作，如家政工作和护理工作。这些变化将会开拓出一方自由

的天地，在这里，人们能够自由地决定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

相较于此前任何的时代，现今的技术水平使我们更加接近这一

目标。究其本质，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是社会层面的障碍，而非

技术层面的障碍。

_ 

亚伦·贝纳纳夫

2022年 1 月千德国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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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互联网、手机和社交媒体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相互交

流、认识世界的方式。如果这些数字技术不再拥限于屏幕，不断融

入我们的现实世界，将会发生什么？先进科技的工业机器人、自动

驾驶汽车和卡车以及智能癌症筛查机器似乎预示着我们将进入一个

安逸的世界，但它们同时也让我们感到不安。毕竟，在高度自动化

的未来，人类又能做什么呢？新智能机器时代让人类自由的梦想成

为可能，那么，我们是否能够通过制度调试实现这一梦想？还是它

终究只会沦为一场大规模技术性失业的梦魔？

2019 年，《新左派评论》杂志 (New Left Review) 发表的两篇

文章指出了自由派、右派和左派的分析师们共同倡导的一套新的

自动化话语。对千这些问题，自动化理论家们所得出的结论发人

深省：大规模的技术性失业正在来临，由于全球大部分人口将会

失去生存所需的薪酬，因此只有通过发放全民基本收入才能解决

这一问题。

我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是，随着全球亟待就业人数过多，而就

业岗位过少的矛盾日渐凸显，这套自动化话语的再度兴起正是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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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趋势所做出的一种回应。劳动力需求持续不足在一些经济趋势中
得到了体现，如就业岗位无复苏、薪资停滞以及工作不安全感。这
一问题在不平等加剧所催化的政治现象中也同样显而易见：民粹主
义、金权政治以及痴迷于打造“海上家园”的数字精英的崛起--

这些精英更热衷于搭乘火箭逃往火星，而无意于帮助他们身后遗留

在炙热地球上的“数字农民”们改善生计。

自动化理论家的说法似乎很有说服力：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

克兰市，流浪汉、失业者成群结队、遍布街头；而就在仅仅几英里

之外的费利蒙市特斯拉工厂里，机器人承担着自动化生产的任务。

但是，他们给出的解释一一急剧的技术变革导致工作岗位的流失却

是一种错误的看法。美国和欧盟存在着真实、待续的劳动力需求不

足，南非、印度和巴西的情况甚至更为严重。然而，导致这一现象

出现的原因却和自动化理论家们提出的观点几乎完全相反。

现实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速非但没有加快，反而正在放缓。如

果不是被另一个更为重大的趋势所遮蔽，生产率的放缓原本可以推

动劳动力需求的提高。这个趋势便是经济体的增长逐步放缓。马克

思主义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 (Robert Brenner) 最早对这

一发展势头进行了分析，并将其命名为“长期衮退”(long down

turn)。直至很久之后，主流经济学界才对他的观点予以认可，并将

此经济增速持续降低的现象称为“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 

或“日本化”(Japanification)。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出现？

是几十年的工业产能过剩摧毁了制造业的增长引擎，并且尚未找到

可以替代的动力，特别是在增长缓慢、低生产率活动占主导的服务
业，情况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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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抒经济增长速度的减慢，创选就业的步伐也随之放缓。全

球劳动力需求出现低迷也正是因为这寸原因，而 1卡因为技术发展

造成的岗位流失。如果能够娥上约翰·卡朋特所执导的影片《极

度空间》 (They Live) 中那副可洞悉现实具和的神奇眼镜，我们就

会行到，在这个拥有若光鲜的l'I 动化l．．厂和悄费级乒乓球机器人

的世界背后，是破败不堪的基础设施、逆T业化的城市、疲惫不

堪的护七、酬不抵劳的销售人员以及投资渠逍不断缩减的金融化

资本n

为了亚振陷于停滞的经济，在儿乎长达半个世纪，各国政府推

行了极为严苛的财政紧缩政策，导致学校、医院、公共交通网络和

福利项目资金投入不足。与此同时，在超低利率环境下，政府、企

业和家庭背上了创纪录规模的侦务。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科技

泡沫时代，美联储前主席阿兰·格林斯幡（ Alan Greenspan) 认为

这些做法是为了投资我们的数字未来，但·,jJ．实并非如此。实际上，

企业抵押资产是为了给股东分红，而贫困家庭借侦则是为了勉强维

持生计。

这些趋势的出现已经让全球经济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境地．就在

此时，全球经济义迎来了一个巨大的挑战一一新冠肺炎疫悄衰退

(COVID-19 recession) 。病号满员、破败的医疗系统不堪亚负；

能够满足孩f们丛本营养需求（以及家长们照忤孩子需求）的学校

被迫关闭 负侦累累的企业眼睁睁地行仵 !'.I 己的股烘市值以大衰退

以米前所术行的速度急剧下跌 全球范1忖内，失业率大幅增长，在

美囚尤其严重，大部分人无力负担食品、医疗和住房的支出。即便

各国政府出台（大规校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过受冲击的脆弱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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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休依然难以很快恢复元气。经济不安全感加深、经济不平等加剧

的趋势巾来已久；不难预见，从长期来存，新冠肺炎疫情衰退将会

加速这些趋势。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今天的自动化话语进行反思颇为重要。

面对我们这个反乌托邦的世界，门动化理论家们却提出了一个乌托

邦式的韶答。我们现在摘下《极度空间》的那副具相眼镜，回到理

论家们所幻想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所有人只需要更少址

的T作（正如当前经济哀退的受害者们一样），便可以得到一切生

活所盂；我们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但不是因为被迫隔离）；老人

们穿若新式外骨骼连体衣在公囮里慢跑（而不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离开人世）；空气里的劣趾已经消失，因为我们正快速步入一个可

再生能源的世界（而不是因为工厂已经关闭，人们不再开车出行）。

除了外骨骼连体服之外，只要我们愿为之奋斗，这里面所有的一切

如今都有可能成为现实。即便生产自动化最终无法实现，我们已有

能力实现自动化理论家们提出的后稀缺世界。

我对这个话题的兴趣源自于两个方而，一个源于较早的过去，

另一个则源千最近几年。和很多自动化理论家一样，我成长千 20

世纪八儿卜年代，是读杆科幻小说、存1皇；《足际迷航：下一代》 (Star

Trek: The Next Generation) 里巡游银河系的共产主义者们长大的。

找的父亲激发了我的兴趣，他本人也是自动化领域的研究人员。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创业风潮影响下，我的父亲与很多同书一样，告

别了学术生涯、开启了创业之旅。在那些年甩，有的人赚得盆满钵

满，但是更多的人并未暴富：大多数互联网创业公司垃终破产倒闭，

让加班加点、努力T作的T一程师们儿乎落得两手空空。读罚中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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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每个夏天我都会跟随父亲到不同的公司实习，编写 HTML 和

Javascript代码。我最后发现，自己并不能从数字经济中获得快乐，

因此转而投身研究经济增长和失业的历史——它们一个是驱动现代

经济繁荣的动力，另一个则是导致不安全感加剧的引擎。

在 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的一段时期，我参加了当时的社会运

动，井尝试杆通过同“尾注“文社的其他成员进行对话和合作的方

式来消化这一体验。我们合撰的这些未署名文字对本书的分析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同批评家尼克·斯尔尼切克 (Nick Srnicek) 和亚

历克斯·威廉姆斯 (Alex Williams) 的相遇（他们 2015 年出版的

著作《发明未来》 (Inventing the Future) 是左翼自动化话语的一

个实例）让我发现了这个由自动化理论家们组成的知识分子生态系

统，它直新唤起了我在童年时期对科幻小说的热爱，同时也改变了

我对未来的石法。

在不断阅读自动化理论家的壮作及过去乌托邦和科幻文学的过

程中，我越来越坚定地相信，这些作者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逻铅组

织和实现路径进行的共同思考，其深刻程度在我周围无人可及 尽

管我对他们的现状分析仍持不同观点，但是我认为，回应他们对未

来的构想也是发展我自己的构想的一个过程，尽忤我的构想同他们

的相比仍然是那么的黯然无光。我将在本书后续的节节中探讨：我

们仍然需要共同分担完成哪些T八作，才能在全门动化生产缺位的悄

况下实现后稀缺未来；在此过程中如何恢复工作生活的炸严性、自

主性和目的性，同时又避免T作作占据我们社会存在的中心；在此｝凸

础上，我将分析在全门动化生产缺位的情况下实现后稀缺未来的可

能性。

xv 



`. 

后稀缺
国旷1/t ,K I it 

在阐述和评判这套自动化话语的过程中，书中简要地介绍飞

去 50 年中世界经济及劳动人口的发展，并着亚审视了当今世界劳
动力需求持续低迷的源起和发展。书中还探讨了解决这一市场失灵
问题的其他政策选择一一新自由主义结构凋整、凯恩斯主义需求管
理以及全民基本收入，并勾勒出了一个后稀缺的世界，作为评估这

些政策效果的依据。
撰写这本书的过程让我更加矿I信：如果我们想要扭转浪潮的方

向，让其朝向更人道的未来奔涌前进，那么就需要广大劳动者们拒

绝接受劳动力需求的持续下降及由此带来的经济不平等加剧。早在

新冠肺炎疫悄衰退出现之前，反抗这些后果的斗争已经在全球范围

内变得日趋猛烈，近期这些斗争又呈现出风起云涌的势头。我们应

当投身这些斗争所衍生的运动中，并助推它们向前发展。如果这些

努力遭遇失败，或许最好的结果便是体现为全民基本收入的社会薪

资微涨一一各国政府目前正在对此进行试验，作为应对当前经济衰

退的一种措施。但是，我们的斗争不应仅仅着眼于这个不大不小的

社会目标，而是应当努力开创一个后稀缺的世界。

我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本书，离不开朋友们支持，包括佩里·安

德森 (Perry Anderson)、阿里尔·安吉尔 (Arielle Angel)、伊利

斯·阿肯德 (Elyse Arkind)、马克·阿肯德 (Marc Arkind)、米

娅·比奇 (Mia Beach)、丹·贝纳纳夫 (Dan Bcnanav)、伊桑·贝

纳纳夫 (Ethan Benanav)、奻迪·贝纳纳夫 (Mandy Bcnanav)、贾

斯珀·贝尔内斯(Jasper Bernes)、马腾·比约克 (M扣ten Bjork)、

扬·布雷曼(Jan Breman)、J.达科塔·布朗(J. Dakota Brown)、

强尼·邦宁(Jonny Bunning)、保罗·切尼 (Paul Cheney)、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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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弗·奇蒂 (Christopher Chitty)（愿安息）、乔舒亚·科洛弗

(Jo shua Clover)、基娅拉·科尔代利 (Chiara Cardelli)、奥利弗·库

森（ Oliver Cussen ）、丹尼尔·丹弗(Daniel Denvir 入安德烈亚斯·埃

克特 (Andreas Eckert)、休·法雷尔（ Hugh Farrell)、阿多姆·盖

塔丘 (Adorn Getachew)、玛雅·冈萨雷斯 (Maya Gonzalez)、达拉

赫·格兰特 (Daragh Grant)、李·哈里斯 (Lee Harris)、加里·赫

里格尔 (Gary Herrigel)、乔尔·艾萨克(Joel Isaac)、费利克斯·库

尔茨 (Felix Kurz)、雷切尔·库什纳 (Rachel Kushner)、娜塔莉·伦

纳德 (Natalie Leonard)、乔纳森·利维(Jonathan Levy)、马塞

尔·范·德·林登（ Marcel van der Linden)、罗伯·卢卡斯 (Rob

Lucas)、尼尔·麦克莱恩 (Neil Maclean)、亨利·穆尔海姆 (Hen

ry Mulheim)、珍妮．内顿(Jeanne N eton)、玛丽·艾伦·奥布莱

恩 (Mary Ellen O'Brien)、克里斯·奥凯恩（ Chris O'Kane 入莫伊

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 ）（愿安息）、西娅·里亚弗兰科斯(Thea

Riafrancos)、帕夫洛斯·卢福斯 (Pavlas Roufos)、比尔·休厄尔

(B ill Sewell 入杰森·史密斯(Jason Smith 入莫琳·斯迈思(Maureen

Smyth)、朱莉安娜·斯帕尔(Juliana Spahr)、佐伊·萨瑟兰德(Zoe

Sutherland)、本·塔尔诺夫 (Ben Tarnoff)、莎拉·沃特林顿 (Sarah

Watlington)、苏西·魏斯曼 (Suzi Weissman)、比约恩·韦斯特加

德 (Bjorn Westergard)、加布里埃尔·维南特 (Gabriel Winant)和

丹尼尔·萨莫拉（ Daniel Zamora), 以及参加了在芝加哥大学召开

的资本主义历史与理论研讨会和荣誉学会研讨会的与会者们。我特

别要感谢的是克洛伊·沃特林顿 (Chloe Watl ington)、罗伯特·布

伦纳 (Robert Brenner)、约翰·克莱格(John Clegg)和夏恪特·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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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逊（ Charlotte Robertson.): 我在研究与写作的过程中每一步妇

到了他们的支持。
垃后要感谢《新左派评论》的编辑苏珊·沃特金

Watkins)、汤姆·哈泽尔丁（ Tom Hazeldine)、艾玛·法
斯（ Susan

Fajgenbaum) 和罗拉·西顿 (Lola Seaton), 以及
伊根鲍姆 (Emma

沃索出版社的汤姆·哈泽尔丁（再次感谢）、邓肯·兰斯勒姆 (Dun.
canRanslcm) 和萨姆·史密斯 (Sam Smith)。我尤其要感谢汤奶，
是他在世界变得一闭精的悄况下努力推动了这个项目的完成。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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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献给克洛伊·沃特林顿。

亚伦·贝纳纳夫

2020年 6月千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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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机器人技术的快速发展似乎势将推动丁＿

作方式的变革。以特斯拉为代表的公司已经在全世界非常先进的

工厂推行“熄灯“生产：全自动化的生产流程完全能够在黑暗中

运行，而无需人工操作。与此同时，在机器人大会灯火辉煌的大

厅里，展示若一台台能够打乒乓球、做饭，甚至交谈的机器。计

箕机现在不仅可以开发新的围棋对局策略，据说还能谱出让人听

之落泪的交响乐曲。有的计弅机巳经披上了白色实验服或穿上了

虚拟西装，开始学习癌症的鉴别，并将很快用于法律策略的开发

在美国，人们正通过机器学习训练的方式推动实现货运卡乍的尤

人驾驶 驮载右军用级武器的机械狗在荒无人烟的平原上穿梭驰

往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人类即将告别辛苦劳作的时代？ 19世纪

的美国小说家爱德华·贝拉米 (Edward Bellamy)行在乌托邦小

说《问顾》 (Looking Bae尥vards) 中提出f人人夕｝动是天经地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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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稀缺
臼~J]竹 l 1 /k 斗、 I 仵

“伊伺敕令”(edict of Eden) ;但是，随着“人类“过上神仙殷的
生活（至少窟人们能够先行一步），这是否意味着“伊甸敕令＂的

撤销？ 1 

对于这一夸大其词的论调，有太多种的理由予以质疑。其中可

笑的一点是，机器连个门都开不了，哎呀，连衣服也叠不成。商场

里的安保机器人常常会跌进喷泉水池。电脑化的数字助理能够回答

问题、翻译文件，但是如果没有人丁千预，它们仍然无法很好地完

成T作；自动驾驶汽车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2 2014年，美国工人发

起了“为 15美元时薪而斗争”(Fight for Fifteen) 的运动；就在这

一期间，旧金山立起了广告牌，威胁称，如果提高最低工资的法

案获得通过，就会用触换屏取代工人。《华尔街日报》 (Wall Street 

Journal) 将这部法案称为“机器人就业法案”。然而．欧洲的很多

快餐业工人已经在工作中用上了触摸屏，他们的薪酬也往往高于美

国同行。 3 那么，这些有关自动化的讨论是否夸大其词？

报纸和流行杂志里耸人听闻的自动化报道依然只是闲言碎语。

但是在过去的十年中，这些讨论巳经具化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社会

理论，不仅要分析时下技术、预测其未来．还要探索技术变革对整

个社会的影响。这一套自动化话语基于四个主要观点：第一个观点

认为， H益先进的机器已在不断地取代T人．导致了”技术性失业”

的不断增长；第二个观点是提出，机器取代丁人是一种确然的迹象，

意味祚我们已经处于商度门动化补会的边缘，在这个社会中，儿乎

所有的T一作都会由自动机器和智能计贷机来完成；第二个观点指出，

尽管自动化应片将全体人类从辛苦劳作中解放出来．但是在我们所

生活的社会，大多数人还是盂要T＿作才能维持生计，这意味右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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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自动化话语

梦想或许终究只是一场梦质； 4第四个观点则表示，能够阻止大规模

失业灾难（如美国 2020年失业潮，尽管其原因颇为不同）的唯一方

法是推行全民基本收入 (universal basic income), 从而实现收入水

平和工作批的脱钩。

机器来了

自诩为未来学家的群体是这一自动化话语的主要传播者。在广

为阅读的《第二次机器时代》(Second Mach ine Age) 一书中，埃

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 Andrew

McAfee) 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我们正处于一个＂拐点”——在这

条曲线的转折之处，很多曾经只出现在科幻作品中的技术如今正

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新技术似乎能够给予我们无尽的＂馈

赠＂，但是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也提出了警告：“没有哪部经济

法律规定所有工人都一定能从这些发展中获益，甚至不说所有，

只说大部分，都不一定”。现实情况恰恰相反：随着先进技术的引

入和劳动力需求的下跌，劳动薪酬陷入了停滞；年收人中越来越

大的部分为资本所揽取，并没有落到劳动者手中。其结果是不平

等的且不断加剧，这一问题可能会催生“资本主义的失灵模式”,

出现食利者的压椋驱逐技术创新的悄形，继而“放缓我们进人新机

器时代的步伐”。 5 马丁·福特 (Martin Ford) 在《机器人的崛起》(Rise

of the Robots) 一书中提出了相似的观点，认为我们正＂趋向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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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临界点＇＇，这一临界点势将“降低整个经济体系的劳动密集程
度＂。他同样指出：“最为可怕的长期场景可能是，如果全球经济
体系最终能够适应这个新的现实”，将会形成“农民总体过剩＇，而

精英却不受经济需求影响的“自动化封建主义”。 6在这些作者看来，

在自动化的经济体系下，教育和再培训并不足以稳定劳动力需求，

他们还认为有必要推行某些形式的非薪资收入保障金，例如负所

得税。 7

爱穿牛仔裤的硅谷精英们对这套自动化话语颇为热捧。微软创

始人比尔·盖茨 (Bill Gates) 是机器人税的倡导者。 Facebook[“创

始人马克·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鼓励哈佛大学本科新生们

去｀｀探索像全民基本收入这样的理念＂，特斯拉和 SpaceX 的创始人

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也同样认为这一政策将会变得越来越

“有必要“，因为机器人在越来越多的岗位上的工作表现已经超过了

人类。 8 马斯克给 SpaceX火箭回收无人接驳船取名为“当然，我依

旧爱你”(Of Course l Still Love You) 和“快去读下说明书”(Just

Read the Instructions), 这两个名字都来自于英国科幻作家伊恩． M

班克斯 (lain M. Banks) 的《文明》 (Culture) 系列作品。班克斯在

其似是而非的乌托邦科幻小说中描绘了一个后稀缺的世界，在这里，

人类与名为“心智”(minds) 的智能机器人一同过着充实、祸足的

生活，也不再需要市场和国家的存在。 9

这套自动化话语已经成为“数字未来”的一大主流观点，政界
人士和他们的智燧们也同样对此颇为认同。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

l1] 钰： 2021 年 IO 月 28 日
Meia. , Facebook 创始人兼 CEO 马克·扎克伯格宣布将公司更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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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马在其告别演讲中表示，“下一次经济混乱的浪潮”并非来自千

海外贸易，而将会来自于“导致大批优质中产岗位流失的持续自

动化进程”。前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 (Robert Reich) 

也曾表达过类似的担忧：“我们很快就会面临技术替代大址岗位的

境地，不仅是低技能岗位，专业化岗位也会受到波及，我们必须要

认真考虑全民基本收人了＂。前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劳伦斯·萨

默斯 (Lawrence Summers) 也同样坦承：随着工人薪资陷入停滞

经济的不平等继续加深，曾被讥为＂愚猛＂的技术性失业论如今越

看越像是容智之见。这一话语甚至还成了 2020年的一场希望渺茫

的美国总统竞选活动的依据：曾任奥巴马政府“全球创业大使”的

杨安泽 (Andrew Yang)撰写了一部洋洋洒洒的著作《对普通人的

战争》(The War on Normal People), 并在“人类至上“(Humanity

F i rst)平台上开展了颇具未来感的竞选活动。这也是全民基本收入

的概念在近两个世代首次被引入美国主流政治。美国服务业雇员国

际工会 (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 的前主席安迪·斯

特恩（ Andy Stem 池是杨安泽的支持者。斯特恩的著作《提高下限》

(Ra is ing the Floor) 是这套话语的又一实例。 10

和目前所提及的所有其他作者一样，杨安泽和斯特恩都竭力地

让读者相信：即便必须摒弃劳动力市场，资本主义的某种变体仍

然将会继续存在；但是，他们也承认了提出更激进版本的自动化

话语的极左派人物们所带来的影响。在《发明未来》一书中，尼

克·斯尔尼切克和亚历克斯·威廉姆斯提出：“诚近的一次自动化

浪潮势将“带来劳动力市场的＂急剧变革，因为它将逐渐涵盖经

济的方方面而“。”他们卢称，只有社会主义政府才有能力通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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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后工作社会或后稀缺社会的方式实现全自动化。在《四个未初
）一书中，彼得·弗雷斯 (Peter Frase) 颇为绩密地

(Four Futures 

探索了后稀缺社会之外的结果，包括是否仍会存在私有财产或是

否仍旧面临资源稀缺的困扰；他认为，劳动力稀缺间题得到解决后，

这两种情况依然可能存在。 12
和支持自动化话语的自由派人士一样，这些左冀作者们强调：

即便先进机器人的到来无法避免，”也未必代表着我们巳经步入了

后工作的世界”。 13 斯尔尼切克、威廉姆斯和弗雷斯都是全民基本

收入的支持者，但他们所支持的是这一理念的一个左翼变体。在

他们看来，全民基本收入的作用是搭建起一架通向“全自动化奢

华共产主义”(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 的桥梁。这

个由亚伦·巴斯塔尼 (Aaron Bastani)在 2014年创造的词汇所指

代的是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可能性目标。在这个词汇流行了五年

之后，巴斯塔尼的著作最终面世；该书勾画了一个自动化的未来

世界：人工智能、太阳能、基因编辑、小行星采矿和人造肉食让

人们得以拥有无尽的闲暇时间从事无尽的自我创造活动。 14 这也

为左冀提倡的集体自我牺牲和反消费主义的厉行节俭提供了一种

颇为必要的平衡。

忧虑重重

尽管这些未来主义者来自于政治谱系的各个角落，但他们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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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都同样源自于对技术变革轨迹的相同预测。而在新冠肺炎疫情衰

退期间，他们对技术变革的信心（也是这一自动化话语的特点）有

增无减。尽管技术变革本身并非导致岗位流失的原因（至少这一次

情况如此），但自动化理论家们认为，新冠肺炎疫悄大流行将加快

我们迈向更高程度的自动化的未来的进程。失去的岗位将不会复

得，原因在于，和人类不一样，从事烹任、清洁、回收、打包和看

护工作的机器人既不会感染新冠肺炎病碍，也不会传播给他人。 15

自动化理论家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

借助几个工作定义可以帮助我们解答这个问题。相较于其他减

少劳动力的技术创新，自动化的不同之处在于：自动化技术会完全

替代人力，而不仅仅是增强工人的生产能力。随着劳动力增强技术

得到应用，相应的工种仍将会继续存在，但是从事这类工作的工人

的生产效率将会得到提高。例如，在汽车生产线上加装新的机器能

够提高生产线的效率，但同时它并没有取消生产线工作；如果生产

一定数量的汽车，只需更少的生产线工人便可以完成这一工作。这

样的技术变革是否会造成工作岗位流失，取决于汽车行业生产率和

产出增长的相对速度：如果产出增速慢千劳动力生产率增速（这种

情形颇为常见，下文将会对此提及），那么岗位的数拭则会减少。即

便没有自动化的到来，情况也同样如此。相比之下，如同美国作

家库尔特·冯内古特 (Kurt Vonnegut)在小说《自动钢琴》(Player

Piano) 中所说，真正的自动化出现在“工作分类被｀嗖＇地一下消

灭掉＂的时候。“无论产扯再如何提高，都不会再有电话交换机操作

员或徒手轧钢的操作工。在自动化的条件下，机器已经完全替代了

人力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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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有关未来劳动场所自动化的争论转向于评估在如今及砓

的未来，技术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替代劳动或增强劳动。然而，仅
分这两类技术变革的难度大千人们的想象。如果一家零售商安装

了四台自助结账机，并且安排一名员工进行看管和定期调试，那

么这是否代表着收银作为一种职业的终结？还是意味着每位收银

员需要额外地操作三台收款机？对千这些问题，牛津大学马丁学

院 (Oxford Martin School) 的一项著名研究提出了一种极端的看汲

认为美国 47％的工作岗位处于自动化带来的高风险之下。此后，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发布的一项研究预测， 14％的岗位将

处于高度风险之中，而另外 32％的岗位则而临着工作方式发生显著

变化的风险。这些风险源自于增强劳动力的技术创新，而非替代劳

动力的技术创新。”

事实上，可以预见，这两种类型的技术变革都会导致大址的工

人失去工作。然而，这些估算数据中的最高值是否足以表明相较

于过去所发生的质的变化？这一点尚不清楚。有观点认为， “20世

纪 60年代的工人们从事的岗位中有 57％如今已经不复存在“。”除

了其他形式的技术变革之外，自动化向来是造成工作岗位流失的

一个待续性因素。我在这里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自动化技术是否

将会摧毁新增岗位（答案是肯定的），而是这些技术（如先进的机

器人、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是否加速了工作岗位的流失或放缓

了创造新岗位的速度，从而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长期失业
的困境。

如果情况的确如此，那么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正常运转将会被完

全颠裂。 198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瓦西里·列昂捷夫(\Vass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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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tief)对这一自动化理论的基础观点做出了较为简洁的表述，

指出“自动价格机制的有效运行严重地依赖“现代科技的一个怪

异的特性，即尽管现代技术带来了总产出前所未有的增长，但它

也加强了人力在多数生产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换言之，技术在

增强工人生产效率的同时，并没有让工作本身失去必要性。因为

工人还会持续赚取薪酬，所以他们对商品的需求是一种有效需求。

任何时候出现的技术突破都足以破坏这枚将资本主义社会拼合在

一起的脆弱珋钉。例如，通用人工智能可能会一次性地消灭很多

职业，导致大矗的劳动力陷入滞销。在这个时候，大多数人们偏

好的信息将会变成无用的信息，并在市场上消失。在借鉴了这一

真知灼见，并考虑了现今存在类似技术突破这一现实的基础上，

自动化理论家们常常会提出这样的观点：资本主义是一种短暂的

生产方式，它将会让位于一种不以薪酬工作和货币交换为基础的

新型存在形式。 20

自动化可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恒定特征；而自动化时代即

将到来的理论却不是恒定的特征，它是由技术变革的实例所推断而

来、对社会转型更为宏观的阐释。恰恰相反，这一理论在现代历

史中一直是周期性地反复亚现。至少在 19世纪中期，人们就已经

对自动化时代即将到来流露出了兴奋之悄。 1832年，查尔斯·巳

贝奇 (Charles Babbage) 出版了《论机器与制造业经济》 (On the 

Economy of Mach inery and Manufac tures) ; 1833 年，约翰·阿道

弗斯·埃茨勒(John Adolphus Etzler) 出版了《触手可及的天

堂，无须人力》 (The Parad ise Within the Reach of All Men, 叭thout

Labour);l835年，安德鲁·尤尔 (Andrew Ure) 出版了《工厂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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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Manufactures)。这些著作预言，将会很怍

(The Philosophy气
只需花费少批人力或只需人力监督的高度自动化工厂或完纨颈
工厂。他们的构想对马克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著作《资本旬

~~apital) 认为，一个由相互作用的机器构成的复杂世界正经历着
人力被驱离经济生活中心的过程。 21
有关自动化工厂的构想曾在20世纪 30年代、 50年代和 80年代

再度出现；到了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它们再一次地出现在了人

们的视野之中。它们每一次的出现，都会伴随或接着出现“灾难性

的失业和社会”时代即将到来的预言，并声称只有对社会进行潼构

才能阻止这些灾排。“指出这一话语的周期性并不意味着应当摒弃

与之相随的社会构想。一方面，这套自动化话语所预言的技术突破

仍有可能随时实现。它们在过去是错的并不代表将来也是错的。此

外，这些有关自动化的构想明显具有社会衍生性，它们指出了隐匿

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某些乌托邦式的可能性。事实上， 20世纪

最具远见的一批社会主义者当中，一些人本身就是自动化理论家，

另一些人则受到了他们的启发，包括赫伯特·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詹姆斯博格斯(James Boggs) 和安德烈戈尔茨 (Andre

Gorz) 。

考虑到它的周期性因素，自动化理论可以表述为资本主义社会

的一种自发话语。在结构性原因和偶发性原因的共同影响下，这些

自发话语作为思考社会局限性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资本主

义社会中。唤起门动化话语周期性亚现的是对劳动力市场运行的一

种深切忧虑：就业人数太多，而岗位又太少。为什么市场无法为很
多工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t作？针对劳动力需求低迷的问题，旧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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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话语的倡导者们从急剧的技术变革角度进行了解释。 23

岗位稀缺

如果说这套自动化话语在今天再度得到了广泛的认同，那么其

原因可以归结为它所指出的自动化的影响已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

全球资本主义未能给很多人提供他们需要的工作。换言之，长期以

来，劳动力需求一直持续低迷，并且这一点在失业统计中也未能得

到很好的体现。“劳动力需求不足已经体现在了经济衰退期（如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衰退）失业人数的激增及日趋严重的无就

业复苏上，而这一现象也有可能会在新冠肺炎疫悄衰退的余波中再

度上演。巧劳动力需求低迷也体现在就业不足的上升上，这已经得

以证明：既定年份的总收入中薪资所得份额出现了下降，而不是利

润所得份额出现下降。“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界一直认为，劳动

收入份额的稳定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现象，它能够确保经济发展

的收益得到广泛的分配。尽管各国大规校投资千所谓的“人力资本”

（体现为教育程度的提高和更为健康的生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七国集团 (G7) 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却出现了待续的下跌（如图l. l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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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七国集团（G7) 经济体劳动收入份额（1980-2015年）

纽：斡颌扭铲郓酝~ (OECD Compendiumof Produ如tylndkators), 2017年，舅1重，曷1&

这些变化代表养工人议价能力的急剧下降。而普通工人所面对

的现实情况要比统计数字更为严酷，因为薪酬的增长已日渐越趋向

千最高收入群体：声名不佳的“百分之一“人群。一方面，劳动生

产率平均增速和薪资平均增速的差距不断加大，渐增地导致了劳动

收入份额的下降；另一方面，平均薪资和中位数薪资之间的差距也

在不断加大，表明劳动收入正从生产和非管理岗位工人向经理人和

首席执行官 (CEO) 转移。其结果是，很多工人从经济增长中所分

得的收益正变得越加微乎其微（如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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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经合组织国家生产率与薪资差距 (1995—2013年）

注： 1995=100．劝准即妞人口厮妇哟值，钮志烂翻．日本相国舅至．沼国、意
熄聪蜘」、眈肘、翠．酝袒酶琛睬隙硕利、泥主茫三，
威加拿大、厮军三影茫主以色闷朕嘶洛伐克详见《经年赵，劲干展望》．

来濒：（经合组织经济霞望》 (OECD Economic Outlook), 201＂笃t,第2期，第五I, 图2.2.

在这些条件下，不断扩大的经济不平等只有依靠实施再分配计

划才能将其遏制。然而，“社会团结政治”的力盐随着时间的推移

已经日渐弱化。 28甚至连自动化话语的批评者，如经济学家大卫·奥

特尔 (David Autor) 和罗伯特. J．戈登 (Robert J. Gordon) 也同

样因为这些趋势而感到忧虑：经济出现了问题，导致了劳动力需求

的低迷。 29

那么，实际情况是否真的像自动化理论的支持者们所说的那样，

是急速的技术变革导致了劳动力需求低迷吗？在这个问题上，我同

自动化理论的批评者们持相同立场，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但是，在

论述的过程中，我也会对这些批评者们的观点予以批评：一方面在

于他们针对劳动力需求持续低迷问题所提出的不同解释只适用于高

收入国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也未能给出任何足以应对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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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榄j'j动力孟求不足的僻决方案，哪怕是一个激进的社会变妫
想。长期以来，劳动力孟求不足一直困扰杆世界经济，此外，加上
新冠肺炎疫悄的影响，这一问题可能会在接下来儿年中出现持鹉

恶化。竹先应扦1表明的扯，相较f自动化话语的批评者，我更加赞

同自动化话语中左派的观点。

即便自动化理论家的韶释砐终并不正确，他们至少还是让全世

界关注了劳动力需求持续低迷这个贞实的问题。他们也很好地构想

了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们所捉出的方案就整体而言是为了

实现人的解放。自动化理论家们是我们晚期资本主义的乌托邦主义

者。｀这个世界正面临打灾难的冲击：全球范围疫情肆店、不平等

不断加剧、新自巾主义面临失控、族群民族主义亚新抬头以及气候

变化威胁迫近。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动化理论家们尝试杆通过构想

一个实现了人的解放的未来，以此帮助我们走出这场灾难。在他们

构想的未来远谈中，人类将跨入历史进程的下一个阶段（无论我们

如何对其进行定义），同时技术将会把我们所有人解放出来．让我

们能够自由地发现和追随我们的热情。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是有

一点需要注意：同过去的许多乌托邦构想一祥．这些构想仍对建设

性礼会变革如何发生抱打技术专家式的幻想，盂婓将其予以剔除

我将在后文节节提出四个反驳观点，以此作为对自动化话语的

酶。第一，找认为，过去儿卜年的劳动力盂求下降并伟源 1'] 于技

术创新的空前发展，而是源自千经济停滞加探环埮下持续的技术变
革。第二，我认为，这一分动力需求不足通常表现为持续就业不足，
而 l卜大规极的失业现象。第三，我指出，由此导致的t人薪资微薄
将绯续为精英们所接受，甚至得到他们的欢迎；这意味杆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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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然不会自发自发地采纳类似全民基本收入的技术专家式解决方案

（同时，即便全民基本收入得到采纳，一个更大的可能性是它将会

支撑起一个高度不平等的世界，而不是帮助破除这样的世界）。第

四，我阐释了即使在完全生产自动化或接近完全生产自动化没有实

现，我们仍有可能创造一个富足的世界。之后，我指出了一条有可

能引领我们迈人这一世界的路径一—不是借助行政干预，而是通过

社会斗争。

回顾历史，只有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社会政策才会出现重大改

变。在今天，一场寻求改变社会秩序基本结构的新型大众社会运

动正在兴起，它所带来的压力可能会推动政策改革的出台。对此

我们不应该感到畏惧害怕，而是应当投身其中，帮助阐明这场运

动的目标和前进路径。如果这场运动遗遇失败，全民基本收入可

能会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但是我们不应该将分配改革作

为我们的目标，而是应当努力去构建一个后稀缺的世界。先进的

技术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个目标，即便全自动化生产可能无法实现，

甚至不受待见。

动化话语的回归是过往时代的症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症

候：它的出现正值工作岗位供需出现巨大缺口，甚至连零工杂活都

成了很多人争相抢夺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质疑市场监

管社会是否能够存续。甚至早在新冠肺炎疫悄暴发之前，劳动力市

场就已出现了规模空前的极端崩溃。这是因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

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世界人口中以出售劳动力（或出售劳动力

生产的简单产品）为生者的数址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相较于

常规的经济分析，反乌托邦的近未来科幻小说更适合用来描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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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现实状况：在我们炎热的地球上，小型无人机1E街环归
人力车夫的头顶上空飞行；宫人居住在有安保人员守E、采用 r心
候控制技术的社区，而其他人却只能在没有前途的工作岗位上；
时间、玩手机浒戏等。我们应当奋力挣脱这条时间轴线的束缚

，转

而踏上一条全然不同的生活轨迹。

在后稀缺的未来，人人能够获得生活一切所需，无一例外
居

稀缺的未来可能会成为人类抗击气候变化的基础。它还可能会成

为我们匪新构建这个世界的基础，让我们创造出衔姆斯·搏格斯

所描述的情形：“人类历史上将会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场枭，大众能

够自由地从事探索与思考、质疑与创造、学习与教学的活动，而

不必为下顿饭的着落担惊受怕。',31 在探索通往后稀缺未来道路的

过程中，不仅需要实现工作和收入的脱钩，还需要实现利润和收

入的脱钩。自动化理论家们已经认识到了前一点，而对千后一点

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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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技术导致工作岗位流失势将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那

么它必将会对服务业就业产生巨大的冲击－~在高收入国家，服务

业吸纳了约74％的就业人口，而全球范围内，服务业吸纳就业人

口的比例为 52%。 1 因此，自动化话语的倡导者们将目光投向于零

售、运输和食品服务环节出现的＂服务业自动化新形态＂。他们认

为，这些领域的“机器人化”发展”蒸蒸日上”，从事接订单、摆

货架、开汽车、做汉堡的机器人大军规模日益增长。同时，他们表

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大批服务业岗位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失去

用武之地，其中包括一些原本需要几年教育培训周期的岗位。 2 当

然，这些说法大多只是对技术影响未来就业模式的种种预测。这些

预测有可能会落空一一例如，在2020年 1 月的第一个星期，美国

大湾区有三家机器人公司或遭遇了关门倒闭，或被迫减少损失。 3

在阐释其观点时，自动化理论家们通常会在参照制造业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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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tIJI他们对服务业新趋势的设想。在制造业领域，就业
的基础上 4 想要评估这些理论家的观点，从分析自动灿
灾难已经爆发。 手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办法。毕竟，制造国
1；芦自9:l1:;领域，因为在车间内部可以“彻底简化归
工作环境，

以实现机器的门主运行”。 5T业机器人的出现即粒

久： 1961 年，
通川汽车公司的［厂里安装『全球第一台工业机器

人 “Unimate 。
” 即便如此，直到 20 世纪 60年代末期，研究制造

业的学者们仍对卢德派所担忧的长期技术性失业嗤之以易。在制

造业中，就业增长速度址快的领域也正是技术创新速度最快的领
域。其原因在于，在这些领域，价格下降的速度最快，从而刺檄

了产品需求的增长。 6 但是，那个时代早已结束。在过去的50年中，

工业化进程已被逆工业化所取代，这一情形不仅仅只存在于某－

领域，而是广泛地出现在了多数国家的制造业部门当中。 7

生产率悖论

在学术文献中，对逆T，业化”最常见的定义是制造业就业人门

占总就业人门份额的下降。”8 从 20 世纪60年代术 70年代初开始，

岱收入国家最先出现了制造业就业份额的评遍下沿 1970年，义

国制造业就业T人数址占全国就业人口总数的 22%, 到了 2017 年，

这一比例下降到（仅8%。在同一时期，法国制选业的就业比例从
23％跌至9%, 英国从30％跌至8%。相较而言，日本、德国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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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下降幅度略小，但降幅仍然颇为显著：日本从25％降至 15%,

德国从 29％降至 17%, 而意大利从25％降至 15%。上述案例中的

下降最终归因为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大幅下跌。美国、德国、意大利

和日本的制造业就业总数相较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峰值下跌了约

三分之一，法国的跌幅为 50%, 而英国的跌幅达到了 67%。 9

普遍认为，制造企业将生产线转移到了海外是导致这些高收入

国家出现逆工业化的原因。当然，对千贸易赤字规模全球最高的英

美丽国而言，离岸外包的确是推动其逆工业化的一个因素。但在包

括美英在内的上述所有国家中，制造业岗位流失同制造业绝对产出

规模的下降并不存在关联性。恰恰相反，以实际增加值测算，美国、

法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制造业产值在 1970年至2017年间增长

了一倍多。即便是在其中同期产值增速最低的英国，制造业实际增

加值也实现了 25％的增长。可以肯定的是，中低收入国家正出产

越来越多的商品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然而，高收入国家的逆工业化

不能仅仅归结为产能向中低收入国家转移，因为高收入国家在21

世纪第二个十年末期的制成品产批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同自动化

理论家们的核心预期一致，在产批增加的同时，生产这些产品的工

人数批却减少了。

正是基于这一点，评论人士们通常认为，导致发达经济体工业

岗位流失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而不是低成本进

口产品的涌入。“但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解释也不充

分。几十年来，制造业生产率一直在缓慢增长，经济学家罗伯特·索

洛 (Robert Solow) 也因此调侃道：“计算机时代的到来随处可见，

唯独在生产率统计里不见踪影。”“自动化理论家们也将这一“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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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悖论“视为他们理论阐释中的问题，对此进行了讨论一他1门将
此或归因于产品需求的疲软，或归因千低薪工人的持续存在。但是

他们低估了这一问题真正的重要性。其中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于美国

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稳定增长，自 1950年以来，其年均增速达到

了 3％左右。在此基础上，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

菲提出，自动化的影响可能体现于指数式增长的复合效应，而不是

增长速度的小幅提升。 12

美国官方的制造业增速统计数据过分地夸大了实际情形，因为

在这些统计中，生产出处理速度更快的计算机被视同为计算机产黛

增长。“因此，在美国官方统计中，作为制造业子行业的计算机和

电子产品制造业，其生产率水平在 1987年至 2011 年以年均超 10%

的速度飞快增长，即便同一时期其他子行业生产率增速已经跌至2%

左右。 14 从 2011 年开始，整个制造业呈现日渐恶化的趋势： 2017 年

全行业就业人口人均实际产出低于 2010年水平。制造业生产率增

速的崩盘恰恰发生在自动化理论家们认为技术发展应当推动生产率

迅速上升的时候。

修正后的美国制造业生产率统计数据与德国和日本等国已出现

的趋势更加一致。这些国家的制造业生产率增速已从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的峰值大幅跌落。德国制造业生产率年均增速从 20世纪五六十

年代的 6.3%, 下降到了 2000年至 2017年的 2.4%。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一下降趋势是追赶式增长时代落幕的一种意料内的结果。这一结

果仍然可能会让自动化理论家们感到惊讶，因为德国和日本在工业

机器人领域已经领先千美国。事实上，特斯拉在加州的高度自动化
汽车工厂中使用的机器人是由一家德国机器人公司所制造。“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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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德国和日本企业中制造业工人的人均使用工业机器人数士

比美国高出 60%。 16

即便制造业生产率增长低迷，所有这些国家的逆工业化进程依

然在继续；也就是说，逆工业化如自动化理论家们所预料的一样

出现了，但其产生的原因并不是他们所认为的那样。为了更详细

地探讨逆工业化的原因，我将会用到如下几个定义。产出，如上

文及下文所提及，是以实际或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增加值”为标

准对某一经济部门产址（生产了多少）的测度。 17 国内生产总值，

又称 GDP, 代表了整个经济体的增加值。本书使用的就业是指对

工人数址的测度，而不是对工作时间的测度一通常而言，除了

富裕国家以外，其他地区并无工时统计数据。而生产率则是产出

和就业人数的比率：每位工人产出越多，那么工人的生产率水平

就越高。对于任何经济部门而言，产出增长率 (AO) 减去劳动生

产率增长率 (AP) 等于就业增长率(/:lE)' 即 AO-AP=AE。 18 依

照其定义，这个等式是正确的。假设汽车行业的产出年增长率为

碑，而生产率年增长率为 2%, 那么我们可以算出，该行业就业年

增长率为 1%(3-2=1)。反之，如果产出每年增长 3%, 生产率每

年增长4%, 这意味若就业每年减少 1%(3-4=-l) 。

我们可以分析法国制造业产出增长率的崩溃，从而了解高收入

国家普遍出现的典型模式（如图 2.1 所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法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率远高于今天的水

平：从 1950年至 1973年，生产率增长率为年均5.2%; 且产出增长

率甚至更高，达到了年均5.9％的水平。其结果是，就业规模以每年

0.7％的速度稳步增长。自 1973年以来，产出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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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出现了下滑，但是产出增长率的跌幅远远大千生产率增长率的下
降幅度。到了 21 世纪初期，生产率年均增速为 2.7％，远远低于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时期的水平。然而，放缓后的生产率增长率此时已经
高千相应的工业产出增长率，后者仅为0.9%。导致的结果是，法国

制造业就业人数以年均1.7％的速度迅速收缩。甚至在此之前，逆工

业化的进程事实上已经开启；在制造业就业人数增长率持续低千总

劳动人口增长率之后，制造业的就业份额很快进入了下行轨道。

6 

4 

．实际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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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法国制造业部门 (1950一2017年）

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生产率与小位劳动力地本出际比较）（Confe代nee Board, International 

Com"心onsofProd哎ivityand Unit Labour Costs), 2018 年7月版．

分析法国制造业产出增长率的崩溃有助千解释为什么自动化理

论家们会错误地认为制造业生产率在快速地增长。相对于产出增长

率，生产率增长率一直处于高位，但并非因为生产率增长相较以往

出现了提升—一如果真是如此，这将是自动化加速的一个确定的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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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实际的原因恰恰相反，这一趋势的关键在于产出增速相较以往

出现了显著的放缓。在其他国家的统计数字中也能够看到同样的模

式：制造业产出水平没有出现绝对下降（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

但产出增长的速度却出现了下降，因此产出增长速度持续低千生产

率增长速度（见表2.1)。随着一个接一个国家出现工业产出增长

速度跌破相应生产率增长速度，经济指标证的下降成了质的影响：

制造业就业份额逐步下降。经济停滞的恶化同技术活力不足因素相

叠加，催生了劳动力的全球逆工业化。

表2.1 制造业增长率 (1950—2017 年）

（单位:%)

项目 年份 产出 生产率 就业

1950-1973 4 .4 3.1 1.2 

美国 1974-2000 3.1 3.3 -0.2 

2001-2017 1.2 3.2 -1.8 

1950-1973 7.6 5.7 1.8 

德国 1974-2000 1.3 2.5 -1.1 

2001-2017 2.0 2.2 -0.2 

1950-1973 14.9 10.1 4.3 

日本 1974-2000 2.8 3.4 -0.6 

2001-2017 1.7 2.7 -1.1 

来汲：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生产率与单位劳动力成本国际比较》 (Conference Board, lnternotlona/ 

Comparisons of Productivity and Unit Labour Costs), 2018 年7月版．

这种“产出主导＂的逆工业化无法从纯粹的技术角度进行解释。 20

经济学家们从其他角度进行的解释大多将这一趋势视为发达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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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无害的演化特征。“然而这一观点本身并不能解释这种所谓
的经济演变为什么会伴随着人均GDP的极端变化。逆工业化最早

出现在20世纪 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高收入国家，彼时也是美国
欧洲和日本人均收人趋同时期的末尾阶段。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逆

工业化”过早地”荽延到了中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也出现了较大

的差异（如图 2.2所示）。“很多贫困国家的工业化峰值水平极为低

下，可能说它们从未出现工业化反而更准确些。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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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全球逆工业化浪潮（1950—2010年）

翘：格罗预帐骡展的谗凇据库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TO-Sector Database), 2015年1月版．

20世纪末出现了一场堪称全球性的逆工业化浪潮： 1991 年至

2016年，全球制造业绝对就业人数年均增长0.4%,但这仍然远低

千全球劳动力的增长水平，导致制造业占总就业人数份额同期下降

了 3个百分点。 24 中国是一个重要的例外，但只是部分例外（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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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劳动力的全球逆工业化 ◄

2.3所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国有企业裁减了数百万工人，

造成了制造业就业份额的稳步下降。 25 从就业角度看，中国在21

世纪初的几年开启了再工业化的进程，但是到了 2015年前后，逆

工业化却又再度出现。自此之后，中国制造业就业份额出现了大幅

下降，从2013年的 19.3％跌至 2018 年的 17.2%。如果逆工业化的

出现无法从自动化和发达经济体内部演化的角度进行解释，那么导

致这一趋势的原因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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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中国、印度和墨西哥的逆工业化 (1980-2017年）

来源：世界大型企业一合会《生产率与单位郣动力成本国际比较》 (Conference的a戊 lntem11心na/

Com庄茄ons of Productivity and Unit扫切ur Costs), 2018年7月版．

制造业产能过剩之弊

经济学家们解释逆工业化的原因所忽略的一点，也同样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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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自动化理论家们的关注。实际悄况是，制选业的产i1i增＂
出现了下降趋势，这一心势不仅仅出现在某个旧家，而是出私
了全世界范围内（如图 2.4所示）。“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球

制造业实际产出以年均7.1％的速度增长 这数字在70年代逐

渐降至4.8%, 在 1980年至2007 年又跌到了 3.0%。从 2008 年至

2014年，全球制监业产出的年均卅速仅为1.6%-—不到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黄金时代＂的四分之一。 27 值得注店的是，这些数字

还计入了中国制造业急剧扩张的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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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图2.4 全球制造业和农业产出 (1950-201心和

翘叩印郔（201冈看顾霉饺计）（WorldT心允0沪心(m/nmm的心I Trac.允 5”“tC

2015),加1a. 《世界订品出口．产出和国内生产总值(1950-2014)) (World Mercht1nd心＆尸邓

Prodvct1onand GDP). 

这肌我们仍然可以川全球制迩业产出培长率急剧放缓米斛释为

什么制迅业生产率在表面上增长迅速，而实际上却出现f相较以仕

大幅的增速放缓如自动化理论家们所说的那样，在产1止增加的I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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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数址却减少了，但是它的原因并不是技术

变革推动了生产率的高速增长。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一一制造业之所

以出现了生产率迅速增长的表象，是因为参照对比的指标一一产出

增长出现了持续的缩减。

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的观点一致，我认

为全球逆工业化浪潮的出现并非源自急剧的技术变革，而是首先源

自全球制成品市场日益恶化的产能过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

能过剩的规模开始逐步加大。在战后不久的一段时期内，美国是世

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拥有砐先进的技术： 1950年，美国经济每

小时的产出是欧洲国家的两倍以上。“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欧洲、

东亚和东南亚的发展，美国将技术分享给了曾经的对手~国和

日本以及其他“前线“国家，从而将其纳人自己的安全保护伞之下。 3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前几十年中，这些技术转让对欧洲国家和日

本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出口导向的快速扩张创造

了机会。除了这一战略之外，这些国家还通过 1949年货币对美元

贬值提高了它们的国际竞争力，但这一举措的代价是本国劳工阶层

购买力的削弱（在很多欧洲国家，左派政党因此被驱逐出政府）310

然而，如布伦纳所言，全球制造业产能扩张很快引发了过剩问题，

导致制造业产出增长率出现了“长期哀退”。

在此过程中，起到关锦作用的不仅仅是后来阶段全球南方国家

的制造业产能扩张，同样还有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在

较早时期的产能构建。在这些国家，出现了战后早期的一批低成本

生产商。这些企业首先成功打入了全球工业品市场；其次成功地打

人了此前固若金汤的美国国内市场。由于同低成本生产商的竞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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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加剧，美国工业产出增长率从20世纪 60年代末开始出现下闭

导致了就业的逆工业化。为了应对进口渗透率的上升，美国在20

世纪 70年代初打破了布雷顿森林秩序，通过美元贬值的方式提高

了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些问题也从北美和西北欧癹延到了整

个欧洲大陆和日本。 32

尽管这些窃收人地区企业之间的竞争仍在不断加剧，但这仍然

无法阻挡更多国家纷纷跟进投入打造制造业产能、推行出口导向增

长战略并跻身全球制成品市场。随轩制造业产能开始扩张并参与国

际竞争，制造业产出增长率的下降和随之而来的劳动力逆工业化开

始向更多地区癹延：拉丁美洲、中东、亚洲和非洲，乃至全球。在

1982年第三次世界债务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实施结

构调整计划的过程中，大多数发展中地区出现了逆工业化。随着贸

易自由化推动贫困国家开放进口，金融自由化促使热钱流入“新兴

市场”，这些国家的货币开始急剧升值。随若市场竞争的加剧，这

些地区的单位劳动成本也出现上升。其结果是，企业既无法同进口

产品竞争，也无力将产品出口海外。”

逆工业化不仅是技术发展的问题，还是全球产能和技术能力过

剩的问题。在竞争更为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工业快速扩张也变得更

难实现。“全球制成品市场价格低迷是导致这一问题向全球扩散的

机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货币估值变化在决定竞争力方面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35。正如同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 (Dani

Rodrik) 所言，“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了逆工业化”，原

因在于发展中国家被“暴露“千资本主义核心的”相对价格趋势”
之下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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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制成品价格的低迷导致了单位资本收入比率的

下降（资本生产率的下降），继而带来了利润率的下降，再而造成

了投资率的下降，最后导致了产出增长率下降。”在这种环境下，

企业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市场份额竞争：随着整体增长率的放缓，新

创公司只有通过抢夺老牌企业的市场份额才能实现快速发展。老

牌企业采取的应对策略是退居到了全球价值链的顶端。产能过剩可

以解释为什么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生产率增长率下降的严重

程度低千产出增长率的下跌。有的企业尽其所能地提高了生产率水

平，从而努力跟上竞争对手的步伐，尽管其产品需求的增长速度仍

然较慢；有的企业则最终关门倒闭、从此不再计人统计数据。“尽

管相较以往而言，技术创新在推行速度上有所放缓，但仍然造成了

整个制造业部门的岗位流失。 39 随着产出增长率下滑并接近（在很

多情况下低千）生产率增长率的情形在各国接连出现，逆工业化葵

延到了整个世界。

如果我们能够摆脱工业自动化的视角，转而从全球产能过剩角

度去解释全球逆工业化浪潮，那么我们就会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些原

本看似矛盾的特征。例如，产能过剩的规模越来越大，这解释了为

什么逆工业化不仅伴随着新型节约劳动力技术的开发，还伴随着大

型劳动密集供应链的建立一~一做法通常还会对环境造成更大的

破坏。 40 这一过程的关键转折出现在20世纪 60年代，彼时，日本

和德国的低成本产品打入了美国国内市场，造成美国工业进口渗透

率从60年代中期不到7％的水平簇升至70年代初期的 16%。”从那

时起，高劳动生产率无法继续充当抵御低薪国家竞争的屏障。在这

一背呆下，采取了生产全球化作为应对策略的公司均取得了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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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而对价格竞争，美国的跨国公司建立了国际供应链，将生产
过程中劳动较为密集的环节转移到国外，并引入供应商竞价从而坐

收最优价格。 42 6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设立了首批出口

加工区。就连曾在圣何塞地区生产电脑芯片的硅谷也将生产转移到

了低薪地区，在那里采用了较为低端的技术，并受益于较为宽松的

环境污染和劳工安全法律。 43德国和日本的跨国公司也推行了类似

战略，并在所到之处都能获得新建运输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的

支待。”

生产全球化使得全球砐富裕经济体的制造能力得以保留，但是

它并未扭转劳动力逆工业化的整体趋势。随着供应链在世界各地纷

纷涌现，越来越多国家的企业被卷入世界市场竞争的波涡之中。在

一些国家，这一过程还伴随着新建工厂选址位笠的改变：面向国内

市场生产的铁锈地带 (Rust Belt)开始衰落；融人全球供应网络

的阳光地带（ Sun Belt)则出现了急剧扩张。在美国，查塔努加

的兴起以底特律的衰落为代价；在墨西哥，华雷斯的兴起以墨西哥

城的衰落为代价；在中国，广东的兴起以东北的衰落为代价。“但是，

考虑到世界市场扩张速度的整体放缓，面向世界市场的重新定位结

果也不尽如人意：阳光地带的兴起未能抵消铁锈地带的衰落，导致

了全球逆工业化的出现。

与此同时，全球制造业产能过剩也解释了为什么成功实现高度

机器人化的国家并不是遭受逆工业化程度最为严重的国家。 2016

年，以制造业中每于名工人使用机器人数挝衡址，同美国 (19) 和

英国 (7) 相比，韩国 (63)、德国 (31) 和日本 (30) 在实现完全

自动化的道路上走在了前列。而在同一年，韩国(17%)、德国(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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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本 (15%) 的制造业就业份额显著高于美国 (8%) 和英国 (8%)

的水平。在激烈的全球竞争这一背尿下，商度机器人化转化成为了

国际竞争优势，帮助企业为其生产的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矗取更多

份额。与美国工人不同的是，欧洲和东亚企业的工人认为自动化有

助千保护他们的工作岗位。 46 中国企业也一直是全球制成品市场的

主要参与者，为中国工业部门的产出增长和就业增长提供了巨大的

推动力，但中国企业在这一领域的进步并不是因为窃度的机器人化

(2016年中国制造业每千名工人中只部署了 7 台机器人），而是由

于低薪酬、中高端技术和强大的基础设施能力几个因素的叠加。不

过，结果还是一样的：尽管全系统内存在产能过剩和增速缓慢问题，

中国还是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因为中国的企业能够从其他企业手

中夺取市场份额一一不仅在美国，在墨西哥和巴西等国家也同样如

此，否则就也无从实现工业化。在平均增长率较低的环境中，企业

只能抢夺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来实现高速增长。随着薪资水平的提

高，中国是否还能保持其竞争地位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中

国企业一直在推行机器人化，从而试图避免这种可能性的出现。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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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紊从产能过剩加剧的角度解释了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的

原因。从表面上看，我所引述的证据似乎无法解释整体经济的趋

势：薪资停滞、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劳动参与率下滑以及经济衰退

后的无就业复苏一在自动化理论家们看来，出现这些趋势的原因

在于技术活力的提升。因此就各国服务业乃至全球经济劳动力需求

的下降而言，自动化似乎仍然是一种很好的解释。然而，自动化对

服务业产生的影响远不及它对制造业所造成的冲击。事实证明，相

较于自动化理论家们提出的技术活力说，我提出的工业停滞恶化说

能够更好地解释更大范围内出现的劳动力衍求下降问题。其原因在

于，自 20世纪70年代起，随若各国接连出现制造业产出增长率的

停滞，并没有出现能够替代工业部门的顶要经济增长引擎；相反，

伴随着制造业产出增长率放缓的是整体GDP增长率的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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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引擎失速

这些相互交织的趋势在高收人国家的经济统计中颇为显眼。法

国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如图 3.1 所示）。 1950年至 1973 年，法国制

造业实际增加值年均增长5.9%, 经济总泣实际增加值 (GDP) 年

均增长 5.1%。从 1973 年开始，这两种增长率均出现了显著下跌

2001 年至 2017年，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仅为 0.9%, 相比之下，

GDP增长速度稍快，但仍旧缓慢，年均增速仅为1.2%。需要注意

的是，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制造业增加值增速通常高于经济增

速。制造业充当了整体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从 1973 年开始，制

衾
〉
讲
业
芬
饮
卧

．和监业

总产出

1950一1973年 1974一2000年

_ -01 
2 ．

严图3.1 法国制造业和总产出增长 (1950-2017年）
虹．世界尤腔沮玲会《生产率与单位劳动力成本国际比较》 (Conference 幻ard, /ntemat／砰l
Comparisons of Productivit y and Unit Labour Costs), 2018 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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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增加值增长率被整体经济增长率反超。类似模式也同样出现在

了其他国家（见表 3.1)。出口主导型增长引擎逐渐失速，与此同时，

各国接连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大幅放缓。 2

研究逆工业化的经济学家们常常指出，尽管制造业在名义GDP

中所占份额出现下降，但它在实际GDP 中所占份额一直较为稳定，

这一情况直到近年才有所改变。

表3.1 制造业和GDP增长率 (1950一2017年）

（单位％）

项目 年份 制造业增加值 GDP 

1950-1973 4.4 4.0 

美国 1974-2000 3.1 3.2 

2001-2017 1.2 1. 9 

1950-1973 7.6 5.7 

德国 1974-2000 1.3 1. 9 

2001 一2017 2.0 1.4 

1950-1973 14.9 9.3 

日本 1974-2000 2.8 3.2 

2001 一2017 1. 7 1.9 

来溉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生产率与单位劳动力成本国际比较》 (Conference 80/Jr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Productivity and Unit labour Costs), 2018 年7月版．

也就是说，在 1973年至2000年，制造业实际增加值和实际GDP

的增长速度大致相当。 3 同时也没有出现需求从工业向服务业的明显

转移。这说明随着制造业的活力出现衰退，整体经济的活力也同样

开始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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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衰退从制造业传导至整个经济体系的主要机制是投资速度的

放缓，它所对应的是用于扩大生产的商品服务需求出现下降。这

一现象反过来又会减少企业对工人的雇佣、继而抑制消费的需驭

从整体经济角度看，产能过剩造成了投资不足的表象一尽管因

为结构性的特点，投资不足并无明确解决方案。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的资本存批（即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建筑、设备和软件的价值）

增长率出现了日趋下降（见表 3.2)。例如，美国资本存最年均增

速在 1951 年至 1973 年为 3.6%, 这一数字在 1974年至 2000年下降

至 2.8%, 在 2001 年至 2017 年又跌至1.8% (2009 年之后，美国资

本存扯年均增速仅为1.3%) 。 4 随着一般企业纷纷削减用于扩大固

定资本的投资规模，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也开始出现下降。这

是因为劳动节约型技术创新或通常体现为资本品 (capital good), 

或需要通过对资本品的补充投资才能实现。 51951 年至 1973 年，美

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为 2.4%,这一数字在 1974 年至 2000年降

到了 1.4%,在 2001 年至 2017年又跌到了1.2% (2011 年至 2017 年，

生产率年均增速仅为 0.7%)。其他高收入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甚至

更为严重的趋势。

表3.2 资本存量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1950—2017 年）

（单位％）

项目 年份 资本存盘 生产率

1950-1973 3.6 2.4 
美国 1974-2000 2.8 1.4 

2001-2017 1.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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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项目 年份 资本存量 生产率
- - 

1950-1973 6.9 4.7 

德国 1974-2000 2.3 1.7 
2001-2017 1.0 0.7 

1950-1973 9.3 7.6 

日本 1974-2000 4.7 2.5 

2001-2017 0,7 0.7 

来源．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经济总量数据库 (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 2019年

4月版；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宾州大学世界统计表9.1 》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Penn World Table 9.1), 2019年9月版，检索自美国牵洛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储备经济数据库

(FRED,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因此，制造业活力衰退所导致的整体经济停滞趋势解释了经济

系统中为什么会出现劳动力需求下降的问题，以及自动化理论家

们提出的问题：实际薪资停滞不前、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等。 6 整个

经济体系之所以出现劳动力需求下降，并不是因为自动化提升了

服务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率；事实恰恰相反，非制造业的生产率

增速甚至低于制造业水平。以德国和日本为例， 2001 年至 2017年，

两国制造业生产率年均增速度分别为 2.2％和 2.7%, 而同期两国整

体经济生产率增速均仅为0.7%。自动化理论家们又犯了同样的错

误：他们认为，生产率正经历着快速的增长；但事实上，产出增

长率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急剧的下降。

同高收入国家一样，在包含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这些

趋势也同样明显（见图 3.2) 。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球制造业增

加值和GDP分别以 7.1％和 5％的速度快速扩张，并且制造业增加

值增速大幅领先千GDP增速。自 70年代开始，随若全球制造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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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全球制造业和总产出 (1950—201”平）

扭：世界贸易组织《2015年国际贸易统计》 (World Trade Organ iza tion, ln tema tiona/ Trade Statistics 

201S), 表A1a, 《世界商品出口、产出和国内生产总位(1950一2014)) (World Merchand ise Exports, 

Produc tion and GDP, 1950- 2014). 

加值增速放缓，全球GDP增长也同样放慢了步伐。在此后的几十

年中，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在大部分时间里都继续领先于GDP

增速，但其领先幅度巳大为减少。这两个指标在2008年至2014年

的年均增长速度尤为缓慢，均为1.6%。这义一次说明了随着制造

业增长率的下降，并未出现可以代桲t业的冲长引节 并非世界经

济所有区域都经历了同样或同等程度的放绥，但是，即便是包括中

国在内的这些经历快速增长的国家也不街不应对全球经济的放绥及

其后果。 2010年后，中国经济增长率出现了fK许的放级．经济开

始［逆工业化印度也经历了同样的情况。其他金砖国家经济体一－

南非、俄罗斯和巴西的情况更精： 201 l 年前这些国家经历了增长率

的册溃，然而这还只是新冠肺炎疫悄危机之前；新冠肺炎疫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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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导致了全球制造业生产规模的大幅削减。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率和GDP增长率可能会在21 世纪20年代出现进一步的下降。

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经济趋势可以看出，制造业是一台驱动

经济增长的独特引擎。 7 通过推行适用于多领域的技术，生产率的

逐步提高通常能够很快在工业生产中得到体现。工业也同样能够受

益于大规模经济，随着产址的增加，生产率水平也会随之提高。事

实上，根据凡登定律 (Verdoorn's law) 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工业

产出增速越快，则生产率增速也会越快。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当前

经济出现停滞期可归因千技术发展前沿的枯竭－一书f佛所有的发明

创造都已间世，不会再有新的发明出现，但实际情况更有可能是工

业扩张速度的放缓导致了工业生产率增长的低迷，而非反之。 8

同时，工业部门并不存在必然的界限：其范畴涌盖所有可由工

业流程实现的经济活动，并且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会通过工业方式

得以实现。将工人们从衣业、国内工业和国内服务业低生产率岗位

转移至工厂高生产率岗位的劳动力再配置过程提高了工人的人均收

人水平，也由此提高了经济增长率。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

收人堪比西方水平的经济体也大多是通过工业化实现了收入的大幅

提升。它们抓住了为世界市场供应产品的机会，不断扩大规模、采

取先进技术，从而实现了单靠本土市场需求无法实现的高速增长。 9

制造业的直要作用似乎令人惊讶，因为从增加值角度看，制

造业部门在经济活动中的份额正在不断缩小。但是从总产出角度

行，制造业在整个经济领域有着更为显著的＂足迹＂。和增加值

有所不同，总产出还活盖中间投入品（即企业所消耗的商品和服务）

的成本。”即便是在贸易逆差巨大的美国，其2000年制造业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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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也占到了 GDP总批的42%。在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一份额
下降至30％（这十年间经济停滞的问题日渐恶化）。日本制造业总

产值占GDP的比觅仍然相对较窃，在 2017年，这一比重依旧高达

59%。
II 

替代引擎的缺位

由于技术能力广为复制、全球产能出现过剩、市场争夺日趋激

烈，工业化的增长引擎逐渐停滞，同时尚未出现替代性的引擎继续

驱动经济快速增长。工人从低生产率岗位向高生产率岗位的转移再

配置并没有出现，相反，在服务部门出现了工人们大规模转移到低

生产率岗位的情况。随着各国开始了逆工业化的进程，这些国家逐

渐积累了规模巨大的金融化资本。这些资本偏好于持有高流动性

资产并从中获利，而无意于长期投资新的固定资本。“尽管工业产

能过剩规模茹居不下，但对于资本而言，实体经济中没有利润更高

的投资领域。如果这样的领域此的存在，我们就会发现其存在的证

据－—更高的资本积累率以及因此而更商的GDP增长率。但现实

的情况恰恰与此相反，我们右到的是持续的投资缩减（企业纷纷动

用闲笠现金回购股票或分红派息）以及因可贷资金远大于需求而导

致的长期利率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大证的资金流入金融资产。巨大资产泡沫的扩

张周期性地催生了“财富效应”：订裕家庭将年收入更大比例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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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因为表面上看其资产似乎为他们创造了财富。 13美国经济已

经越来越依赖于这种泡沫驱动的消费支出。 14一旦泡沫破灭，这些

富裕家庭就会缩减消费、偿还债务，从而催生周期冗长的经济衰退。

日本在 1991 年泡沫破灭之后，成为了首个经历资产负债表停滞的

国家，因此这一现象有时被称为“日本化”。“经济泡沫破灭之后

出现的增长放缓表明，能替代制造业持续驱动增长的经济引擎尚未

出现。事实上，尽管发达经济体出现了金融化的现象，其兴衰仍与

制造业的命运紧密相连（这有助于解释企业在应对积累过剩时为什

么会试图提高现有产能的灵活性和效率，而不是将市场份额拱手让
给其他国家的低成本公司）。 16

例如，在 20世纪 80年代末90年代初，低迷的美国制造业经历

了短暂的复苏，其原因在于美元的大幅贬值、实际薪资的停滞以

及公司税的下调。这些因素大幅提升了美国工业企业的国际竞争

力，同时也牺牲了国内劳工阶层的利益。“学界将这一时期美国

经济的回暖视为由信息和通信技术引领的短暂繁荣。但是，这一

时期美国经济的运行并未脱离全球经济下滑趋势。 1985 年后，随

着美元的贬值，相应出现了欧洲和日本货币的升值，造成欧洲和

日本企业制造业竞争力的下滑、固定资本投资率的跌落以及经济

增长率的放缓。“这些地区并未出现信息和通信技术引领的经济

复苏；相反，从20世纪 70年代到 21 世纪初，欧洲和日本的经济

增速出现了长期的放缓。从日本制造业流出的资本涌人了金融资

产，导致该国的房地产泡沫（资产泡沫时代最大的泡沫）进一步

膨胀，此后，泡沫的破灭将日本经济拖入困境并对世界经济造成

了威胁。日本银行在 20世纪 90年代初采取了紧急措施加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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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也为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制定政策硕

了模板。
19 

20世纪 90年代中期，由美国推动的美元升值在一定程度上为a

本和德国经济国际地位的恢复创造了空间，从而避免了一场更烤
全球性危机然而，这场救援行动也造成了一个意外后果：美吹

货币同美元挂钩的东亚国家（如韩国）眼睁睁地乔看刚出现不久的

经济繁荣化为泡沫 其制造业部门不再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引飞；资

本从制造业逃岛，转而流入金劭资产。由此导致的资产泡沫的破裂

（东亚出现的时间是 1997年，美国出现的时间是2001 年和 2007年）

暴露了由工业产能过剩和投资不足导致的深层次结构性停滞趋势））

由于尚未找到能够替代制造业充当增长引笠的可持续驱动力，

因此这也解释了贫困国家政府鼓励国内生产商打入巳经供过于求的

国际制造业市场的原因。 21 作为全球性需求的重要来源，国际市场

的地位仍然尚无替代。农业也存在产能过剩，其严重程度甚至超过

了工业；与此同时，不可贸易业态占多数的服务业在全球出口中仅

占据着极少的份额。 22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如想同国际市场保持紧

密的联系，那么就必须想方设法嵌入T一业领域 2001 年至2007 年，

全球制造业扩张的加速为金砖经济体（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

和南非）的出门导向发展创造f机遇，一些经济学家也由此提出了

贫窃地区收入趋同的理论，并认为这一态势改变了殖民主义遗产长

期存续所导致的长达数百年的收入分化。”然而，事实证明这一短

暂繁荣依赖打高收入国家的侦务驱动型消费，而这一消费桢式也随

打2007年美囚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戛然而止——这一现象再一次揭

示了全球t业产能过剩和投资不足的整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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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经济下滑对中低收入国家的破坏性尤其严祖，不

仅因为这些国家更为贫闲，而且还囚为经济下滑的出现正俏劳动力

迅速扩张的时代。从 1980年到 2018年，全球劳动力人口（包括领

薪劳动力和无薪劳动力）增长了约 75%, 逾 15亿人加人了全球劳

动力市场。 24 这些劳动人口大多生活在较贫穷的国家，他们在人生

的成长和求职阶段恰不逄时地赶上了全球工业产能过剩开始塑造后

殖民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时代。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

和欧洲制成品进口增长率的下跌引发了 1982年第三世界侦务危机，

随后，在全球增长不断放缓、中国竞争力持续提高的背呆之下，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推行了结构调整，此举推动了各国进一步地融

入全球市场。 25

对此，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只要将时间从非常态化的战后“黄

金时代“向前推移（如推移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会发现

全球增长率低迷也只是一种常态。但是，从全球角度审视劳动力

需求的下降，可以帮助我们解答这一疑间。诚如所言， 1870年至

1913年，欧洲“美好时代”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与今天的增长率具

有更大的可比性。 26然而，在那个时期，大部分人口仍然生活在

农村，生产的东四也多用于生活所需。”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欧

洲各大国不仅将新型制造技术的传播限制在少数几个地区，还积

极椎动其他经济体的逆工业化。 2R尽眢劳动力市场人数出现下降、

l业化狻盖国家的数批亦有缩减，和战间期的悄形相似，第一次

批界大战前的劳动力需求持续低迷，导致了就业不安全感程度的

加探、不平等加剧的后果，也造成了旨在推动经济关系变革的社

会坠功汹涌膨湃。”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今天的世界的确同“美

043 



后稀缺
叩旷小米_r ft 

好时代＂颇为相似。 30 然而，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如今全球劳

动力市场上求职的人口比例远高千此前这一时期；在劳动力需求

低迷的经济环境之下，这些求职者也饱受工作不安全感的困扰

同时，由千经济停滞趋势尚未韶决，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因

素，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下降。

历史上的先例表明，和战争不同的是，疫悄大流行过后并不会出

现经济的繁荣，而是会出现GDP增长率的长期下降。 31

技术的影响

在自动化理论家们看来是由技术活力提升导致的结果，实际上

是几十年来制造业产能过剩和投资不足造成的经济停滞加剧所导致

的后果。这些理论家们认为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加快是导致劳动力需

求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而玵实上产出增速的下降才是造成这一现

象的主要原因。这一错误认知的出现也并作亳无由头。决定劳动力

需求的因素是生产率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他们错误地

理解了这一差距的缩小（他们误认为其原因在于生产率增长率的提

高，而非产出率增长率的下降）导致了这一自动化话语谬以于里。

为了支待其有关劳动力需求低迷原因的观点，自动化理论家们还试

图搜寻技术方面的证据。在这一过程中，自动化理论家们遗制了能

够解释这一现象的直正原因：全球制造业市场拥挤不堪、固定资本
投资率持续下降以及相应而来的经济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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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即便自动化本身并非导致劳动力需求低迷的主要原因，
在一个增长缓慢的经济体之中， 技术变革仍然可以造成大规模的
岗位流失。 例如， 2000 年至 2010 年， 美国制造业出现了急速的岗
位削减。 如果经济能够保持快速增长， 则很容易创造新的工作岗

位填补流失掉的工作岗位（这将会是 “创造性破坏＂的经典案例）。 32

相比之下， 在经济持续放缓的环境下， 失业工人们将会面临巨大

的就业障碍。 理清这些更为广泛的经济条件让我们能够煎新探讨

技术对岗位流失的影响， 并解释
“

自动化
”

这个词对千其普遍发

生模式而言具有一定的误导性的原困。

在寻找技术和岗位流失之间种种关联的过程中， 自动化理论

家们的做法令他们误入歧途。 很多文献将数字时代的研发活动描

述为身着白色实验服的工程师们追随技术指引， 而无需担心
”

最

终结果
”

或
“

社会后果
”

。 33
一张张展示计箕能力呈指数级增长的

图表（揭示处理器速度增长的联尔定律成为了 一般性技术变革的

代表）表明技术将会沿珩预设路径自动发展，J4 继而激发人们遐

想
“

奇点
”

时代即将到来：在这个时代． 机器智能将砐终催生科

幻式的人工通用智能， 其发展速度将会远超人类想象。 ”

在现实中， 技术的发展是一个高度资源密集的过程， 因此， 研

究人员在探索某些研究路径的时候， 不得不以牺牲其他研究路径为

代价。 在我们的社会中， 企业必须专注于开发可盈利技术。 由于数

字服务多是在线免费为终端用户提供的， 想要从中赚取利润颇为困

难。 社交网站Facebook的工程师们并未专注千推动人工通用智能

的发展， 而把时间花在了研究老虎机上， 想方设法让人们沉溺于他

们的网站， 不断地返回查珩通知、 发布内容、 浏览广告。 36 其结果

045 

、

. 

, 



· _ 

后稀缺
自1汕化吓I` `t; I f1 

是，和所有的现代技术一样，这些数字产品远远未能实现“社会
中立” “由美国政府开发、资本主义企业塑造的互联网并 I卡其唯

一可能的存在形式。 }8机器人技术也同样如此：在技术进步的路径

选择方面．资本对丁作过程仍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39 能够赋予装

配线飞人以力批的技术无人问汴，而能够全方位监控他们的技术却

备受热捧。 40对于想借助现有技术来实现解放人类这一新门标的人

上而言，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变革的这些特点可能将会产生亟大的影

响。通过利润驱动的技术进步实现人类从乍苦劳作中解放出来的可

能性微乎其微，至少就其本身而言几无可能，特别是在劳动力仍然

廉价、充裕和容易剥削的领域，情况更是如此。

然而，即便技术变革不会完全导致工作的终结，也会周期性地

在某些行业内造成大规模的工作岗位流失。部分悄况下是因为技术

能够推动某一特定工作流程的完全自动化，而更多的情况下则是因

为技术创新能够帮助企业破除长期抑制特定行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

陷碍因素。例如，农业是较早被现代生产方式改造的行业之一：在

15 、 16世纪的英格兰农村地区，新型封闭农场齐牧方式同作物轮

作的结合提高了农业产址。但是，由于农田不平整和季节周期因素

的影响，农业机械化仍然很难实现，因此在儿个世纪中，农业仍是

就业的主要方向。 41 到了 20 世纪 40年代，即养合成肥料的进步、

作物的杂交、农具的机械化和杀虫剂的发明，农业和寄牧业的T，业

化形态得以发展，其中的运行逻紨也巾此发生了变化。 42

随祚一处处农场变得如同一座座露天［厂，劳动生产率也有了
飞速提高 由于农业产出需求的增长有限，农业部门裁员的速度
也颇为惊人。直到 1950年，酉德农业部门还雇佣着24％的劳动人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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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法国为25%, 日木为42%, 而意大利则为47%; 到了 2010年，

这些数字都已跌到了 5％以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绿色革命时

期．农业领域的工业化技术措施得到了训整，使其能够适用于热带

气候，这给全球农业就业带来了惊人的后果：在20世纪 80年代，

全球大多数工人仍在从事农业工作；到了 2018年，这一数字已下

降至28%。 4｀所以说， 20世纪破坏工人生计的罪魁祸首不是所谓的

＂硅品资本主义”(sil i con capital ism), 而是氮素资本主义 (nitrogen

capital ism)。劳动力市场中并无任何自动机制确保能为数亿被迫退

出农业者创造新的工作岗位。

同过往时代一样， 21世纪的发明家和工程师们也将会设法克服

重重阻力，从而推动更多生产线的工业进程。但问题在于，随着经

济增长的放缓，生产率增长率往往也会出现下滑。企业纷纷放弃用

于扩大产能的重大投资，因此，贸易展上陈列的很多新型科技产品

可能最终无法投产。但这并不是说某些行业将无法实现生产率的快

速增长。例如，随着各类技术突破纷纷涌现，长途货运、商品零售

和批发贸易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削减工作岗位。“然而，随着整个经

济体系资本积累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普遍放缓，很难说会有多大

比例的工作岗位将会逍到淘汰。

从全球范围来看，就在卡车、仓库机械化的趋势令人忧虑的同

时，另—个趋势让人更加担心，那就是鞋服行业及电子装配的机械

化这些行业在全球吸纳了大批就业人口，并且还是资金短缺的

织齐休外汇创收的来源。“长期以来，缝纫业的技术现代化一直面

临技木上的阻力，因为织物的稍细处理凭借机器操作难以完成；该

领域上一次出现亚大创新还要追溯到 l9世纪 50年代出现的辛格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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纫机。在电子装配这一出现较晚的老牌行业，劳动节约型技粒炼

(labor-sav ing innovation) 也同样难以普及，原因在千它伺样需要

对微小部件进行精细操作。尽管在高度机械化的大型生产过程钮

得有些低效迟缓，但它们是20世纪60年代最早全球化的工作岗位

彼时，零售、服装和电子企业将生产外包给低薪资国家的供应商

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作为竞争激烈的工业供应链中最前端的

环节，这些行业仍然拥有重要的地位。

从20世纪90年代起，这些行业的工作岗位大多陆续迁移到了

中国。然而，就在中国出现薪资上涨、越南和孟加拉国等国家的工

业竞争力也因此提升的时候，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或许将最终破除这

些领域中机械化的阻碍因素。在此类生产活动颇为密集的东亚和

东南亚，资本积累仍在以更快的速度发展，意味着新的发明更有可

能会作为商业创新得到推广。富士康在其电子产品组装线上部署了

"Foxbots" 机器人，以此应对低薪资国家装配商的竞争。中国和孟

加拉国的服装企业纷纷引入＂缝纫机器人”和新型针织技术，该技

术已被应用于“飞织＂鞋靴的生产制造。这些技术创新不大可能实

现所在部门的完全自动化，但是它们有可能会导致大址岗位快速流

失，并阻碍更多低薪资国家（如一些非洲国家）融入全球经济。 41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技术发展是否会在十年、二十年后出现，或许有
可能根本不会出现。但是，即便自动化领域不会出现重大进展，“智
能工厂”技术也可能会在各类服务业聚集区加强产业集群发展的优
势。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业岗位更有可能会变得日趋集中，
而不是日渐分散。 48

如果新技术能够在广泛吸纳劳动力的行业中消除机械化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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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因素，那么它们就有可能成为导致劳动力需求不足的次要原因。

解释这一现象的关键并不是这些生产部门中工作岗位的迅速流失，

而是整个经济体系并未能相应地快速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正如

我之前所说，后者出现的主要原因不是自动化理论家们所认为的

急剧技术变革，因为假如真的如此，它将会表现为经济统计中生

产率的快速增长；而在现实中，生产率增长速度非但未能加快，

反而还出现了放缓。整体经济劳动力需求低迷的真正源头在于整

体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其原因在千制造业增长引擎失速且未能

找到替代性引擎。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时代，经济停滞的趋势

只会进一步地加剧。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有关“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将催生自动化

浪潮＂的种种预言显得如此苍白无力。这些预言错误地将自动化在

技术上的可行性（它本身只是一个不确定的假设，而不是已获证实

的结果）视同为经济上的可行性。无可否认，一些公司已斥资购入

机器人设备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胁。例如，零售巨头沃尔玛为

其美国门店购翌了自动驾驶机器人、库存扫描机器人和过道清洁机

器人（沃尔玛已在 2020年底放弃这一项目）。一些零售商预期在线

订单将会继续成倍扩大，因此正试验推行（但尚未广泛落地）机

器人辅助的微型股单中心 (micro-fu lfillment center), 帮助拣货员

更快地完成配货工作。 49 然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些案例可能

都只是例外悄形。随若经济开始陷入探度哀退，我们几乎找不到任

何理由认为产品需求会增加，几乎不会有哪家企业会开展大规模投

资相反，企业将会加大利用现有产能：通过削减劳动力、加快在

岗「人工作节奏的方式来节约成本。这些也正是上一次经济衰退之

049 



050 

后稀缺
自动化＂＼汇I什

后企业的所作所为。评论人士们总是简单地认为，在过去十年中月

动化的进程加快了速度，并在对过去错误认知的基础上提出了x铢

来的预测。 rh 千市场需求的缺失，企业投资也就无从谈起。在勾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美国的资本积累率和生产率的妍长速度跌到了

战后以来最低水平。新冠肺炎疫悄只会导致情况的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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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自动化话语的核心概念是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捷

夫 (Wassi ly Leontief)所提出的“长期技术性失业 ”(long-run

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自动化理论家们仅仅对自动化导致

岗位流失的个别案例进行了分析，便卢称发现了一种普遍现象：在

未来的几卜年里，全面自动化将会导致“全面失业”。埃里克·布

菜恩约弗森和安德ff.及卡菲在《第二次机牉时代》一书中提出、

如同巳经退出历史舞台的＂鲸油”和“马力”一样．人力可能很快

就会”在今天的经济当中变得一无所川，甚至可能零价格出让都无

人问津” 1 如果全自动化具的来临，它所引发的就业灾难将会很快

i1人们，意识到，有必要重新组织社会生活，改变薪资t作在其中的

中心地位 2尽管我在第 2罩和第 3窊对这一预测提出f怀疑，但我

也认同门动化理论家们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世界经济正逍受杆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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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需求不足的困扰。那么，事实是否真像这套自动化话语所说的那

样，伴随着劳动力需求低迷出现的是失业率的上升？

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普遍出现了失业

率的飞速增长，然而到了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其失业率又出现

了下降，尽忤其下降速度远远慢千过往时代经济衰退后的情形（如

图 4.1 所示）。 2020年，新冠肺炎疫悄经济衮退导致了失业率的再

度激增（美国失业率以空前的速度上涨），但是这一现象同自动化

并无多大关联。如果我们以过去为参照判断未来走向，那么未来

十年中失业水平有可能会再度下降，尽管下降速度可能较为缓慢。

这些数据几乎无法支持“长期技术性失业上升＂的说法，但也不

应将其视为“劳动力需求并未下降＂的证据。在经济增长减速的

压力下，劳动力需求不足的表现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

失业到如今各类形式的待续就业不足，想要对其进行测度也更为

困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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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美国、德国和日本失业率 (1960一2017年）
虹经合组织主员经济阳 (OECD Mc1in Economic Ind icators), 1 S岁及以上人口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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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很多评论人士已经认识到的那样，我们正迈向一个“缺乏

优质工作的未来”，而不是“缺乏工作”的未来。工人们通常缺少资

金储备来应对长期没有劳动收入的悄形。如自动化理论家、美国前

总统竞选人杨安泽所言，“工人们只有不断地工作才能维持生计，所

以他们会接受眼前的任何工作“——包括薪资彶簿、工时有限或条

件恶劣的岗位。 4杨安泽等自动化理论家们认为，这一趋势正是人们

视野之外的技术性失业加剧所造成的后果。在现实中，快速的自动

化几乎没有出现，无论是在人们视野之外，还是其他什么地方；而

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创造就业机会的比率仍然出现了下降，其原因

主要在于平均经济增速的待续放缓。这导致在经济哀退中失去工作

的群体更加难以在随后而至的缓慢复苏期中找到同等形式的工作。

很多人变得心灰气俀，不愿再去求职。面对持续低迷的劳动力需求，

政府通常采取的应对方法不是倡导就业者们分担工作，而是减少工

人的失业补助金一以此迫使失业者们接受任何的工作选择，即便

是以薪资缩水和大材小用为代价。

不计代价地工作

从20世纪70年代起，订裕国家原本处千历史低位的失业率开

始出现上升。几十年中，美国以外地区的失业率一直居窃不下。 5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推行的失业保险计划陷入了危机：设计这些计

划原本只是为了应对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所出现的短暂周期性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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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足为f应对陷入停滞的经济体所出现的长期失业。为了哄劝失

业打们币返 1一作岗位，各国政府纷纷削减少7动力市场保护政策，伺

时缩减失业补助金 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取代f消极的收入保仍

体系，成为政府应对失业的主要手段 6 为f提窃工作的吸引力，

月上和瑞典曲国政府了2Ol6年斥资投入安跺服务、培训计划和雇

主激励的支出儿乎达到了 GDP的 l％，但此类捎施在这些增长缓慢

的经济体中收效平平。在大多数富裕国家，这类项目更为少见：就

在同一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组织国家投入子积极劳动力市场政

策（不含直接创造就业岗位）的支出占GDP 比例的均值仅为0.3%。 7

在这一情况下，极少有工人能够在长期失业的状态下维待生活n

无论劳动力市场的条件如何恶化，他们都得找份工作来挣钱谋生。

随若越来越多的工人无力积攒失业储备金，今天的世界经济也变

得越来越近似千 19世纪中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情形。

马克思认为，在停滞的经济体当中，资本主义”产业后备军”或“相

对过剩人门”中陷于停滞的群体将会趋于增长 这一部分“从大工

业和衣业的过剩者那里得到补充＂的停滞过剩人门逐渐成为“工人

阶级中会自行再生产和繁衍不息的要素”，他们在 “T人阶级的增

长总额中所占的比亚大于其他要素＂。山下”他们的工作特点是劳

动时间址长而工资最低＂，其“生活状况＂往往｀｀降到了工人阶级

的平均水平以下＂。在马克思乔来，这－群体人数的扩大是“资本

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 8马克思在 150多年前撰写的这

些分析文字在如今已经成为现实。在过去的儿卜年里，缓慢增长的

经济体中的失业扦们不得不和新就业者们一同从•JJ低端岗位，其工

作条件和薪资待遇都低于正常水平 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不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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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一现象还受到了战后福利国家制度的影响一一尽管它们已

日趋衰败，但仍然能够对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形成产生决定性的影

响。各国制度的差异决定了就业不稳定会在多大程度上分布于劳动

力人口或集中于某些特定群体。 9

美国是最容易记录这些变化的地方，在这里，只有参加工会

组织的工人才能获得基本的就业保护。几乎所有的非工会工人都

可能会被随意聘用，并且除了公然歧视的情况以外，他们也可能

会被随时解雇。 1974年至 2019年，平均失业率比 1948年至 1973

年高 30%, 其原因主要在千经济衮退之后创造就业岗位的速度出

现了放缓。同一时期，私营部门的工会化率 (unionization rate) 

出现了大幅下降：从 1970年代初期的近30％跌至2019年的 6%。

平均失业率居高不下导致很多工人担心失去工作，企业也乘机借

此压椋员工。由于很多工人一旦失业将很难找到新的工作，为了

有工作可做，他们也被迫接受相对停滞的实际薪资。 10

与此相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过去几十年中，只有未获得

大学文凭的美国工人才是劳动力市场条件恶化的贞正受害者。这些

经济学家就自动化发展提出的一个不甚极端的观点认为，技术变革

已经导致美国就业市场的空心化和中等薪酬工作岗位的流失，并造

成了高薪和低薪工作机会的两极分化。这种观点认为，常规工作的

自动化推升了大学文凭的薪资溢价，引发了教育和机器之间的竞速

角逐。一个确定的事实是，美国工人个体经历的就业不稳定因教育

水平和种族不同而程度各异：低学历工人和有色人种的失业率水平

显著高于其他群体。而另一个事实是，在20世纪 80年代和 90年代

初，一些美国工人通过进修获取大学文凭，从而免于遭受降薪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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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然而．到了 21 世纪初（此时被视为经济活动自动化开始加速

的时期）大学文凭的薪资溢价已处于稳定状态，因为大多数大学学

历工人的薪资开始停滞。 2018年，美国大学学历工人实际薪资中

位数较2000年出现了下跌，尽管这一时期未偿学生贷款总额出现

了急剧蟒升。其原因在于，自 2000年开始，经济增长率出现了显

著的放缓（就业岗位增速也同样如此），与此同时，大学文凭也日

趋普遍。 2019年，美国的黄金年龄工人群体中，至少拥有一份大

学文凭的工人比例占到了40%。面对劳动力市场条件的恶化，大学

文凭所提供的保护也有所弱化。拥有大学文凭的工人开始从事一些

原无高学历要求的工作，导致低学历工人被挤出这些岗位。同时，

雇主资助医疗保险翌盖的大学学历年轻工人的比例跌幅近一半，从

1989年的 61％跌至2012年的 31%。尽管这些工人的薪资高于低学

历工人，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同样处于就业不稳定的状态。”

相较于其他国家，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就业不稳定在该国劳

动力人口中普遍存在。在美国劳动力需求持续低迷的经济状况下，

即便是常规雇佣的工人也同样面临若巨大的失业风险，因为他们随

时都可能会遭到解雇。其后果是，美国企业无需像别国企业那样，

通过替代性用工安排来压梓劳动人口中的弱势群体。一些企业还是

采用了替代性的用工安排，以此来规避美国劳动法律的约束。可

见，在规模不大但意义显著的零工经济岗位热潮中，网约车企业优

步 (Uber) 和来福车 (Lyft)通过在线平台派单的方式，将企业雇

员伪装成独立承包商。 12 但是说到头、做到底， 2017年，此类用

工安排下的就业者仅占美国工人总数的 10%, 其受雇身份包括独立

承包商、临时工、派遣工和固定期限合同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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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美国相比，欧洲和东亚富裕国家的就业情况更为复杂。在这

些地区，战后劳动力市场体制的设计者大多不是左翼政府，而是右

冀政治家们，他们倡导重视民族帝国身份、构建男性负担养家的家

庭并维持相对固定的职场层级。 14接受这类社团主义 (corporatism)

安排的回报是，男性户主们获得了高度的工作保护：和美国不

同，在这些地区，常规雇佣的工人不会被随意雇佣，也不会被随

意解聘。我们可以参照经合组织发布的就业保护水平指数 (OECD

indicators of employment protection), 大致地衡址这些不同所造成

的差异：这—指标测度的是雇员在个人解雇方面所受保护的程度，

其取值为 0~6。在就业保护水平指数中，美国的长期工人几乎无迹

可寻（其指数为 0.5), 他们受到的就业保护程度远远低于英国（其

指数为1.2)、日本(1.6)、德国（ 2.5)、意大利 (2.5) 和法国 (2.6)

的工人群体（如图 4.2所示）。”后面所列举的这些国家中，获得长

期岗位的户主基本不会遭受因劳动力需求下降而导致的市场压力。

他们仍然能够自由地争取集体加薪，即便整体经济的失业率已升至

10%, 甚至更高。同时，与美国相比，这些国家的失业工人领取的

失业补助金也更为丰厚。

因此，与美国情况不同的是，在多数高收入国家，始于20世

纪 70年代中期的失业率装升起初并未造成工人的实际工资停滞。

遗受冲击最大的工人群体是失业工人以及在岗工人的子女和配偶

们。就业危机表现为不断恶化的排斥现象；它集中于部分人群，而

非广泛分散存在。年长的失业工人被迫过早退休，而已婚女性求职

面临重重困难，这也是欧洲多国及日本（瑞典是一个重大的例外）

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依旧低迷的原因。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到了 21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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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的最初十年。 16

在欧洲和东亚，山于雇员的工作较为稳定，因此这些地区的企

业需要推动雇佣关系的制度性变化，才能从低迷的劳动力需求中获

利。为了应对来自于雇主的压力，政府纷纷哄劝失业者和新就业者

们从事所谓的“非标准”类别的工作，成为兼职工、临时工或固定

期限合同工，以此剥夺了他们的就业保护。这些工作类别中有一些

岗位，如德国的＂迷你T作“(Min ij ob), 原本只是家庭主妇们的

第二收入来源，如今却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主要收人来源。”相较

千标准雇佣合同聘用的工人，非标准工人所获得的就业保护也相对

较少。 1

就在导致大批工人（特别是妇女和青年）工作不安全感加剧的

法律接连出台并引发抗议之时，“不稳定性”(precarity)一词逐渐

变得广为人知。 19 例如， 2003 年意大利通过的比亚吉法案 (Biagi

Law) 在解聘兼职工和临时工方面给予了企业更大的“灵活性”;

2004年德国的“哈尔茨四号”改革（ Hartz IV reforms) 大幅削减

了失业补助金。法国也分别在2006年和 2016年推行了类似举措，

但是，这些想剥夺刚踏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们就业安全感的做法

遇了挫败。尽管存在种种阻力，西欧和东亚富裕地区的劳动力市

场仍然出现了稳步的分化－一一一边是相对而言拥有职业安全感的

标准雇佣工人，而另一边则是饱受工作不安全感困扰的非标准岗

位工人（其中大多为年轻工人），并且这一群体还在不断扩大。 20

1985 年至 2013 年，非标准府佣人员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出现了上

升：法国从 21％升至 34%; 德国从 25％升至 39％；意大利从 29%

升至40%; 英国从 30％升至 34%。日本“非常规就业”人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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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千非标准雇佣人员比例）从 1986年的 17％上升到了 2008年廿

泗；韩国也同样出现了类似的趋势。相较而言，新增工作岗位牛

就业构成的变化尤为剧烈。在20 世纪 90年代至 21 世纪前十年，经

合组织闱家的新增就业岗位中，有60％的岗位为非标准岗位。 2J

由于经济增长乏力、就业岗位增速放绥，－E人一旦失业就很难

找到新的t作。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飞人饱受工作不安全

感的闲扰，因此也不得不放低涨薪要求。 1995年至 2013 年，经合

组织国家实际薪资中位数的年均增长率为 0.8%, 而同期劳动生产

率的年均增长率则为1.5％，从而造成了收入再分配的显著上移（尽

管其严重程度不及数据分别为0.5％和1.8％的美国）。 22

全球范围内的剩余劳动力

全球南方国家的情况兼具欧洲和美国的特点，但其极端程度

已经超过了大西洋两岸。一方而，战后和后殖民时代的发展型国

家 (developmental states) 普遍采川了同欧洲的前宗主国类似的

劳动法律，甚至强度更甚的劳动法。再来行乔经合组织的就业保

护指数，阿根廷 (2.1) 、巴西(J.8) 和南 1仁 (2.1) 拥有标准雇佣

合同的长期丁一人所获得的就业保护商于英国(1.2) 工人的水平；

而中国 (3.3) 、印度 (3.5) 、泰国 (3.0) 和突尼斯 (2.7) 对工人

的就业保护甚至超过了法国 (2.6) 的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只有

极少数丁一人才能获得受到就业保护的工作岗位（通常这类岗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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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千政府部门和大型工厂），因此，全球南方国家中的绝大多数

工人只能转而寻找各式各样的非标准工作机会，而他们在这些岗

位上所获得的就业保护甚至还不及就业保护程度最低的美国工人。

早在劳动力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出现逆工业化现象之前，非标准

雇佣模式的扩张就已成为困扰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大严重问

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增长缓慢的进口替代产业中不断

地涌入寻找工作的非农业劳动人口，工作岗位出现了严重的供不

应求。劳动力统计学家新增了“非正规部门就业”(informal sector 

employment)这一新的统计类别，用以指代数痲激增的城市街头

小贩、微型制造商和自行车运输服务业者。 23 到了 20世纪八九十年

代，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各国接连采取了开放市场的灾难性结构

调整政策，非正规部门也由此得以大举扩张。 24 就在很多国家几乎

陷入绵绵无期的经济危机之际，被大型企业和政府部门裁员或降薪

的工人被迫和新就业者们一同从事非正规工作。同时，为了从不断

增长的劳动力过剩中获利，企业纷纷想方设法聘用非正规工人，从

而取代受到就业保护的正式员工；同时，他们还游说政府减少对正

式工作的就业保护，以此作为刺激经济复苏的手段。巧

与多数全球南方国家不同，中国经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

现了急速增长，但相较于其他国家，彼时中国的经济更加依赖法律

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类别，例如，在城市中心工作、户籍仍在农

村地区的农民工群体便无法获得城市工人所享受的就业保护。在这

一时期，这些在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缝制衬衫、装配电子产品的进

城务工人员由于饱受工作不安全感的困扰，而岗位竞争又极为激

烈，因此不得不放弃争取更高实际薪资的念头。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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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标准雇佣模式的扩张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大批劳动者陷入严重

的工作不安全感之中。特别是在全球南方地区，由于大多工人无法

获得哪怕是最基本的法律保护和失业补助金，这一问题尤为突也

2012年，全球只有几乎不到五分之一的失业工人能够领取失业补助

金。“因此，工人们一旦失业，就得尽快找到新的收入来源，其结

果是，即便人们普遍认为就业机会极为匮乏， 2019年全球的失业率

却仅为区区4.9%。大多数失业工人都不得不从事于非正规工作岗

位。 28 事实上，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

tion) 发布的数据， 2015 年，全球劳动人口中仅有26％的工人拥有

全职或兼职的长期工作，剩余74％或为临时合同工人，或为其他非

正规工人，如无合同工人或自雇工人。 29

就此而言，“非标准雇佣＂的说法显然用词不当： 20世纪中期

对充分就业所怀希冀的未尽残梦，从未在全球范围内（尤其在人口

最多的地区）成为现实。 30其现实影响在于，除了就业保护下的极

少数雇员之外，全球绝大多数工人都会无可避免地受到劳动力需求

起伏的影响。在全球劳动力需求普遍低迷的时代，很多工人担心一

旦失业将会很难找到新的工作，因为很多技能、资质相当的失业工

人或半就业的工人仍在寻找工作。在饱受工作不安全感困扰的现实

之下，这些工人被迫接受了相对停滞的薪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导

致这一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并不在千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是在于

几十年的产能过剩和投资不足导致了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失速（并

且出现在了全球劳动力仍在扩张的时候）。除非各国政策出现急剧
转向，否则在未来的几年内，新冠肺炎疫情经济衰退只会导致这些
趋势变本加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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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业低谷

新冠肺炎疫悄衮退导致失业水平出现了大幅的上升；但如前文

所言，由千劳动力市场体制出现了转变，这一失业现象很可能会逐

渐演化为各类形式的就业不足。 31 由于长期失业将无法维持生计，

人们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能接受薪资和工作条件低于正常水平的

工作岗位。无法找到工作的工人不得不选择非正规岗位，否则可能

会面临完全被劳动力市场淘汰的命运。严重的工作不安全感逐渐成

了经济停滞下生活的典型特征（这一问题在2020年这样的经济衰

退年份会变得越加严旗），近年来，一些反乌托邦科幻小说也对此

进行了艺术化的演绎：在其描述的世界里，人类成为了多余的存在；

大多数人都只能勉强维持生活，每次仅能赚取儿分钟的额外生存时

间；而最富有的资产拥有者们所积累的大批资本已经足够让他们永

生于世。“既然这些过剩工人无法承受长期失业的后果，那么他们

又能做些什么工作呢？

从 20世纪 60年代中期开始，随疗劳动力过剩问题扩散至全

球，跨国公司开始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套利，通过供应商竞价的

方式以低廉成本获得生产性劳动力，以此打人供过于求的全球市

场。工业企业不仅在低收入国家的几千处出口加工区利用人们的

就业不安全感谋利，它们还在高收入国家通过制定多级合同或采

取常规劳动法律边界之外的用工形式，以此抑制工人们的薪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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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但是，在全球范围内，只有约 17％的劳动人口从事制造业， 5％

的工人从事采矿、运输和公用事业。“因此，就业不足的工人群体

中绝大多数人最终受雇千业态繁多的服务业部门。在高收入国家，

服务业部门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70％至 80%, 而在伊朗、尼

日利亚、土耳其、菲律宾、墨西哥、巴西和南非等国，服务业部

门就业人口也占据着极高的比例。“从世界范围看，与美国社会学

家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l) 在 1973年所预测的清况并不相同，

我们所沿承的后工业经济中主要的参与者并不是研究人员、网球

教练和米其林厨师，而是街边理发师、家政佣工、水果商贩和沃

尔玛上架员。 35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 (William Baumol) 在 20

世纪 60年代对服务业就业增长的基本模式做出了最好的阐释。他

的理论有助千解释为什么服务业就业不足会成为 21世纪经济的主

要特征，以及为什么自动化理论家的看法存在偏差。 36 鲍莫尔认为，

服务业部门就业攀升的原因在于该领域岗位的生产率增长率通常远

低于工业部门。服务业通常不会出现快速的扩张，其产出的增速高

于生产率的增速，而生产率的增速又高于就业的增速 (1973年之

前的制造业正是如此）。大部分情况下，服务业的产出增长源自就

业的扩张（见图 4.3 和图 4.4)。同马克思所说的＂停滞”相对过剩

人口概念遥遥呼应，鲍莫尔认为，服务业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停

滞＂的经济部门。”其全球扩张同世界经济停滞不断恶化之间存在

着明显的关联。 38 事实上，这样说只是在重申，在劳动力的全球逆

工业化开始之后，尚未出现任何替代性的引擎（包括服务业部1、1 的

就业扩张）能够像此前强劲的工业引擎那样驱动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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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美国、法国和意大利服务业部门 (1980-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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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国 南非 墨西哥

图4.4 泰国墨西哥和南非服务业部门 (1980-2010年）

的：格罗宁根增长与发震中b十部门败娱库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10女ctorOata扫se). 201沮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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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而言，能够快速提升生产率的渐进流程创新无法带来服务

业生产率的飞升，但这并非服务业本身所固有的特征：对许多服务

活动而言，阻碍其生产率水平提升的因素已经得到破除，但这一实

现过程恰恰又借助了工业化的手段。正如社会学家乔纳森·格舒尼

(Jonathan Gershuny)所言，这些服务被转化成为了家用自助式商品，

“洗衣机替代了洗衣服务，安全剃刀替代了理发店剃须服务，汽车

替代了公共交通”。“这些以商品形态存在的服务通过工业流程实

现了极大的效率提升。今天仍以服务业形态存在的活动都存在工业

化受阻的情况，原因在于其中阻碍工业化的因素直到现在还仍未破

除。 40

当然，和工业部门的服装缝制业和电子装配业一样，在数字时

代，其他服务活动也同样可能取得技术突破并借助更为高效的工业

流程转化成为自助式产品。近年来，旅行社的销声匿迹便是一个例

子。但是，如果认为在我们的时代阻碍经济遥勃发展的主要障碍只

是技术性因素，并且人们能够借助技术飞跃将停滞服务转化为蓬勃

产业来克服这些陌碍，则是特错大错。经济发展的首要障碍仍然

是全球的技术产能冗余，它导致了全球市场的拥挤不堪以及所有生

产线的产出增长缓慢。自 20世纪 70年代劳动力出现全球逆工业化

以来，已经上线了很多垃产工业产品（比如各式各样的消费电子产

品），但相较千老牌行业，这些新兴行业反而出现了更为严重的产

能过剩。同样的命运也会降临到如今的服务活动所衍生的自助式产

品上。和如今一样，到那时，失业者和就业者们将被迫在仍然开放
的经济活动中谋求岗位，由于此类经济活动所蕴含的一大重要特征
极易导致就业不足，因此这也为求职者们提供了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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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 千服务业无法依靠价格效应（即生产率的提升降低了价格，
从 1而扩大了需求）扩大需求，因此我们可以预期，服务业部门的
就业增长将会随祚时间的推移而出现放缓。正如鲍莫尔所揭示的
那样．服务业部门价格饱受“成本病”的困扰：生产率增长缓慢

意味仵相较千商品而言，服务的成本将会变得更加高上，~ 41 因此，

服务需求的扩大必须依靠收入效应来实现——服务需求的增长有

赖了整个经济体系内收入的增长。但这意味沿('随右工业增长引

赘的衰落、整体经济增速的放缓，服务部门就业的增长速度也应

随之减慢，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确实评遍出现了这种情形。然而，

尽管发达经济体的培长出现放缓，但是，在法律制度框架容许雇

佣不稳定就业劳动力的某些服务业岗位，却出现了平稳的就业扩

张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就业不足的逻辑来解释这一现象。

事实证明，尽管整体经济停滞不前，但可以在不提高生产率水

平的情况下，通过降低某些服务的价格来扩大相应的服务需求——

或通过减少工人薪资，或通过抑制其生产率增长相关的薪资增长。 42

这些服务领域中持续存在生产率增速提商困难的问题，这一问题促

使厢主压低薪资，以此追赶或超越竞争对手。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

瞎 l．．人；他们主动承担相对较少的工作，以此创造了对其劳动力

的布求，而其代价是收入的缩减。这类严亚剥削行为使得服务行业

成为 r创造就业岗位的首选之地，因为服务业工人薪资在悄费者支

付的最终价格中占据若较大的份额 巾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

往fj较低，闪此只要将收入压至最低，小规校家庭企业也有可能与

，f业资本化的公司竞争。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由于人们通过内
七化的就业创造策略获得了下作，因此在很多服务行业丐中，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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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增长一直处千负值区间。
而各国劳动保护法的力度决定了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工人

们对收入的不安全感来推行这些致其陷千贫困的工作形式。正如我

们所见，劳动力需求低迷的经济体国家采取了干预策略，缩减了此

类劳动力保护法规。事实上，这也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提出的

明确目标一一该机构一贯倡导通过提高劳动力灵活性的方式降低失

业率。 20世纪 80年代末，经合组织的经济学家们开始认识到，由

于经济增长率出现放缓，企业充分投资的可能性也随之降低，故而

其资本存址的增加规模并不足以催生新的高生产率、高工资就业

岗位。因此，有一点似乎“无可避免＂，那就是”就业的合理快速

增长要求创造大批的工作岗位，而这些工作岗位需要低于平均水平

的资本来支待，其结果便是，可支待的实际薪资也相应处于较低水

平＂。经合组织把目光投向了美国：在这里，由于“新就业岗位平

均实际薪资”被压低到了“现有工作岗位平均实际薪资”，因此出

现了失业率的下降。于是，经合组织开始四处倡导这种有悖情理的

就业岗位创造战略。“经合组织的经济学家们或许未能预见到经济

停滞将会待续如此之久，但他们应当预见到了这一政策所带来的社

会冲击。

随着就业不足日渐严重，不平等问题也必然会随之加剧。只有

在其收入增长相对平均收入增长而言处于受抑制的悄况下，大批人

口才能获得就业机会。正如经济学家大卫·奥特尔 (David Autor) 

和安娜·萨洛蒙斯 (Anna Salomons) 所言，“劳动力替代不一定意

味着就业、工时或薪资的下降”，而是有可能藏匿于劳工阶层的相
对贫困化 (relative imm iseration) 之中，因为＂薪资水平（即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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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薪的乘积）的增速低于增加值增速”。”其后果是，实际薪资

平均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率差距出现了进一步的扩大~也是使

得过去 50年 G20 国家劳动收入向资本收入转移了 9个百分点的一个

因素。在世界范匣内，从 1980年到 2005 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

5个百分点，原因在于，少数财富拥有者在收入增长中所获取的份
额在不断地增长。 45

正如我在前文所言，不平等的加剧比统计数据所揭示的程度更

为严重，其原因在于劳动收入分配本身的不平等程度加剧；其中，

企业高管是涨薪幅度最大的群体。从20世纪 80年代末至21 世纪第

二个十年之初，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超过了平均薪资增速，而平均

薪资增速又超过了经合组织国家薪资中位数增速。“导致工人陷于

贫困的就业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自我强化。各个经济部门开

始通过压梓就业不足的劳动力群体进行扩张，并逐渐依赖于这些源

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韩国导演奉俊

吴2019年获奖影片《寄生虫》 (Parasite) 中，为什么高净值家庭

和高管家庭会雇佣来自于劳工家庭的人士担任其家教、佣工、司

机、保姆和个人助理，帮助他们完成更多他们原本会亲力亲为的工

作一—原因就是他们的劳动价格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47

这些趋势表明，自动化理论家们所预期的末日危机一劳动力

市场的功能失调并不会出现；将会出现的是经济衰退期失业率的继

续蟒升一正如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悄经济下行期所看到的那样，这

一现象将会再度出现并且规模巨大。在随后而至的温和繁荣期中，

这种大规模失业必然会慢慢转化为更为严重的就业不足和不平等。

在《机器人的崛起》一书中，未来学家马丁·福特表示，对他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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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可怕的匮梦是“经济体系最终适应了劳动力转移的新现实”。

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然发生。美国社会评论家迈克·戴维斯 (Mike

Davis) 所说的“资本主义晚期人类分流（ late-capitalis t tri age of 

humanity)"已经”出现“。 48 除非采取协询一致的政治行动对此加

以阻止，否则在未来几十年可能会出现更多此类悄形。由于国际市

场上工农业产品存在产能过剩，这些部门的工人被迫流入服务业，

所造成的结果是， 21 世纪中期，全球服务业工人占就业人口份额

将会从现在的 50％禁升到 70％或 80%。由于整体经济增长率势将

保持低位，因此服务业将只会以加剧收入不平等的方式吸纳失业者

和新就业者，从而一步步地将我们带向后工业化低谷的更深之处。

这并不是说贫困群体将会陷入更为严重的贫困。事实上，随

着世界人口的城市化，极端贫困人口的比例已逐渐下降。 49 然而，

贫困工人整体收入增长中的份额仍远低于其人口比例。正如经济

学家托马斯·皮凯蒂（ Thomas Piketty)和其同事的研究所揭示的

那样， 1980年至2016年，全球最贫困的半数人口实现了收入翻倍

（尽管从绝对数值来看其增幅甚微），但其增幅仅占整体收入增长

的 12%; 在同一时期，最富 1％群体的收入增长占到了27%, 为贫

困群体比重的两倍还多。 50 随着不平等的加剧，社会流动也出现了

停滞。“无论是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家庭健康助理、意大利的大学兼

职讲师，还是突尼斯的水果小贩、印度的建筑工人，越来越多的人

感到被困千原地而无法动弹。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们所得

收入甚至都不足以独立养家，尤其是在租金飞涨的地区悄况更是如

此。他们往往不得不与父母同住一个屋梢之下、无力组建新的家庭。

由于收人陷入了相对停滞，他们的薪资中有很大一部分需要用于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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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助学贷款。 52

如想对抗这些导致工人陷人贫困的劳动力市场力批，则需大幅

度地提升劳t群体捍卫自身利益的能力。然而，劳动力人口中的组

织性部门已经 H 渐消退。经合组织国家的工会密度从 1985年劳动

人口的 30％跌至2016年的 16%; 同一时期，集体谈判所股盖的工

人比例从45％降到了32%。“全球范围内，工会密度的下跌更为严重：

在2014年的时候，这一数字仅为7％左右。”在这些条件下，遏制

经济的不平等越来越依赖于福利国家制度的力址和施予。然而，随

疗经济陷千停滞，这些制度也开始趋于弱化。在经济陷入低迷且不

时会逍受财政紧缩政策冲击的情况下，人们更容易会将由此产生的

社会恶化归咎千劳动力中的弱势群体（移民、妇女、种族和宗教少

数群体），而不是团结起来推进实施一个能够解放人类的崭新社会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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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话语指出，全球经济出现了一系列令人忧心的趋势，而

这些趋势同劳动力需求的待续低迷存在着关联。对于这一出现已久

的趋势引发的社会危机，统计数字并不足以揭示其严重程度。越来

越多的人无法有意义地参与经济活动，也无法从中获得主体感和目

的感，尽管这些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利条件下原本也颇为有限。工

作不安全感和不平等加剧了社会的原子化，让人们很容易受到经济

民族主义的影响一~“本国优先”的方式应对全球

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自动化理论家们注意到了民族主义解决方

案的危险性；设登关税壁垒、修筑边境高墙并不能缓解劳动力需求

的持续低迷。 2 面临着当前时代的巨大灾难，想要通过这些陈词滥

调来解决问题的希望微乎其微。

那么，我们还有哪些解决方案可以选择？自动化理论家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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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一问题进行了再思考，但他们却像是一群时空旅者或外星来

客，提出的观点颇为激进。就此而言，自动化同全球变暖极为相

似：人们一旦开始予以重视，便会考虑修正其原本认为无法改变

的社会生活基本结构。自动化理论家们认为，如今的世界已经过

时，因此，他们敢千探索发人深思的工作危机解决新方案。这些

提议值得人们认真思批一—尽管我一直认为他们对危机原因的看

法并不正确。在评估自动化理论家们提出的建议时，关键需要考

虑到，如今劳动力需求待续低迷的具正原因在于几十年的工业产

能过剩及由此导致的投资不足。其正的解决方案必须能够破解这

一关键问题。

凯恩斯主义：弹药再上膛

为了全面考虑自动化理论家的建议方案，我们可以首先分析

他们所否定的一个选项，即通过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促使企业加
大固定资本投资，以此达到吸纳全球劳动力剩余的目的。自动化
理论家们认为，全球劳动力危机无法借助凯恩斯主义手段解决，
囚为无论经济增长多么迅速，导致就业岗位流失的完全自动化技
术变革都将会是一种问题。但既然导致劳动力需求低迷的实际原
1凡是长期经济放缓下的持续技术变革，那么如能在此基础上大幅
捉，将经济增长率，凯恩斯主义经济刺激应当是一种有效的政策。
那么，为什么不加以采纳呢？事实上，大多数高收入国家政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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妞：推行这一政策..,
学者们通常认为， 20世纪70年代见证了凯恩斯主义时代的终

结；但是从很多方面来行，就在这一时期，凯恩斯上义时代才付ll刚
开始。在第一次叽界大战结束后的 25 年里，凯恩斯主义逆周期支
出实际并不明显：各国政府非但无过度支出行为，反而还借经济啬
速增长之机缩减了战时的负侦规税（见图 5.1) 。 1946年至 1974年，

英国在投资教育、医疗、住房、运输和通信基础设施的同时，将其

公共侦务与 GDP 比率山 270％削减至 52%。 3 同一时期， G20 国家

政府债务与 GDP 比率从 107％降至23%。这些证据难以支持“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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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政府债务总额与GDP之比 (1945一2015年）

扭： 2019年囚际货币及细织历史公共债务败退郎(IMFHistorical Public Debt Diltilbase, ZOI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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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无论何时何处的充分就业都可归功于凯恩斯主义需求刺激＂的
观点。 4

正如我在前文章节所言，战后工业的迅速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

依靠其自身形成了持续、稳定的劳动力需求。而投人千教育、医疗

和基础设施发展领域的公共支出并未能够对私人投资产生刺激作

用：前者的规模难以满足后者需求。战后上线的产能规模超过了此

前世界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但正是巾千这一原因，全球制造业市场

很快就开始遭受产能过剩的困扰，造成了资本积累速度的放缓和产

出增长率的下降。技术能力在全球范围被广为复制，破坏了进一步

的快速扩张所需要的条件，导致了逆工业化浪潮此起彼伏、劳动力

需求持续低迷。

逆周期财政支出政策真正广为推行的时期是 20世纪 70 年代，

是为了应对经济体系中资本缩减投资的行为。各国政府纷纷投人

巨挝资金，目的在于吸引企业随之跟进。 1974年至 2019 年， G20

国家公共债务与 GDP 比率相应地出现了上升：从 23％增长到了

103% 。 2019 年，美国 (107%)、意大利 (135%) 和日本 (237%)

等国家债务与 GDP 比率甚至高于这一水平。除了英国在 1980 年至

2007 年债务水平趋稳之外，各国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并未流露出任

何要戒除赤字支出的势头。政策制定者们放弃了充分就业的目标，

但是面对日趋贫血的经济，各国政府在经济下滑期继续大幅举债

却在随后的经济上升期中又难以增加税收收入。 5

鉴于长期利率均巳跌近于零，从凯恩斯主义角度来肴，债务

驱动支出未能刺激经济商速增长应当令人尤感意外。利率的下跌

本应促进固定资本投资的增长。在超低利率的推动下，金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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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融企业和家庭的债务规模的确出现了急剧蟒升。在新冠肺炎

疫情经济衰退之前的 2019年，成熟经济体债务总额（包含公共债

务和私人债务）同 GDP 比率升至创纪录的 383％（全球整体水平

为 322%) 。 6 然而，尽管侦务累积规模巨大，经合组织国家的年均

经济增长率仍在持续减速：从 20世纪 60年代的 5.7% 、 70年代的

3.6%, 到 80年代的 3.0% 、 90年代的2.6%, 再到2000年至 2019年

的1.9% 。 7 企业纷纷开始债务融资，但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投资新的

固定资本，而是为了进行企业并购或股票回购。 8 由于未能出现可

以替代工业的经济增长引擎，需求刺激政策吸引的私人投资也逐

渐缩减。这对于各国推出的新冠肺炎疫情刺激计划可谓是不祥之

兆：这些刺激计划可能会像此前推出的类似政策一样无法促进新

一轮的资本积累。如果经济增长未能出现复苏，各国可能会在新

冠肺炎大流行结束后很快重启财政紧缩政策。

我们应当重新思考生产人力的分配结构，而不是尝试通过凯恩

斯主义刺激措施重启增长引擎。凯恩斯 (Keynes) 本人应当也会赞

同这一目标，尽管他不会赞同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办法。 9凯恩

斯认为，随着资本积累“达到不再稀缺的程度”，利润率将会降至

低位水平，导致经济成熟期的到来一~美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阿

尔文·汉森 (Alvin Hansen) 将此称为“长期停滞＂。 10 哈佛大学

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在近年重新提起了长期停滞说。萨默斯曾

颇为推崇由财政紧缩政策催生的“结构性改革”，但如今他认为这

一方法不大可能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他如今相信，只有“公共投

资”才能恢复充分就业。＂凯恩斯本人应会赞同提高公共投资规模
的必要性，但他也可能会进一步指出，经济成熟期的开始也标志着

076 



第5宜飞声沙药？ ◄

资本主义时代即将终结。

凯恩斯提出、在经济成熟的条件下．更应当采取干预措范缩减
劳动力供应而不是刺激劳动力需求更应当增加休闲活动．面
不是提高产出。＇：凯恩斯建议、在私人投资回报率长期下臣的情况

下．有必要将每周的工作时间缩短为 15小时——即便如此．也只

是为了满足我们内心的自我价值需求乙 u很多经济学家错误地理解

了凯恩斯的设想．将其视为对未来生产率增长下工人倾向的异想天

开：仿佛凯恩斯认为如果未来工人们表示倾向千延长休假而非提高

薪资，那么未来三代人的工作时间便会逐渐缩减。”相反．英国经

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 和威廉·贝弗里奇 (William

Beveridge) 等激进的凯恩斯主义者们深知．如想实现凯恩斯梦想

的后稀缺世界，则有必要提高投资的社会化程度，并通过立法手段

实现工作日的缩减。”

为了推动这些构想的实现，贝弗里奇于 1944年提出了“自

由社会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 in a Free Society)计划。就

在此前不久，他所设计的英国国民健康服务 (National Heal th 

Service) 方案获得了公众的广泛赞楷。贝弗里奇为战后22年的资

本主义发展进行了预算规划：战后最初两年为和平过渡期．其后

20年为“重建”期，在此期间，公共投资将投人于消除｀｀贫困、

疾病、愚昧、肮脏“四大“社会危害”。他提出，在这一发达社

会的基础上，英国政府可在20世纪 60年代末的某个时候开始缩减

经济规模，增加“休闲活动”，以此削减每周工作时间，并倡导收

入的“公平分配＂，从而减少经济的不平等。 l6 如果在此基础上增

加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规划，那么这一方案则完全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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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 中最为激进的内容 气

然，对千贝弗里奇的充分就业建议，各国政府从未认真考虑予以

推行。通过审视过去激进的凯恩斯主义项门遗受失败的原因，我

们可以了韶为什么类似的计划在今天同样难以取得成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公共投资为上导的充分就业计划

方案在猛烈的扦占之下逍受 r彻底的溃败，而彼时的左贸组织远

比今天更有力批（节然，这些左贸组织大多所争取的不仅仅是公

共投资：很多组织还同时呼叶推动生产的社会化）。 18 大型资产的

拥有者们颇为正确地意识到，公共投资威胁到了他们决定扩大生

产投入（投入多少社会资源、投入哪些领域）的特权，继而威胁

到他们左右经济荣枯的特权。“他们担心的并非是充分就业的实

现，而是充分就业将通过公共投资的方式得以实现，因为这会削

弱他们的能力，使其无法像从前那样通过缩减投资来威胁让社会

陷于混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资本家们一直在极力地控

制打阶级冲突的亟型武器一一资本罢市 (capital s trike)。”他们

通过以缩减投资相威胁的方式维护大企业的私人投资决定，作为

维持或恢复高就业率的条件。如今，山子投资规模受到抑制，就

业不足普遍存在，企业对资本罢市武器的控制越加变本加厉此

外，在私人投资萎靡不振的情况之下，各国政府可能会转而采取

公共投资的策略。但是，我们不能错误地幻想资本家们会眼睁睁

地乔若他们对经济的控制即之缩减

挑战资本家们对投资决策的控制，即便以罗斯拊新政式的劳

资协议为幌子，也绝不是一种妥协行为 正如波兰经济学家奥斯
卡·兰格 (Oskar Lange) 在 1938 年所言，“如果要保留私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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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私营企业，迫使其从事千同追求最大利润相悖的事情，则需要对

投资进行大规模的管制”，这将会扰乱”现代资本主义产业的金融

结构”，并将促使企业“动用经济力证对抗政府（如关停工厂、撤

回投资或其他破坏行为）”。 21 面对实力强大的企业表现出的反抗

行为，激进的凯恩斯主义者需要以全面的社会化相威胁。如想将这

些威胁变成现实，他们应制定明晰的计划、并广泛进行散播，从而

消除私营企业的阻碍。但是，想让这些目标变成现实，激进的凯恩

斯主义者还需要赢得主要社会运动的支持，因为只有对资产所有者

的财富真正构成威胁的社会运动才有能力将资本驯服。但如果这些

社会运动本身已经足以令资本屈从千公共投资驱动的经济体系，它

们何不自己提出更多的诉求？这些社会运动不会甘于让权力进一步

集中在同家手中（而会要求将权力下放给民众的民主机构）。正如

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自动化理论家们提出的全民基本工资方案也

同样无法应对资本所挥舞的武器，特别是在经济增长已经放缓的时

代，情况更是如此。削减投资这一手段让所有赋予工人力蜇的政策

一经出台便沦为一纸空文。 22

无偿的津贴

和激进的凯恩斯主义者们一样，自动化理论家也同样希望缩减

经济体系中工作的规模。然而，他们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实现方法：

不是提高公共投资规模和立法逐步减少每周工作时间，而是毫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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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向每位公民发放无条件的收入。“如能将其设定在一个足够高

的水平，则这一全民基本收入将能够完全消除贫困。它还能为缺乏

就业安全感的工人们带来些许的安全感—一在就业不足普遍存在的

时代，这将会是一场至关重要的改革。支待者们认为，全民基本收

入所能做到的远远不止于此，它还能在深度的道德层面让社会的面

貌焕然一新：全民基本收入让大家意识到，人人都可受益于共同享

有的个人发展投资，因此这一政策能够重新唤起整个社会的团结意

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侵袭，西班牙和苏格兰政府以及美

国民主党人一直都在考虑推行紧急的最低全民基本收入计划；一旦

疫情结束，这些计划有可能会作为长期政策保留下来。 24

在美国等国家，种族主义孕育了以怀疑，甚至轻蔑的眼光看

待贫困群体的福利计划；如果这些地区的资产测查补助 (means

tested benefits) 能够逐渐向普惠性补助（ universal benefits) 过渡，

则其本身就是一种颇受欢迎的趋向正义之举。同时，在撒哈拉以南

非洲等低收入地区，全民基本收入能够让服务于贫困群体的新福利

计划成为可能，各国政府也无需构建复杂的资产测查基础设施。 25

在全民基本收入支待者阵营内部，有些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如全民

基本收入发放金额的大小，是否应当对高收入群体征税从而实现回

流，是否应当以此补充或取代其他福利国家计划，以及是否应全面

推行这一政策，还是只将其范围限定于本国公民。 26

对于自动化理论家们来说，全民基本收入能够破解其构想当中

的核心难题——在人力劳动已被基本舍弃，甚至完全淘汰的世界

中，如何为人们发放收入，如何依据人们的偏好进行定价。全民基

本收入是一种可将自动化梦魔转化为后稀缺梦想的技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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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自动化理论家们常常将全民基本收人视为一种解决全
球失业和就业不足间题的中立性政策工具（能够同时吸引左右两
派），如同绿色革命技术被之于全球饥饿间题。作为自动化话语的
核心理念，技术决定论同其对技术专家解决方案的依赖有着内在的
密切关系。这两种立场将棘手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转化为其所推
定的客观事实，从而导致这些问题遭到了忽视。

而这样的技术专家中立性只是一种幻想：不同方式推行的全民

基本收入会将我们带往迥然不同的发展方向，而其中大多数方式并

不会将我们带向一个人类繁荣的世界。”对自动化话语的市场性后

稀缺构想进行批判，有助于我们了解非市场性构想的大致轮廓。

有关全民基本收入的建议早在自动化话语面世之前便已经出

现。有人认为，这一理念的起源可追溯至美国启蒙思想家托马

斯·潘恩 (Thomas Paine)。早在 1797年，他便已主张应向所有成

年人发放一次性补助金。 28 潘恩的观点沿袭了洛克派的经典思想脉

络，认为所有土地在起初都为人们所共有，但后来被划分为一块块

私人财产。因此，新生代无法从人类遗产中获得他们所应有的份

额。在潘恩看来，成年补助金相当于人类对地球共有产权中个人所

持份额的现金等价物，因此它能促使每个人都参与到私有财产的世

界中来。早在基本收入概念出现之前，潘恩便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方

案，而发放补助金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创造一个后稀缺的世界，而是

为了捍卫私有制社会的道德基础。

出于类似原因， 20世纪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也同样支持

基本收入的理念。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Friedrich Hayek) 和米尔

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都主张通过负所得税的形式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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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基本收入，以此替代福利计划。他们认为，应直接向人1(]发放
现金补贴，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而不是将资金投至公共减贫项目 29 

这一建议同弗里德曼的整个新自由主义世界观颇为一致。 30 弗里德

曼认为，国家应将生活的更多层面纳入价格机制，以此解决市场失

灵的问题，而不是通过以公共活动（公共教育、医疗、住房、污染

法规等）补充私人活动的方式加以应对。弗里德曼将市场视为自由、

责任和自尊的基础。根据这一观点，贫困群体所需要的不是公共援

助，而是金钱；有了金钱，他们就能够重新投身于市场之中。

今天，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者、社会批评家查尔斯·默里

(Charles Murray)接过了的弗里德曼的接力棒：在默里的著作中，

我们可以找到右派人士对全民基本收入最为夸大的观点。在默里看

来，全民基本收入不仅仅能够终结贫困，它还能够阻止西方的没

落，令其疲惫的灵魂重归基督教信仰和单偶制婚姻。默里提出应将

全民基本收入的发放金额设定在每月 1000美元一之所以选定这

一金额，并不是因为它能满足个人的基本需求，而是因为它能够代

表福利国家项目的现时成本。默里建议直接对现今的福利国家项目

进行清算，并将其资金以现金发放的形式直接分配给民众。 31

和近年出版的诸多倡导全民基本收入的著作一样，默里撰写的

《在我们手中》 (In Our Hands) 一书的最新版本也同样明确提出，

当今时代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需要推行全民基本收入，以应对自

动化的发展。但在事实上，默里的全民基本收入观点只是松散地建

立在自动化话语的基础之上。 32 他对全民基本收入的倡导源于他所

秉持的一个观点：福利国家制度不仅会导致经济的低效，还会导致

道德的沉沦，在此制度下，意义创造活动的主要来源从个人转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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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家，其结果是，人们相互并无了解、彼此也不关心，无法享受

真正的幸福快乐。默里认为，贫困和吸毒等社会问题需由其所滋生

的社群通过立身于信仰和社群价值道德体系的“自愿协会“直接处

理。全民基本收入将会瓦解当前承担此类重负的机构，并发放社会

薪资给予个人更多自由时间，从而推动这些协会的形成。”

右派人士们所提出的这一方案的一大关键特征是，其设计的初

衷绝不是为了消除经济不平等。默里建议通过修改宪法阻止收入再

分配的进一步推进，因此，即便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得以付诸实施，

不平等仍将继续扩大。默里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令人颇为不安，它

所构想的是一个不平等更为严重、劳动力需求持续低迷的社会；在

这样的社会中，贫困群体安于眼前现状，而参与市场的富裕群体

却能够无限地聚敛财富。 34 全民基本收入所面临的一个明显的危险

是，在其推行的过程中，该政策将会日渐趋近于这一右派版本，而

非左派的方案。事实上，默里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也是硅谷精

英们讨论最多的版本；同样，这一方案也为本书提及的大多数自动

化理论家带来了启发。

那么，左派人士提出的方案能否解决问题？相较于右派人士提

出的方案，左派方案的一个誰大不同之处在于，其资金投入将会

高出很多；原因在于，其目的就是为了给人们发放津贴，让他们

享受一定程度的美好生活。比利时左翼经济学家菲利普·范·帕

里斯 (Philippe van Parij s) 堪称最受剪敬的全民基本收入倡导者，

他从中左冀平等主义立场出发，提议向人们发放资金补贴满足他

们的基本需求，同时并不废除福利国家制度。他和扬尼克·范德

堡特 (Yannick Vanderborgbt)建议将发放金额设定在人均GDP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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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一相当千美国每年向每个家庭发放约4万美元 为了便千实

施这一目标，他们建议从“适度的层面”开始推广，而非从全民层

面进行普及。他们认为，全民基本收入在政治上的推行方式可能不

是从正门破门而入，而是需要绕逍”后门＂迂回穿行，并且还会附

带一定的“参与条件”，如社区服务要求及资格限制，以防止”选

择性移民”涌入推行全民基本收入的国家。”

左翼支持者们声称，全民基本收入的微小开始预示看我们将会

拥抱一个高度自由的未来，因为即便是金额并不丰厚的月度津贴

也能够开启社区复兴的进程。 36 故而其看法呼应了右冀人士们的观

点：两个群体都认为全民基本收入的普及将会促进自愿协会的蓬勃

发展。他们在这一观点上的不同之处在于，右冀人士们认为教堂和

扶轮社将会遍地开花，而左冀人士们则相信，工人或消费者合作

社、工会、集体看护组织和社区花囮将会不断涌现。通过将无组织

的社会成员组织在一起，低水平的全民基本收入为高水平全民基本

收入（或者说是高薪资的全民基本收人）的有力推进奠定了社会基

础，从而为更高水平经济平等的有力推进奠定了社会基础。”

自动化话语的左冀支持者们在吸纳了这一全民基本收人方案的

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更为极端的观点。反资本主义自动化理论家尼

克·斯尔尼切克和亚历克斯·威廉姆斯等人认为，高额的全民基本

收入恰恰会推动”充分失业”(full unemployment)的出现。 38 其

观点源自于更年轻、也更激进的范·帕里斯参与撰写的文在《通往

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 (A Capit alist Road to Communism)。他
们提出，随着自动化的发展，全民基本收入的发放金额也应随之增
长，直到这一替代分配机制成为所有商品、服务购买力的唯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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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这将不仅仅标志着社会平等的巨大进步；如能极尽所限，它还

将会让人们的生活摆脱薪资劳动的束缚。斯尔尼切克和威廉姆斯

共同撰写的《发明未来》一书认为，全民基本收入能实现的远远不

止千这些，它还将会成为加速世界向完全自动化转型的红色筷子”]

(red wedge)。高额度的最低收入限额让工人有底气拒绝工作，这

反过来又会促使雇主努力提高工作的愉悦感或直接引入自动化、淘

汰相关岗位。“全民基本收入不再是维待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稳定的

方法，而是成为了推动社会前往后稀缺世界的手段；在后稀缺世界

里，“经济问题”已经解决，人们可以自由地追逐他们所热爱的一

切。到了那个时候，主要问题将会同人类的终极视野有关。一旦获

得免于工作的自由，人们是否会像凯恩斯所想象的那样，开始沉溺

于爱好？还是会像英国作家伊恩． M班克斯 (Iain M. Banks) 的

科幻小说所描述的那样，修造宇宙飞船去探索浩翰星辰？ 40 

局限之处

全民基本收入的种种自由平等主义形态有着很多吸引人的方

面。即使是最低程度的再分配，如能按其方式予以推行，则同样能
够博得欢迎；尤其是如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贫困带来的压力、减少
贫困诱发的身心疾病，那么此类政策则必然会更受青眯。在实施全

IJ) 译注：“红色捉于＂的说法源白于苏跃先锋艺术家埃尔
．利希茨基于 1919年设计的政治濠

ll （红色仪子攻打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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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碳税政策的同时．全民基本收人的推行有助于级韶气候变化．it

我们得以放手推动经济创碳中和的方向发展，而无需担心在痛苦的

能源转型过程中应如何平衡丁作岗位的附减得失 ”然而，全民压

本收入应当赋予个体以丿j队，让他们通过不懈的斗争来推动急剧而

持续的礼会变革，唯有如此，全民基本收入才能从一个技术专家解

决方案上升为一项附放人类的社会工程 但是，有理由怀疑全民基

木收人是否能够产生这样的影响 9

我们先来讨论全民基本收入支持者们所提出的繁荣社区观点。

仪就分析的一致性而论，全民基本收入的右派版本比左派方案更

加合乎逻钳。右派倡导者们认为，巾千原本屈于个人的力证发生

了由个人到国家机构的转移，故而维系社会团结的纽带已被撕裂；

废除福利国家制度应当会促使这些纽带觅新形成 与之形成对比

的是左派人士一直认为，力屈由个人到资本转移的亚要程度不

亚千力狱由个人到国家的转移。毕竞在今天，我们大部分的需求

都是通过私人机构（而非公共官僚机构）得到了满足。巨型企业

生产出不计其数的商品，从而满足了离散存在的家庭单位的消费

需求 “运输、通讯、背养和娱乐的校式都已按照市场的内在逻辑

进行（改造 人们每天打好儿个小时都花费在上班、下班的路迩

（尽管同在一起，简个人的内心却依然孤独），坐在乍里、吃廿发

节劳、众浒手机浏览祚猫咪视频。手机上的社交媒体软件本是为

了治愈普遍什在的孤独和社交隔绝，但研究却表明它们反而加剧

了这些问题的恶化 ”在人门稠密的城市地（X. ，新冠肺炎疫悄催生

出（这一资本主义逻捐的极端形态。中产阶层人 1 纷纷退缩 [n1家

中、在网络上下巾购买牛活所加川品；而拥有强大力J1的企业 l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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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手千重组供应链，并调度大址人手进行无接触配送—一对千这

些工人而言，他们的工作骤然出现了大批新的风险，并且也无法

因此获得相应的薪资补偿。”这些例子强调，在人人陷入原子化状

态的经济体里，全民基本收入很容易得到推行。

有人进一步指出，全民基本收入将会赋予工人同府主进行对

抗的力低。那么，应当如何乔待这一观点？这实际上是一种本末

倒置的看法：如果我们想矗得足以改变社会关系的全民基本收入，

首先需要工人能够获得这样的力扯。一个更深层次的忧虑是，即

便全民基本收入赋予了人们更强的反抗能力和斗争能力，但是尚

不清楚它能否为更宏大的人类解放目标提供一条可行的途径。自

动化理论家们认为，如今的劳动力需求低迷源自于同快速经济变

革相关的快速生产率增长；只有在这一观点正确的前提下，全民

基本收入才能够成为左派所提出的资本主义退出模式的基础。如

果情况真的如此，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将会是如何重新组织分配，

而不是如何重新组织生产，越来越多的收入将会被用于发放全民

基本收入，以此矫正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但是如我所言，如果当

代劳动力需求不足是全球产能过剩和投资低迷（导致经济增长率

下降）的结果，那么这样的分配斗争将会很快沦为劳资双方间的

零和冲突，并阻滞或至少显著减缓我们前往自由未来的进程。因

此，我们需要制定计划，确保从资产所有者手中争到经济控制权。

然而，对于如何减少资本对生产的控制，全民基本收人的种种方

案对此很少提及。 45

尽管全民基本收入力争将收入同工作批脱钩的目标值得称赞，

但它无法改变收入和资产之间的关系，因而我们仍然未能摆脱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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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羁缚：总收入中有相当大的比例依然为利息（来自于信贷发

放）、租金（来自千土地或房屋租赁）和利润（来自于企业经营）。

换言之，全民基本收入在赋予工人以力量的同时，并不会削弱资本

的力撮；它加强了人们履行“动物功能”的自主性，但同时并未提

高人们塑造整体社会条件的能力。“因此，利润动机仍旧是经济的

驱动力，由于大型资产的所有者们仍然掌握着投资决定权，因此他

们仍将继续左右经济的兴衰。就此而言，全民基本收入倡导者的激

进派将会陷入激进凯恩斯主义者们所面临的僵局：资本将继续挥舞

资本罢市的武器，资本所有者仍然能够通过缩减投资和资本外逃的

方式令社会陷入混乱。 40年来，在产能过剩加剧和经济增长放缓

的环境之下，资本家们通过这一武器迫使政党和工会屈从于他们的

要求：更为宽松的商业规制、越加松弛的劳动法律、增长缓慢甚至

已经停滞的薪资水平，以及经济危机时期的私营部门纾困计划和公

共财政紧缩政策。

因此，如果左派人士想要通过推行全民基本收入开创一个全然

不同的世界，他们需要拿出一套类似于瑞典梅德纳计划叫 Meidner

Plan) 的方案，通过有计划地将资产所有权向全社会转移实现生产

资料的逐步社会化。 47 但问题在于， 20世纪 70年代危机期间，正

是资本的撤资威胁导致瑞典政府放弃了最初的梅德纳计划。在今

天，由于大规模劳工组织力量的显著弱化以及经济增长速度的日趋

放缓，此类计划的实现变得更加困难。即便有人推动将较低水平的

[1] 译注 指瑞典战后福利国家制度的主要设计者、劳动经济学家鲁道夫·梅德纳 (Rudolf
Me1dner) 于 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项计划，号召将企业年利润的一定比例缴入“工薪者投资
基金”(wage-earner investment fund), 从而实现资本所有权向公众的逐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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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基本收入提升至较高水平，一场资本罢市便足以令经济迅速陷

入危机，从而迫使全民基本收入倡导者们在条件远未成熟的情况下

仓促推动后稀缺世界的构建，否则就得放弃计划。而每每面临生死

抉择的时刻，改革派政党往往都会临阵退缩。 48 因此，不难想象，

全民基本收入将会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充当停滞和不平等加剧

的私产社会的支撑力批，而无法成为一条通向无偿给予世界的星际

高速。

由于劳动力需求总批下降在全球范围内无处不在，因此，从经

济角度而言，它已经无法遮掩全球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尤其是在环

境威胁迫在眉睫的背景下，情况更是如此。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增

长速度出现了放缓（这也是首先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资本家们

必然会竭力抵制任何可能威胁到其投资决策权的改革计划。这正是

我们所沿承的世界，我们也应在此展开政治上的反思。只有控制了

生产，并从资本家手中夺过投资决策权，令资本罢市失去效力，才

能扫清重重障碍，让我们得以一路迈向后稀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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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有人怀疑 I1动化理论家们对技术进步的阐释（丐然也包括

我在内），但他们确实构想并勾勒出一条通往后稀缺未来的道路。

这仍然是他们的思想垃具魅力的地方，因为它促使我们去思考这样

一个问题：如何重新组装拼接这个运转失灵的世界，并将它改造成

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如果今天我们想复兴一项人类韶放工程，心怀

这样的愿屈颇为前要，尤其从考虑到它的实现似乎仍然如此遥远

19 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们探知他们的「I 标远术实现，但他们仍对门

山未来的理念颇为痴迷，这激励杆他们冒着风险投入斗争n 德国诗

人、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Bertolt Brecht) I许在 1939年写

道：“我们的 H标就在远方／它沾晰可见 “1 而在今天，很少会有人

这么说『 我们生恬在一个新 I] 由主义根探蒂固的时代，导致了民

族主义的怒火熊熊燃烧，气候变化的灾难愈油愈烈；不仅如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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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真正的替代方案，我们仍然缺少切实的构想。事实证明，中央计

划模式缺乏经济理性，义会导致生态破坏，造成劣质产品积压库

房，同时这一权式还容易受到专制的官僚化的影响。此外，事实也

证明，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和凯恩斯主义充分就业政策无法适应整体

经济增长的放缓和持续的逆工业化。 2 与此同时，面对新自由主义

者的扞击，社会运动大多只能苦守最后的防线，这些努力充其址只

能放绥我们滑向深渊的速度。

我们确实应当“索要未来”。 3 但是，应该索要怎样的未来？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科幻剧《星际迷航：下一代》为很多自动化理

论家提供了一个有关自由未来的参考范例： 20世纪 80年代末上映

的该剧亟启版中，一项名为“复制器”的技术（本质上是一款先进

的3D打印机）终结了经济稀缺的时代，让人们得以生活在一个没

有货币、没有市场的世界。公民科学家们也因此得以自由地探索

星系，“勇敢地前往人所未至的地方”，而无需为生计问题担忧发

愁。 4 但是问题在千，我们是否可以构想一个没有“复制器”的后

稀缺世界？换句话说，即便最终完全自动化只是一梦，后稀缺世界

是否仍会到来？

由于自动化理论家们过千关注技术进步，而忽视了对生产的控

制，他们最后基木放弃了从 1516年托马斯·莫尔 (Thomas More) 

的《乌托邦》 (Utopia) 到如今＂足际迷航经济学”都视为后稀缺

世界的实现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条件。这一前提条件并非近年涌现

的自动化理论家们所说的无偿发放沭贴，而是废除私有财产和货币

交换，井进行有计划的合作。 5 他们之所以放弃这一颇为关键的目

标，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从一开始便弄错了过渡性问题。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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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立足千“完全自动化将会实现＂的假定，并接着提出这一问

题：应如何改造社会才能让人类免于遭受大规模失业的威胁并开创

一个人人享有尊严的世界？对千这一思想实验，我们可以反其道而

行之：首先构想这样的一个人人享有尊严的世界，然后再来思考实

现这一世界所需要的技术变革；而不是预设一个已经实现完全自动

化的经济体系，之后再去想象是否可能从中创造一个更美好、更自

由的世界。

后稀缺学派

如果在突然之间，人人都获得了使其能够充分发挥个人潜力的

医疗、教育和福利条件，那么，将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在一个人尽

其能的世界里，人人都期待他们能够在充分的社会支持下发展个人

的兴趣和能力。如果想让这一情景在未来得到实现，那么现在应当

做出怎样的改变？在一个人尽其能的世界里，每个人的热爱都同样

值得追逐。不应为了确保人们能够自由地从其所好，而让一部分人

终身从事于收集垃圾、刷盘洗碗、照料孩子、耕田种地或电子组装

的工作。我们不应像 19世纪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奴隶主詹姆斯·亨

利·哈蒙德(James Henry Hammond) 所说的那样，将一部分人置

于＂墙槛之下”，从而维持其他人的生活；我们需要找到另一种分

配必要劳动的方式，并将此作为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 6

对于这一谜题，自动化理论家们寄希望于通过技术加以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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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很多早期后稀缺理论家，如卡尔
·马克思、托马斯·莫尔、艾蒂

安·卡贝 (Etienne Cabet)和彼得·克鲁泡特金 (PeterKropot1cin).
则认为并无必要借助机器之力。他们认为，即便没有生产的自动化，
后稀缺社会也仍然可以实现。在他们看来，我们需将社会生活重新

组织，使之形成两个彼此独立，但又相互关联的领域：一个是必要

领域，一个是自由领域。？二者的区别在古希腊时代便已出现：尽

管对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而言，其区别代表着人与人之间的差

异。奴隶被困于必要领域，而只有公民才能踏人自由领域。亚里士

多德本人是一位逆向自动化理论家，他以自动机器并不存在为由来

论证奴隶制的合理性。他表示，“如果每件工具可以听从指令、甚至

自行从事千所适合的工作，那么工人师傅们也就不再需要学徒，领

主们也就不再需要奴隶了”。 8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由千现实中此类

机器并不存在，因此奴役的存在也就无可避免。

尽管莫尔的设想中并非没有奴隶（他们只是戴上了“金色的锁

链＂），但是他将这种阶级之间的分野转化为了个人生活之内的分

野。莫尔的灵感来自于柏拉图的（理想国》 (Republic) 和早期基

督教徒们、其生活方式依照于“一切共有＂的原则。在莫尔构想

的乌托邦海岛上，居民们废除了金钱和私有财产。他认为，“只要

存在私有财产”并且“一切事物都以金钱衡量”，那么就｀｀一切事

物都以金钱衡证”，那么就“几乎无法凭借公正和繁荣实现共同利

益，除非你认为公正的实现需要将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给最坏的人，

或者是认为幸福的实现需要确保所有的东西只提供给少数并非完全

幸福的人，同时让他人陷入痛苦之中＂。身处早期农业资本主义时
代的莫尔对圈地的做法颇为厌恶：彼时，贵族们为了占地牧羊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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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咽地运动，导致农民们”被剥夺财产，被欺诈蒙骗，或被武力钮

压＂。别无选择的穷人只能偷食面包来充饥果腹，一旦被抓住又会

面临着被投入监狱或立即处决的厄运。在这一荒谬而残酷的制度之

下，一部分人只能在贫困之中和死亡线上苦苦挣扎，而另外一部分

人却可能会因此变得富有；对此，莫尔主张将必要劳动集中起来，

并开辟出一块人人共享的自由领域。事实上，在乌托邦，“联邦的

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地减少所有公民的体力劳动，以便他们能够将时

间用于享受自由和修养心灵＂。有闲阶级（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自

由人）将会瓦解，人人都能够享有屈于自己的闲暇时间。 9

在过了 300多年之后，这些理念启发了流放中的卢梭式共和主

义者艾蒂安·卡贝。卡贝在大英博物馆阅读了莫尔的《乌托邦》，

随后旋即接受了后稀缺的社会理想。他在 1840年写下了《伊加利

亚旅行记》 (Travels in Icaria), 倡导“财产公有"。“此外，卡贝

还进一步补充了莫尔呼吁废除货币和私有财产的号召，提出了应

当通过使用先进机械来减少必要劳动的规模。他的这些理念又启

发了 19世纪40年代初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后者又对已摆脱早年自

由共和主义理念的马克思产生了影响。 II 马克思批判了法国平等主

义共产主义者们（弗朗索瓦·诺埃尔·巴贝夫的追随者）的苦行

主义，而很少直接提及卡贝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共产党宣

言》 (Communist Manifesto) 之时，卡贝已经成为一名基督教神秘

主义者。即便如此，马克思从《伊加利亚旅行记》中摘取了“各尽

所能，各取所需”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口号。 12 马克思很多有关后

稀缺的理念也都源自于这些早期的莫尔主义思想家。 13

马克思在莫尔和卡贝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这些思想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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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追求的后稀缺世界只能通过群众行动才能得以实现：它不会像柏
拉图、莫尔、卢梭和卡贝所构想的那样，能够通过明智立法者自上
而下的恩赐而获得。这也是巴黎公社之所以令马克思备感鼓舞的原

因所在。 14 在巴黎公社短暂存在的时期内，工人们发明了新型的民

主自治模式，用立可罢黜的代表取代了定期选举的官员。巴黎公社

失败后，埃利·雷克吕 (Elie Reclus) 等人流亡欧洲，并在途中接

触了彼得·克鲁泡特金等革命人士，克鲁泡特金其后在著述中详细

地阐释了如何构建以民主方式组织而成的后稀缺社会。克鲁泡特金

强调了自愿协会在后稀缺时代的作用。他认为，在一个废除了货币

和私有财产、集中完成必要劳动的世界，自愿协会将会出现蓬勃发

展的势头。 IS

很多思想家吸纳了这些理念，并对其进行了不同形式的阐释；

这些人当中包括20世纪上半期社会主义经济核算论战中最早受到拌

击的奥托·纽拉特 (Otto N eurath), 甚至连威廉·爱德华·伯格哈

特·杜波依斯 (W. E. B. Du Bois)、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

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等人也在其中。他们都主张建立这

样的一个世界：民主协会以合作生产取代市场统治，并利用资本主

义技术的优势，减少共同的必要劳动、扩大个人的自由领域。杜波

依斯估计，在“未来的工业民主政体”下，每人只需从事”三到六

个小时”的必要劳动便已足够，可留下“充足的时间用于休闲、锻

炼、学习和爱好＂。他表示，我们应当“人人成为艺术家、人人承

担服务工作“，而不应为了一部分人能从事艺术创作而让另一部分

人承担＂琐碎的服务”。在共产主义被等同为斯大林式的中央计划

和快速工业化之前，很多人都将这一后稀缺构想视为“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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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共产主义”所蕴含的意义。“我将对其组成部分进行逐一分

析，以此大致地阐释：在控制了生产的基础之上，人尽其能的实现

如何能够从社会解放的方向破解现今劳动力需求持续不足的问题。

合作型公正

在必要领域，我们将会对共同再生产所需的必要劳动进行分

派，只有完成了这些必要劳动，我们才有可能再去从事其他想做

的事情。这些劳动的确切范围不是事先确定的（因此需要民主商

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包括一切生活所需商品和服务的供应

（如住房、食物、衣服、常见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卫生设施、水、

电、医疗保健、教育、儿鸾与老人看护、通信及运输方式等）。根

据后稀缺理论家们大致进行的估算，此类共同劳动每天需要花费三

到五个小时（约为每周标准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尽

管这些工作可能会集中于一周内某些时段或人生中的特定年龄。除

了劳动时间之外，我们亦可采纳其他措施进行社会核箕。我们在划

分职责的同时需要考虑到个人的察赋和倾向。一些任务需要在当地

才能完成，但还有很多任务可以借助先进计算机技术在区域或全球

范围内有规划地付诸实行。

当然，由于很多必要T作存在专业技能上的要求，这些劳动很

难通过广泛分派的方式予以完成。我们仍将需要农民、建筑工人、

外科医生、电工和机械师一—尽管在人尽其能的世界里，这些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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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本身的分布将会更为均衡。乌托邦作家爱德华·贝拉米在其
1888年出版的小说《回顾》中，提出了一种后稀缺社会中组织劳
动分工的方法，即通过劳动力供需关系决定人们的工作时长、而非

决定其薪资水平。从事于技能型工作的人们不会获得更高薪酬，而

是会得到劳动址的减免；从事千风险性或高难度劳动的人们将会获

得荣脊头衔一一这是一种近乎名人的待遇。如今，不同社会对普通

教育或职业培训的制度偏好也各不相同；只要劳动分工不会导致重

要任务无法完成，也不会再度催生技术精英阶层，那么这一问题的

解决方案也就并非只能有一种。 17

这种分派工作的做法将会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必要工作中来，其

中包括遭到裁撤的冗余工人；这样一来，每个人应承担的必要工作

也会随之相应减少。显然，残障人士将会获得补助；此外，人们也

会获得津贴，确保他们能在较长时期内无需工作，可以放松休息、

度假旅行、消化悲伤或体验文化。为了确保必要劳动能够得到分

配，应当大刀阔斧地改变其内在特征。有偿工作和无偿工作的社会

区别将会遭到摒弃一一正是这些社会区别导致了女性历来屈居千家

庭生产的“隐秘之地”。此外，生产和消费应被视为一个闭环，而

非脱离千其他社会生态考证因素的终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制造

者、衣民、厨师、清洁工、工程师和艺术家的协同或将为新形态

“公社奢华”的出现奠定基础。 19

在完成了这一初步的蜕变之后，仍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在人

人得以尽其所能的社会如何进一步推动共同劳动的变革。对此我们

应当重视的一点是，资本主义社会开发的技术并不具备中立性：其

设计是为了实现资本家的控制，而不是让人们免于劳作之苦。即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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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我们已经拥有提高多种工作的愉悦体验所需要的技术。此类

技术或许能够用以消除技能劳动和非技能劳动间差别或淘汰某些类

型的劳动，而非仅仅服务 F拥有这些技术的有产阶级。无论如何，

这些问题如何斛决将山人类根据自身意愿共同商定，而不是由所谓

的“不可阻挡＂的技术力址代为抉择。在自动化理论家们看来，我

们彼此之间的义务是实现人人享有剪严的世界的基础。但我们并非

在试图结束我们对彼此的义务，而是要认识到并改变这些义务。之

所以这样说，并不是为了倡导职业道德，而是为了认识到，自由的

生存状态在此时便可实现，即便繁重的劳动并未消失，也不会消

失。通过将社区生活纳入民主控制和集体治理，社区生活的非异化

成为保障人人享有个人自由的路径方式。 20

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所说的必要劳动或再生产劳动也未必都是

令人不满的活计；尤其是如能对此进行适当分派，确保没有人的生

活会被其完全支配，则忻况更是如此。例如，照料儿宽的工作不仅

对孩子们有益，对大人们也同样如此：他们能够借此从孩宽的视角

体验世界的奇妙。与此类似，一同做饭或洗碗有助于加深关系（如

果这些事情是由一人独自完成，则可能有助于让我们摆脱思虑、放

空大脑）。在人人尽其所能的世界，人们是否更愿借助食品复制机

和清洁无人机来完成此类活动，以便更好地从事科学研究？这一点

仍然有待观察。

在后稀缺学派行来，亚新组织必要劳动使得实现无偿给予的世

界成为可能。所有人都可以前往社会仓库和服务中心领取所需物

品，同时，如莫尔所言，“完全不需任何付出作为交换”。”也就

是说，人人都有权获得仓物、饮料、衣服、住房、医疗、教育、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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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和通讯工具等，而无论他们贡献了多少必要劳动，“正如同所有

人”都”有权在炎炎烈日下驱寒取暖＂，尽管物品的供应会受到生

态可持续性的制约。 22 人们无需自证资格便可搭乘火车出行、前往

当地食堂就餐、享受牙齿清洁服务、把孩子送到日托中心照料、参

加职业教育课程，或找个地方睡上一晚。人人都可享受这些社会产

品，不会出现有人被排除在外的情形。

后稀缺社会的实现所需要的并不是物质上的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而是需要克服稀缺以及与之相伴的心态，从而使人们能够像

莫尔所说的那样，拥有＂愉悦和宁静的心境，而无需为谋生而烦

恼＂。 23 从这一观点来看，富足并不是一道需要逾越的技术门槛，

而是一种立足于“个人生存手段不会受到任何关系威胁“原则之上

的社会关系。这一原则所蕴含的坚定安全感让所有人都能安心考虑

”在有生之年我应该怎样去生活”，而无需担心“我应该怎样才能

生存下去”?“有些人会自始至终秉持同一理念，有些人则会周期

性地重塑自我。人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改善、丰富生活的

想法和增进人类福扯的愿望之间取得平衡＂ （这是《星际迷航：下

一代》中，”进取号“星际飞船船长皮卡德对来自于21世纪的金融

大亨所说的话；后者曾被低温冷冻保存，在解冻复活时却惊恐地发

现已经身处后稀缺时代。产。

即便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仍然可能会存在制裁措施，以确保

必要的工作能够得以完成。但是，促使人们参与工作的不再是饥饿

威胁，而是合作邀请。经济学家们早已认识到，饥饿和无家可归并

不是最好的激励因素。即便是在克昝泡特金的时代，经济学家们也

承认，“对人们来说，最好的悄况是在进行自由生产的时候能够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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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所从事的职业，没有监督者横加阻碍，并且还能看到这份工作为

自己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利及和他一样的人。',26 有位励忐畅销书作

家在近年再度提出了同样的理念：最好的工作源于自主感、掌控感

和目的感，而不是更高金额的金钱回报。”

只有圆满地解决20 世纪社会主义经济核弅论战所提出的种种

问题，后稀缺世界才有可能得以组建。对于这些问题，人们将借

助千21 世纪的种种工具加以解决：他们将利用数字技术来协调他

们的需求和活动一—通过设计符法帮助人们处理数据、制订备选方

案，通过设计协议来帮助他们就备选方案进行决策；随着时间的推

移，还可依据经验对其予以进一步的调整和适配。人们将会通过数

字应用程序向协会阐述、提交他们的个人需求；后者则会处理协会

与协会之间的资源分配，并制订出能够公平、合理地利用可用资源

的方案、方法。效率将不再是生产的首要目标，但生产者仍然需要

根据获得各类物料供应的难易程度来选择合理的生产技术；并且，

如果生产未能达到民主议定的社会标准，生产者也可能会因此而承

担责任。同样，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和处理可能并不存在单一的最

优方案。 28

人人享有的自由时间

对千后稀缺理论家们而言，必要领域的重新建构并不是一个

终点；它所催生的社会团结也会拓展自由领域的边界，同时也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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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了它能够为人共享。 29 一旦必要领域得到了保防，那么人人便可

自由发展个性，并且不会受到任何社区及社群边界的束缚。重要

的是，应当通过推进共同的社会工程，从而实现自动化理论家们

希望通过技术实现的目标，尽管先进的技术必定有助于拓展自由

的祖域。当然，在自由领域，人们能够有时间参与社交或享受独

处，专注爱好或无所事事：“像头野符一样什么也不做，躺在水面

上，平静地望着天空”。 30 法兰克福学派批评理论家西奥多·阿多

诺 (Theodor Adorno) 的话语揭示了一个物质匮乏及其所引起的生

存不安全感已经得到普遍消除的世界。这并不是要让我们去假设

存在某种自发性利益和谐或某种人性之善。与此相反，经济压迫

的终结意味着很多人能够自由地摆脱家庭或职场中的压迫关系或

者对此进行重新商议。 31

如果人们能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那么他们会去做什么？后稀

缺时代一直被称为”后工作时代”，但这一表述并不足以体现“后

稀缺”所涵盖的内容。“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恢复之后，就算是

再讨厌工作的人也会变得坐立不安，迫切地想去做点事情。所以

说，通过重组社会生活以削弱必要劳动的作用并不是为了消除工作

本身，而是为了让人们能够自由地追求那些不能简单称之为工作或

休闲的活动。这类活动可能包括绘制壁画、学习语言、修造水上滑

梯，或研究如何更快地完成共同的任务。它可能是小说创作，也可

能是通过教育或探索的方式重塑自我。正如左右两派的自动化理论

家们所一致预期的那样，随若稀缺时代的终结，世界各地的人们将
会共同加人自邸协会，如数学研究者联盟、新乐器发明俱乐部或宇
宙飞船建造联合会。对于大多数人而有，这将会是他们人生中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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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具正意义上的自愿协议，而不是迫于普遍的物质安全感匮乏而

作出的尤奈选择。
在这样的条件下，“富有创造性的头脑和科学天赋”将不会

再“因为偶然的出生地点、恶劣的生活环境或生存所迫而遭到埋

没"。”研究资助或艺术资助将不再由利润动机所决定或被富人利

益所支配。在后稀缺社会，我们在稀缺社会中所说的“资本”将

被视为共同的社会遗产。“这些社会遗产来自于一代又一代人的积

累，它不屈千任何个人，而是屈千所有社会成员；没有这些社会遗

产，任何人都无法实现更为宏大的目标，甚至无法想象这些目标。

那么，当人们在追逐自己所热爱的车物时，他们如何获得所需

要的资源？其中很多资源将在自由领域通过自愿协会和其联合会得

到最有效的利用。在人们最初的想象中，必要领域最接近于资本主

义经济，因为它也同样存在提高生产率、减少劳动时间和再度分配

资源的压力。然而，在没有市场强制的情况下，必要领域更有可能

将通过适应于自由领域的创新而发生缓慢的改变。这些创新的落地

可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原因在于推行过程中的改变将不再是由

市场竞争强制执行而是须经各类委员会协调。其中的一些组织可能

更在意于如何完成工作，而不是如何改进工作。这一过程不再会有

内在的增长耍求，也无须追求为岍长而增长；尤其考虑到必要劳动

多为服务活动，而这些活动难以在保证质批的悄况下实现生产率的

提升，故而情况更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自由领域将会进发出多样的活力：人们将会在

这里设计出新型的工具、仪器和会计核邪方法，开发出新款的游戏

和电子产品，并从时间和空间维度上进行迅速的资源再分配，以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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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人们不断变化的口味。由千在自由领域内，加入任何协会都将完

全取决于个人意愿，没有人会因为生存问题而被迫接受一成不变的

工作。他们可以随心所愿地投身千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中央计划，

而是会存在有所重合的局部计划，这些计划使得必要活动和自由

活动能够彼此关联。但是，在这些问题及相关问题当中，哪些问

题属于必要范畴，哪些屈于自由范畴，则应当留给获得自由的人

类，让他们从政治上自行解决。可以想象，尽其所能的个人将会

在此框架内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自我规划：他们或许会选择大

型社区居住，也可能更愿在小型社区生活；他们可能会承担大诫

工作，也可能会接手少猛劳动，从而留出更多时间来探索自然、

社会、思想、海洋或星辰；无论地球的气候是炎热还是凉爽，无

论世界的资源是贫乏还是丰富，只要满足了保障物质安全感所需

的某些基本条件，人们都会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在后稀缺的世

界，除了需要确保人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外，人们首先要做

的事情是将人类大址的共同资源和共同智慧用于缓解或扭转气候

变化的趋势，并改善殖民化后持续了几个世纪的不平等现象。 35

这一推演的意义在千，它表明了我们完全有可能设计出以人为

本、以人为先（而非以技术进步为本为先）的乌托邦思想实验。如

果我们认同人类70 多亿成员都应享有基本尊严，那么就需要我们

摒弃以部分人辛苦劳作换取他人自巾的理念。也就是说，在一个拥

有先进技术的社会里，我们必须分派承担仍须完成的工作，从而确

保人人有权利、有能力决定如何支配自己的时间。

我所简单描绘的后稀缺世界或许可以作为评估种种路径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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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衡扯基准 从这一角度石，显然节前世界的组织校式无法让我

们自然而然地迈入后稀缺世界 纾济增长水平还没有让我们的社会

化达到无须增长的程度。尽管人们的预期片命、教育水平以及城市

化程度得到显著的提高，但其分布仍然存在杆汕度的不平等。与此

同时，即便是在址为富裕的国家，大多数人处于原子化生存状态、

在物质方而缺乏安全感、丧失了梨体的力Lt，造成了他们视野的局

限 如果完全自动化在成为人类梦想的向时，又可能成为他们的梦

腮则可将其可归因为完全自动化同人类的炸严缺乏内在联系，并

且其本身并不会推动后稀缺世界的出现 全民基本收入也同样如

此。或许，如果教育和医疗驳盖范围能够得到大幅提升、社区能

够通过劳动分担与协作得以再现活力、各行各业能够实现部分社会

化、大规模资金能够投入千推动能源结构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

转型，那么，基本收入便可以成为解放人类宏大工程的一个组成部

分。 36 当然，通往后稀缺世界的逍路也可能完全体现为其他形式

如果我们对这个即将到来的世界缺乏清晰的认识、则会很容易在这

一过程中迷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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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技术的进步和技术专家们推行的改革都无法必然地将我

们带向一个后稀缺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的实现则只能依靠于社

会运动所施加的压力以及大刀阔斧地重新建构社会生活。自动化话

语员令人失望之处在千它往往会低估现有社会斗争的价值。罗伯

坪．过．铅·维恩（ Robert van der Veen) 和菲利普·范·帕里斯

Ph1hppe van Parijs) 在 1985年发表的《通往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道

路）一文中捉出（如是构想：在“快速的劳动节约型技术变革”与

｀，经济增长约束＂的共同作用之下，人类的理性行动将会”迟早催生”

索求仕会变革丿i予以付诸实施的力批。三卜年后，尼克·斯尔尼切克

和亚历克斯·威廉姆斯对业已产生的力批感到绝望，认为这些只不过

楚“民间政治”而已 他们表示，面对杆 H益复杂的现代世界、人们

胧要求回归本地社区的简牛生活以及而对面的人际交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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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如今的杜会斗争解放人类的潜力感到绝望也并非不可理喻

面对势头凶猛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只有开展广泛龟持续的社会动员

才能扭转潮向；但是唯一在规模和力攸上能堪此任的运动一具

有历史意义的劳工运动已经渭遇了全面的溃败，，如今．罢工和劳工

示威更多的是一种防御之举：来势汹汹的资本要求加大财政紧缩

力度、提高用工灵活性、推进私有化步伐．工人只能通过抗争放缓

其速度．从而应对永无休止且日益恶化的经济放缓心那么．在经济

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应对技术导致的岗位流失？对于这一问

题．劳工运动从未找到解决方案，，正如德国经济社会学家沃尔夫

冈·施特雷克 (Wolfgang Streeck) 所言．＂缺乏组织的资本主义不

仅仅是本身缺乏组织．其反对派也同样如此 “2 也正是因为这一原

因在经济陷人停滞的漫长时期内．并未出现大规模劳工阶级组织

再现活力的情形。

即便如此．在 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的几年里．这一政治停污

已经显现裂痕 社会斗争不断涌现．其规模之大．是此前几十年间

所未曾见到的e 在全球六大洲的土地上？罢工和社会运动浪勹

涌、此起彼伏 2019 年．世界各地又爆发了大规栈的抗议活动J

大批民众再度参与停工、占领、封锁、暴动和示威｀抗，又劳动力

求长期下降的种种症候．如不平等加剧、就业不安全感的加剧、政

治腐败、财政紧缩．以及食品、能源和运输价格上涨。抗义者们氏

群结队涌向街头．抗议一桩桩由警察亲手犯下的谋杀 I！行：这芒思

行令各个种族化社群愤惑不已；面对n 身缺乏社会认可的困境．辽

些群体也不再选择忍气吞声。

可以肯定的是．到日前为止．这些激烈的社会运动仍勺缺乏持
＊从中国和香港到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从阿根廷和智利到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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畔的力队，还不足以迫使冥顽不化的政府做出让步，并且这些运

动本身也逍遇了逆境和失败 但是它们仍然拓展f人们的政治视

野，并让新一代的激进人七变得更为激进。也许我们的时代同 19

世纪中期颇有相似之处，原因不仅仅(Er这个时代诞生了怀有远见

卓识的乌托邦主义者．还在下它也催生了对解放人类的社会变革

抱有支持态度的人士。过去儿卜年的一些客观特征也印证了这一假

设：纵观世界历史，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口教育程度、城市化水平、

互联互通程度是其他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正如英国记者保罗·梅森

(Paul Mason) 所言，在这座海平而不断上升的星球上，受过教育

且有能力迁居的人们“将不会接受一个存在着高度的不平等、增长

也陷于停滞的未来”。 4 这是否将会让我们更加接近一个更为自由

的未来？这一问题仍然尚无定论。

在2020年之初，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姿延造成了社会斗争全球

扩张的偃旗息鼓；但随若全球陷入经济深度衰退，它们如今又再度

兴起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这些社会运动能够落地生根．它们跟前

几个世纪的劳T．运动也不太可能一样。从那个时代到我们这个时代

之间，社会运动钓长期陷入于时断时续中。此前时代的劳T＿运动形

成于漫长的工业化时期，而我们则生活在后T令业化时代的低谷：我

们的运动将是一场关乎工业化终结的影响的斗争。这并不是耍否认

全球经济对t业生产的持续依赖，也不是要否认丁＿厂T一人的持续存

在但是，制造业在总就业人数中所占比例的不断下降意味祚这些

T一人将尤法代表更公正、更合理的未来秩序。就连南非、韩国和巴

四这样的闲家（这些国家直到近年才实现了飞业化，并且它们的制
造业t人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民主斗争中发挥了关锦作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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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成为了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 5 

这一}'j动人口构成变化将会在叽大的方面币纫今天的补会还

动 尽忤l' I 动化恬语往往会过分强i周这一趋势，但是，直接人力劳

动在核心产业所发挥的作川的确已经大不如前；正如马克思所预言

的那样，直接人力劳动作为上要生产儿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已被

科技知识所取代（后者体现为悯动门然丿丿址和机器设备的大型基础

设施）。逍到抛弃的大批T}人被迫流人劳动生产平增长缓慢的服务

业，终日从·Ji: a毫无前途的工作。因此，在此前鼓舞了一代又一代

工人的轰轰烈烈的斗争（这些斗争关系到谁应受益于生产率的持续

增长）并未出现。由于资本存在杆压低生产成本的冲动，因此．今

天的大多数工人在而临珩劳动强度增加的同时，并未获得相应的薪

资增长；但这并不意味若劳动场所的斗争行为并不存在，它只是表

明其决定性逻钳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

一些左贸评论人上认为，无论深受工作不安全感困扰的工人对

此如何愤蔥．他们在生产节点上仍然缺乏必要的力压来表达自身的

诉求 6 然而，小实证明，在一个梢益生产、及时生产广为普及的

世界，在主要城市及其周边地 lx~组织封锁流通也是一种有效的菜

略。阿根廷的拦路者运动(the piquetero movement)是一个较为

早期的例子：从2OIIt纪 90年代中期丿F始，失业「人对该国首度布

宜诺斯义利斯周边的商速公路进行f封锁｀要求捉肋拙利待遇., 7 

2011 年以来，在美困、法国、埃及等地、 1刁一人们也岑零压星地实

施了这一策略。

在亚大的斗争过程中所开启的自治空间中、运动参与者们提

出了有关社会的性质和人来的问题。通常而言、儿会向所有人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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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即便非正式的层级关系并未全然殆尽，“人人都应享有社会事

务上的发言权”也仍是人们的同感共识。在行业的内部以及封锁

的前线，人们的确相互关照、彼此关心。他们煮菜做饭、打扫卫

生、照看孩子，也不期待任何回报，尽管他们在执行这些任务的

过程中，所需物料的购置仍然沿循若常规生活的轨迹，而这又是

他们想要通过运动来颠稷的。无论是民间运动还是民族运动，这

些努力并不仅仅表明人们趋向于追求一种更为简单的生活；无论

如何时断时续，它们还指向了一个人人享有尊严的世界一一一个

有着更少的边界和界限的世界。

无论这些抗议活动能够达到怎样的规模，它们目前尚无法摆脱

所有斗争在工人阶级集体再生产方面所面临的局限；在工薪资停

滞、就业不安全感程度加深和福利国家规模缩减的压力之下，工人

阶级境况的恶化呈现出了极端的态势。尽管这些运动呼吁罢工，号

召仍然处千工业核心领域的工人们参与其中，但是它们并未实现由

再生产层面到生产层面的跃升。无论这些运动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期间点燃了多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颠覆性抗议活动目前仍然未

能勾画出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

础设施被置于集体控制之下，劳动被重新组织、重新分配，稀缺间

题已经随着商品和服务的无偿供应而得到克服。同时，随着生存安

全感的提升和自由新视野的拓展，我们人类的能力也会相应地不断

得到强化。

只有围绕控制生产这一历史任务的前提组织开展社会斗争，才

能实现它们的突破，从而为生而为人所处的境遇赋予新的内容一

生活在一个没有贫困、没有亿万富翁的世界，一个没有无国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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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没但f,Jfi'i'片的 IIt界；在这杆的 III炽lL 人们也尤需终日忙和

苦劳作而无暇休息．更逞论梦想。如果～场压动缺乏远见卓识的指

引．那么它终究只从一场盲目的运动； ｛11)心如果怀付远见卓识的

人 1 人能投身「运动中去，则史丿上一种严顶的久能 如果晚期缸

主义的远见巾识忏们不能投身到构建后稀缺 III：界的大规伙社会斗争

中去．那么他们将仍然只是一附入持？＇，技术乃托从理念的神秘主义

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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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参见Gary Herr igel, Manufac tur ing Poss ibiliti es: Crea tive Action and 

Indus trial Recomposition in the United Sta tes, Germany, and Japan, Ox

ford Univers ity Press, 2010 。

45 有关全球对比下中国铁锈地带的阐释，参见Ching Kwan Lee, Aga inst 

the Law: Labour St11,1ggles in China 盯 Rustbelt and Sunbelt, Un 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esp. pp. 2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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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国制造业增加伯和 GDP 增长率从 1973 年开始便已经开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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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此现象的最初阐释，参见 Nicholas Kaldor, Ca11Ses of the Slow Rate 

。i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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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J. Edwards et al., eds., End ing Pover ty in America: How to Restore the 

American Dream, New Pre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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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ind, MIT Press, 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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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p. 409; Erik Brynjolfsson and Andrew McAfee, The Second Machine 

Age: Work. Progress, and Prosper ity in a 万me of Bri llian t Technologies, 

W.W. Norton, 2014, p. 179. Nick Dyer-Witheford认为将会出现一个“越

来越深的失业人口池，他们不再是数字资本所倚赖的对象”(deepening

pool of unemployed populations, no longer required by digital capital) 

(Cyber-proletar iat: Global Labour in the D igital Vortex, Pluto, 2015, p. 

3），而杨安泽则提到“越来越多的人被永久性地取代”(growing mass 

of the permanently displaced), 参见其著作吓e War on Normal People: 

The 加th abou t Americas D isappear ing Jobs and Why Universal Basic 

Income ls Our Fu ture, Hache甘e,2018, p.x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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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Milton Friedman, Capita lism and Freed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pp. 191一5; Friedrich 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 3,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pp. 54-5 。

30 有关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旨在构建市场，而非解放市场的理论，

参见 Pierre Dardot and Christian Laval, The New Way of the World: On 

Neoliberal Society, Verso, 2013; Quinn Slobodian, Globalists: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 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31 Charles Murra y, In Our Hands: A Plan to Replace the Welfare State, 

AEI, 2016, pp. 11-15; Corning Apar t, Crown, 2012。有关默里的思想

轨迹，参见Quinn Slobod ian and Stuart Schrader, "The White Man, 

Unburdened," Baffler, no. 40, July 2018。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很多全

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者都受到了默里著作的影响。参见 Brynjolfsson

and McAfee, Second Mach ine Age, pp. 234-7; Ford, Rise of the Robots 

pp. 262-3; West, Fu ture of Work, pp. 99-100; 以及 Lowrey, Give 

People Money, pp. 128-30 。 Andy S tem 讲述了默里和马丁·路德·金

之间的一场虚构的对话： Raising the Floor, pp. 202-3 。

32 Murray, In Our Hands, p. x.i.亦见 van Parijs and Vanderborght, Basic Ji几

come, p. 5, Lowrey, Give People Money, pp. 25-o。

33 Murray, In Our Hands, pp. 60-8, 81-90 。

34 Murray, In Our Hands, p. 7. 有关收入充分论与收人平等论之间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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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敏锐分析，乡
矣见 Samuel Moyn, Not Enough: Human Rights in an 

I World, Harvard Un ivers ity Press, 2018。
Unequa 

35 ;hili.ppe van Parijs and Yannick Vanderbor~~• Bas i~ Incom.e, ~-~14。
127_8; Erik Olin Wr ight, How to be an Anti-Capital ist 

36 参见上书，pp.
Verso, 2019, PP· 74-S; 以及 Srnicek and Williams, 

in the 2 J st Centu,y, 

Inventing the Fu ture, PP· 
117-23。在此之前，这一观点的一个版本

颇具影响．参见 Stanley沁onowitz et al., "The Pos t-work Man ifesto" 

辑录千 Stanley Aronow itz and Jonathan Cu tler, eds., Pos t-work: The 

Wages oJCyberna tion, Routledge, 1998 。

37 参见Philippe van Parijs and Yannick Vanderbor ght, Bas ic Income, pp. 

11-12, 214, 22o-4, 127-8。支持自愿社团、反对官僚主义也是议会共

产主义 (council co1nmunist)和无政府工团主义 (anarcho-syndicalist)

政治的固定内容。参见Immanuel Ness and Dario Az:z.ellini, Ours to 

Master and to Own: Workers'Con trol from the Commune to the Present, 

Haymarket, 2011 。

38 Smicek and Williams, Inventing the Fu ture, pp. 107-27。

39 参见上书，pp. 117-23. 亦见 Robert J. van der Veen and Philippe van 

Parijs, "A Capitalist Road to Commun ism," Tl1e01y and Society, vol. 15, 

no. 5, 1986; and Peter Frase, Four Fu tures: Life after Capital ism, Verso, 

2016, pp.54-8。

40 Keynes, "Economic Possibilities," pp. 366-7; West, F11h1re of Work, pp. 

83-8．亦见 Manu Saad ia, Trekonom ics: The Econom ics of Star Trek, 

Inkshares, 2016; 以及 Iain M. Ba咄s 的 C咖re系列作品。“全自动化

奢华共产主义”栈因的流行反映了这一颇具吸引力的愿尿。

41 Alyssa Battistoni, "Al ive in the Sunsh ine," Jacob in, January 1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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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Parijs and Vanderborght, Basic Income, pp. 227_30。

42 参见 Elizabeth Anderson, Pr ivate Government: How Employers Rule 

Our Lives (and Why We Don 1 Talk about I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

43 Katherine Hobson, "Feel ing Lonely? Too Much Time on Socia] Media 

May Be WI1y," NPR, March 6, 2017. 亦见 Brian Primack et al., "Social 

Media Use and Perce ived Social Isola tion among Young Adults in the 

VS,"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a tive Medicine, vol. 53, no. 1, 2017。

44 参见 Sareeta Amru te, "Au toma tion Won' t Keep Fron t-Line Workers 

Safe," Slate, April 9, 2020 。

45 与此同时，自动化理论家们不可能考虑从资本家们手中夺取对投资

的控制权，因为在他们看来，其计划仍需倚赖数字技术领域的私人

投资。

46 Karl Marx, "Econom 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1844)" 辑录于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Penguin Classics, 1992, p. 327 。

47 参见 Bertram Si lverma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wedish Model: In

terview w ith Rudolf Meidner," Challenge, vol. 41, no. 1, 1998 。

48 参见 Geoff Eley, Fo rging Democracy: The H istory of the Left in Europe, 

1850- 20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尤其是其中第 10 章和第

17 章，探讨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意大利以及在两战之间

的法国，工人政党和工会并未能够趁热打铁。

第 6章必要与自由

1 Bertolt Brech t, "To Those Born After," 收录于 The Collected Poem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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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rto/r/J /·echt. Livcrighl 2018, p. 736. 

2 r{f关实际如心i利 1引家的J“j限性（如其主攷辩护者所言），参

见 Gost::i (·、ping-Andcrsen 、 rhe TI1/（，l, 伽ldS (J W(!/fare Capita lism, 

Pnncc ton Un ivers ity Press, 1990、pp. 9-34. 

3 这旬 11 1,) 被州 11 地印制在[ Sm icck and Wi ll tams 所撰的 Inventing

血 F”“'，．（＇ ．书的封面上，

4 谷见 Martin Ford, Rise of the Robo ts Teclmolo幻'and the Threat of a 

Johl（＇｀｀杻（11re. Bas ic Books, 20 IS, pp. 246 8; Andrew Yang, The War on 

入()rmal P”“'le: The Truth aboIII Amcr ic".... Di`"pp ear iIIgJ obs and Why 

UIIiVC八al Basic Income Is Our F11t11r(.!, llache ttc, 2018、p. xv ii; and Peter 

Frase. Four Fu tures: l ife aft er Capita lism, Verso, 2016, pp. 48-9. For an 

extended discuss ion. see Manu Saad ia, Tl-ekonom ics • The Econom ics of 

Star Trek, I nksharcs, 2016, pp. 65 86. 这心设想的火感可能源自于苏联

时代 怂竹晓夫在 196l 年捉ILI i -. 1一年实现共产寸义；在此号召之下．

科幻小说什衣斯特竹伽茨基兄弟：人挝写了一系列令人叫绝的短篇

小说，题为Noon: 22nd Ce11t11叮 (Mocm,llan. 1978 [1961］）．作品描绘

了未来共产 1 义时代的太空探索；迕问他们后来的小说Hard to Be a 

God (Eyre Methuen, 1975 (1964]). 他们所构想的共产主义者星际逆

祈1的未来世界或许为首度发布;J 1987 年的《凡际迷航》以及班克斯

的“义化”系列什品提供了一个攸刑。

5 1 homas More, Utopia, 2nd ed., Yale Un ivers ity Pre、S、 2014, pp.47, 132 

6 哈如邸 1858 仆提出了＂瑞槛圳论”．卢称行必如1 奴隶们从1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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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的活·il·o 疹见 Elizabeth Ander、OIl 、 Pri\'tlte Gm·emmc nt, Princeton 

Univcr、ity Pre`、.2017、pp. 30-1 ．亦．，1,I \\ E. 13 Du 801s、 Dark飞·at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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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icesfrom within the Veil. Dover, 1999 [19201, p. 69。

7 参见 More, Utopia, pp. 60- 72; Etienne Cabet, Travels in lcar ia, Syracuse 

Univers ity Press, 2003 [1840], pp. 80-9; Karl Marx, Grundr isse. 

Founda tions of a Cr itique of Po liti cal Economy, Penguin, 1993, pp. 

707-12; Karl Marx. Capital, vol. 3, Penguin, 1991, pp. 958-9; 以及Peter

氐opotk:in, Tile Conquest of B戊a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99-112．一般性的讨论（但不包括卡贝和克旮泡特金）可见 Edward

Granter,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End of Work, Asbgate, 2009, esp. pp. 31一

67．笔者暂且忽视夏尔·傅立叶、威廉·莫里斯和赫伯特·马尔库塞

等思想家的主要观点即通过将所有工作转化为游戏，从而打破领

域的边界；在我看来，后稀缺世界的单一领域概念是菇无希望的极

权主义式乌托邦（此处取其贬义）。

8 引述于 Marx, Capital, vol. 1, p. 532。亦见 William Booth, "The New 

Household Economy," American Po litical Science Revi邸v, vol. 85, no. 

I, March 1991, pp. 59一75; 以及 Claudio Katz, "The Socialist Polis: 

Antiquity and Socialism in Marx's Thought," Review of Po litics, vol. 56, 

no.2, 1994, pp.237-<>0。

9 More, Utopia, pp. 75-9 （有关奴隶的“金锁链”);117（有关早期基督

教徒）； 47 （有关废除货币和私有财产）； 19一25 （有关阴地）； 66 （有

关自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间接地提及了莫尔的“金锁链”。

参见 Marx, Capital, vol. I, p. 769. 有关马克思承袭莫尔观点的论述

参见 William Morr is, "Foreword to Thomas More's Utopia" [ 1893], 辑

求千William Morris, News f rom Nowhere and Other Writings, Penguin 

Classics, 1993, pp. 371-5 。

10 参见 Robert Sutton. "Introduction," in Cabet Travels in Icaria, p.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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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 David Gregory, "Karl Marx's and Friedrich Engels'Knowledge of 

French Socialism in 1842-4 3," Histo,i cal Reflections, vol. 10, no. 1, Spring 

1983, pp. 143-93; 以及Bruno Liepold, "Citizen Marx: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arl Marx and Republicanism," PhD Diss.,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7。

12 Frank Manuel and Fr itzie Manuel, Utopi an Thought in the Western 

肠ri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712。

13 参见 Paul Corcoran, ed., Before Marx: Sociali sm and Communism in 

France, Macmillan, 1983。马克思对两种相互关联的思想趋势提出了

质疑，这些思想趋势本有可能导致他在政治理论发展过程迷失方向。

一方面，同时代的自动化理论家埃兹勒、乌尔和巴伯格宣称，机器

对人力劳动的取代使得必要劳动的废除成为可能，并可能由此创造

一个人人享有完全自由的世界-这是马克思反对的立场。另一方

面，在傅立叶主义者构想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作可以转化为游

戏，从而将必要领域纳入门由领域。马克思驳斥了这一社群主义立

场，并提出了与傅立叶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必要劳动可被性于集体

的治理和控制之下，但无法转化为游戏。马克思认为自由领域和必

要领域应当分离，这一观权使他成为了一名莫尔主义肛

14 参见 Karl Marx and V. I. Lenin,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The Paris 

Commun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89 (1871]; 以及 Raya Dlmayevskaya, 

Marxism and Freedom, Humanity Books, 2000, pp. 92-102 。

15 Kristin Ross, Communal Luxury: The Pol itical Imaginary of the Paris 

Commune, Verso, 2015, pp. 91-116。

16 参见0甘o Neurath, "Through War Economy to Economy in Kind”、铅录

于 Marie Neurath and Robert Cohen, eds., Otto Neuratl1: Empiricis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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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logy, D. Reidel Publishing, 1973; Du Bois, Darkw 
ater, pp. 56--9, 69; 

John Dewey, 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 
'Prometheus, 2000 [1935], pp. 

37--60;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 
ransfonnation, Beacon, 2001 [1944J, pp. 

257--68. 亦见 Marcel van der Linden, "Th 
e Prehistory of Post-Scarcity 

Anarchism: Josef Weber and the Movement ti 
or a Democracy of Content 

(1947—1964)," Anar啦st Stu山es, no. 9, 2001, pp. 127--45。路德维

希·冯·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 千 1920年发起了社会主义经济

核箕论战。在米塞斯看来，社会主义无法为生产方式的选择提供一

个理性的基础，特别是当商品生产活动本身又是其他生产过程的投

入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

17 Edward Bellamy, Looking Backward, 2000- 1887, Oxford, 2007 [1888J, 

pp.39--44 。

18“让一些人无需再长年从事于垃圾收集，将远比工作轮换更有意

义：它意味着垃圾产生和处理的过程与逻辑的改变”(Putting an 

end to garbage collection as a j ob some have to do for years, will be 

a lot more than j ob rotation: it will imply changes in the process and 

logic of garbage creation and disposal): Gilles Dauve, Eclipse and Re

Emergence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PM Press, 2015, p. 54. 

19 Ross 的《公社奢华》让人联想到一种无需实现“完全自动化”的＂奢

华社会主义”。

20 参见James K.Jagge, "Marx's Realms of Freedom and Necessity," Cana-

dian Journal of Ph ilosophy, vol. 16, no. 4, 1986, PP· 769-78 。

21 More, Utopia, pp. 67-8. 亦见 Kropotkin, Conquest of Bread, pp. 58--63 。

22 James Boggs,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963），辑录千 Stephen Ward, 

ed., Pages f rom a Black Radicals Notebook: A James Boggs 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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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llO 。

23 More, Utopia, p. 130 。

24 有关这一点，请参见 Marti n Hagglund 所撰 This Life: Secular Fa ith 

and Spir itual Freedom (Pan theon, 20 J 9) 一书的第二部分，尤其是第

221-37 页 301-25 页。阻gglund在书中论述了必要领域和自由领域在

民主社会主义中的地位，其观点同笔者对它们在后稀缺世界地位的

阐释颇为相似。

25 Saadia, T,·eko11omics, p. 40 。

26 Kropotkin, Conquest of Bread, pp. 138-9 。

27 Dan iel Pink, Dr ive: The Surpris ing乃uth abou t What Motivates Us, 

Riverhead, 2009 。

28 参见John O'Ne i ll, The Marke t: E th ics, Knowled ge, and Pol iti cs 

Routledge, 1998; Daniel Saros, Inf orma 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 list 

Cons truc ti on, Rou tled ge, 2014; 以及 Evgeny Morozov, "D igit al 

Soc ialism?," New Left Review ll6/ll 7, S2, March- June 2019. 感谢

Bj orn Westergard 给予的慷慨协助，帮助我理解了这些问题并为我

探索潜在的俯决方案指明了方向。参见Bjorn Westergard、 “Review:

Peoples Republi c of Walmart," The Mach ine,y Question, Augus t 28 

2019, 此文可见于machinc1yqucs iton.com 。

29 就此意义而言，“平等能够实现个人主义，而非弱化个人主义”

(e quality enables—ra ther than detrac ts from- ind iv idual ism): Ro..,...,' 

Communal Liix ury, p. 108。亦见 More, Utopi a, pp. 61-2; Marx. Grun

dr isse, pp. 711-12; Marx, Capit al, vo l. 1, pp. 532-3; and Kropotkin, 

Conquest of Bread, pp. 99-112 。

30 Theodor Adorno, Min ima Mora li a: Reflections 介0111 Dama ged L和

152 



注释

Verso, 2005, p. 157 。

31 在没有稀缺的世界，人们有机会摆脱压迫、重归自由。“如果我在一

个地方遗受折磨，谁会阻止我前往其他地方？”（If I am tormented in 

one place, who will keep me from going someplace else?) J.J. Rousseau, 

The Discourses and Other Early Po 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58。亦见 Cory Doctorow, Walkaway, Tor, 2017。

32 参见 Stanley沁onow itz et a l., "The Pos t-Work Manifesto," 辑录于

Stanley Aronow itz and Jonathan Cutler, eds., Pos t-Work: The Wages of 
Cyberna tion, London 1998 。

33 Saadia, Trekonomics, p. 61 。

34 Michael Lebow itz, The Socia list Alterna tive: Real Human Development, 

Monthly Review, 2010, pp. 31-45 。

35 有关稀缺条件下的乌托邦的阐释，参见 Ursula K. Le Guin, The 

Dispossessed: An Ambiguous Utopia, HarperCollins, 1994, 以及Fredric

Jameson对 Le Guin小说作品中“世界简化”(world reduction) 的评

论，参见Archeologies of the F,叩re: 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 ictions, Verso, 2007, pp. 267-80. 亦见 Frase, Four Futures, pp. 

91-119 。

36 全民基本收入理论家们中的大多数人蔽终承认了这一点。可参见

Philippe van Par ijs and Yannick Vandcrborght. Basic Income: A Radical 

Proposal for a Free Soc iety and a Sane Economy, Harvard Un ivers ity 

Press, 2017, p.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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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 Robert J. van der Veen and Ph ilippe van Par ijs, "A Capitalist Road to 

Communism," Theory and Society, vo l. 15, no. 5, 1986, pp. 652一3; N ick 

rnicek and Alex Wi lliams, Inventing the Fu ture: Pos tcapita lism and a 

World without Work, Verso, 2015, pp. 9-13. 较为温和的自动化理论家

们不仅对社会斗争颇为轻蔑，还对其抱有敌意。杨安泽声称，在今

天，唯一可行的斗争形态是“脱胎千种族和身份、以自动化驱动的

经济因素为基本力狱的斗争”。他提出了一种颇为可怕的构想：遭

到技术淘汰的卡车司机们组织起来对道路进行封锁，此举随后引

发了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反税暴动、反犹视频的大肆传播，以及

倡导回归种族国家之下简单生活的族群民族主义政党的崛起。参

见 Andrew Yang, The War on Normal People: The Truth abou t Ameri

ca s D isappear ing Jobs and Why Universal Bas ic Income Is Our Fu ture, 

Hachette, 2018, pp. 158-9 。

2 Wolfgang Streeck,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New Left Revie\认 no.

87, S2, May-J une 2014, p. 48 。

3 一些文本对这些运动进行了整体评估，可见 Paul Mason, WJ1y Its Still 

Kicking Off Eve印where: The New Global Revolutions, Verso, 2013: Manu

eJ Castells,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

net Age, 2nd ed., Wiley, 2015; Endnotes, "The Hold ing Pattern," Endnote 

154 

no. 3, 2013; and Goran Therbom, "New Masses?," New Left Review、 no.

85, S2, Jan.-Feb. 2014. On the 2019 wave, sec Jack Shenker, "This Wave 

of Global Pro test Is Being Led by the Children of the F inanc ial Cr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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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rdian, October 29, 2019 and Robin Wright, "The Story of 2019: Pro

tests in Every Comer of the Globe," New Yorker, December 31, 2019。

4 Paul Mason, Postcapitalism: A Guide to Our Future, FSG, 2015, p. 29。

s 参见 Gay Seidman, Manufacturing Militance: Workers'Movements in Brazil 

and South Afri ca, 1970- 1985, UC Press, 1994。

6 可见氐m Moody, On New Terrain: How Capital Is Reshaping the Bat

tleground of Class War, Haymarket, 2017 。

7 参见 Federico Rossi, Tlze Poor s Struggle for Political Incorporation: The 

Piquetero Movement in Argent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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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怎样制造一支铅笔
II "'II, II• 

亚伦·贝纳纳夫

资本主义已经终结，如果你希望如此。

社会主义经济会是怎样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各不相同，但其中

多数都同”规划”相关。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模式是价格和市场之

间的互动。相较而言，社会主义经济，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则”处

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但是，这样的计划是怎样制定

的？它义是如何实施的？围绕于此，社会主义者们在过去的半个多

世纪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一方阵伐特别强悯了计弈机的亚耍性。这些“数字社会主义者”

将计符机视为推动计划经济正眢运转的关键。他们注亚的是邪法，

他们想通过软件来收集有关梢费者偏好和7过』业产能的信息（如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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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巨大的过滤机器，将数据传送进研磨机）并通过软件计算出资源
配过的最优方案，，

多年来，人们沿11这些思路开展了若干项试验。 20 世纪 60 年

代．苏联数学家格卢什科夫曾建议构建一个全国性的计符机网络，

从而辅助规划者进行资源分配 20 世纪 70 年代，在英国控制论专

家斯塔福德·比尔 (Stafford Beer) 的帮助下，智利萨尔瓦多·阿

连德政府也尝试了类似模式，推出[“协同控制t程”(Cybersyn

Proj ect)。但这两个项目均未取得亚大进展。格卢什科夫的构想遭

到了来自于苏联领导层的阻力，而“协同控制工程”则因皮诺切特

政变导致其尚未完全实施便已宣告结束。但是，这一梦想并未就此

破灭。

如今．数字社会主义 (digital soc i al ism) 所能完成的事情显然

远远多于此前任何时代。互联网几乎可以在转瞬之间便能将来自

世界各地的大批信息传输到规划系统当中。计算机处理能力的巨

大飞跃使其能够快速地处理这些数据。同时，机器学习和其他形

式的人工智能可以对其加以筛选，从而发现新型模式并适当调整

资源分配。利． l／一和博斯 (Leigh Ph i ll ips) 和米哈尔·罗兹沃斯基

(Michal Rozworski)在《沃尔玛人尺共和国》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Wa/mart)一书中表示，沃尔玛和亚马逊这样的大型企业已将这些

数字丁．具应用于内部规划－~现在只需对其加以调整，便可为社云

义所用心

尽忤这些数字工具的确可能实现人的解放，但它们远不足以承

担后资本主义世界生产规划的任务。数字社会主义对犹法的注孤会

造成一个严重的问题，可能会导致未来社会主义的社会决策过程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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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狭隘的优化：以最少的资源投入实现尽可能多的产出。如果长

此以往，我们就会忽视、摒弃大址的定性信息，而这些信息对于社

会主义社会诸多目标的实现仍然颇为重要。

毕竞，未来的社会所需要做的不仅仅是用最少的资源实现尽可

能多的产出。这些社会还有其他更加难以证化的目标，如解决正

义、公平、工作质批和可持续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处理不仅仅

只是进行优化那么简单。这意味珩，无论规划箕法的效力会有多么

巨大．规划决策仍会存在一个无可削减的政治维度。因此，无论算

法多么智能，其计算结果都只能充当可怜的替代品。对于任何社

会主义规划项目而言，算法都必不可少，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明

确有哪些选项可供选择。但最终作出选择的必须是人，而不是计算

机。他们还必须依据商定的程序共同决策。

在这个时候，规划协议便可派上用场。它们能够明确决策规则，

从而简化决策过程。通过与算法的共同部界，协议可将一系列需要

考址的因素（不仅仅限千可优化计箕机程序的因索）纳入规划过程。

可以说，算法和协议之间存在若分工协作：前者摒弃无关或亟复的

选项，明确了哪些事项需要交由后者进行决策。

通过应用算法和协议，人们可以通过计箕机进行生产规划，从

而将他们的实践知识、价值观、门的和目标融人生产决策。这一做

法将会催生一种资本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都无法生成的生产膜式：

一种且正人性化的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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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价格

任何尝试于社会主义规划的严肃探索者都必须面对“社会主义

经济核算论战”所提出的问题，这场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争论影响了

几代共产主义者对后资本主义未来的构想。 1920 年，奥地利右翼

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 发表了《社

会主义联合体的经济核算》 (Economic Calcula tion in the Socia list 

Commonwealth), 拉开了这场辩论的序幕，该文对社会主义规划的

可行性展开了全方位的攻击。

在彼时，这不单单是—个理论问题。革命运动不仅在俄国和德

国早已开展，在意大利等国，情况也几近于此。社会主义者们声称，

只要能够摆脱资本家的束缚，他们便能够运用现代机器构建出一种

新型的社会一—一个不是以利润为导向，而是以人的需求为导向的

社会。在这个社会当中，人人都能获得生活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

与此同时，他们只需投人更少的劳动。

米塞斯认为，社会主义者们的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与之相

反，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工作的时间更长，而劳动的

所得却更少。这是因为在他看来，现代经济的效率与其市场组织模

式密不可分—一现代经济中存在着相关的货币和私有财产制度。一

且摆脱这些制度，在资本主义时代发展起来的技术将会在根本上失

去价值，从而迫使社会倒退回技术相对落后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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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铅笔的制造这一简单的例子来阐释米塞斯的观

点。铅笔制造厂的管理者需要作出很多生产决策，因为铅笔部件的

制造方式多种多样。铅笔的生产需要用到各种各样的＂中间产品”

一各类石墨、木材、油漆以及其他用物料。那么，如果想要生产

铅笔这一“最终产品”，铅笔厂商会怎样进行决策？

在资本主义社会，管理者首先会查看价格目录，他发现， A 石

墨的价格为每磅 35 美分，而 B 石墨则为每磅 37 美分。如果两者

都能满足生产要求，那么他会选择哪家就不言而喻了。管理者可以

针对所有相关投入进行同样的价格测试，从而迅速、准确地确定制

造铅笔的最合理方式。至于所有的社会活动如何累积叠加形成经济

体系，他并不需要了解。

价格的存在让铅笔厂商得以迅速地将能产出可用铅笔的无数生

产程序排除在外，但其代价是浪费了其他地方更好的自然资源或劳

动力资源。如果能够获得数吨上好的可可波罗木或奥萨奇橙木，制

笔商无疑能够生产出高质量的铅笔产品。但如果其他树种（例如并

不起眼的雪松）也能提供同样可用的木材，那么，使用上好的木材

也会是一种浪费。

当然，制笔商用于进行生产决策的价格并非仅仅是一串串随机

的数字，而是一个鲜活的市场社会的表现，这一社会的特点在于决

策的去中心化，当中涉及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市场的压力之

下，所有生产企业都会为产品制定合理的价格。例如，一家企业能

够应用新的技术，在不牺牲质址的前提下降低铅笔生产成本，那么

这家企业也会由此获得可观的利润。

在这一体系中，有关铅笔生产潜在模式的址新信息将会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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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铅笔价格的下降。每家厂商都会闱绕生产什／
4 、如何生产的问

题进行理性决策，只是因为市场竞争会迫使各家厂商竭力追逐收
人的最大化以及成本的最小化。所有这些依赖市场的制造商都会
尽其所能地获取信息、进行决策、冒险探索新的生产模式并追逐
相应的资金回报。米塞斯认为，社会主义规划者无法再度构建这

样的一个复杂系统，因为他们所掌握的信息无法同市场参与者通
过价格机制获取的信息相提并论。

归根结底，生产者能够通过价格信息来确定哪些潜在生产模式

可能带来利润。米塞斯认为，如果没有价格的存在，便无法实现资

产的合理分配。

严重错误

米塞斯有关资本主义的阐释鼓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其高度算法化

的特点。在他的描述中，铅笔厂忤理者们的行为如同于计算机程序

的运行，他们会收集有关中间投入的价格信息，并逑循着一条简单

的规则，即在不延长生产时间或在不会抑减需求的前提下，为各项

投入选取最为低价的方案。

针对千米塞斯的质疑，很多社会主义者的回应都接受了他所提

出的基本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于编写他们自己的算法。换句话

说，他们想证明的是规划者们可以创造出价格体系的替代品，后者

可以产生一定证的信息，足以劭保社会主义社会能够作出正确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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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决策。

最早阐发这一观点的是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 (Oska

Lange) 和出生于俄国的英国经济学家阿巴．勒纳 (Abba Lerner) c 

他们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提出的构想认为，社会主义规划

者们可以通过试错的方法逐步“感知“合理的价格。例如，规划者

们可以设定铅笔制造所需的某种中间产品的价格，然后根据需要对

其进行调整，直至最终产品的供应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一系列

近似值会不断接近实际结果，就如同计算机通过一连串的高精度加

减运算来计算圆周率的数值一样。

在兰格和勒纳提笔撰写这些著述之时，现代数字计算技术尚未

出现。但随着计算机的问世，晚年的兰格探讨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对于此类价格猜测工作，计算机远比人类更加擅长。当代的数字社

会主义者们沿承了这一思路。他们认为，应用数学的发展证明了我

们完全可以摒弃价格体系并通过先进的编程形式计算出资源的最佳

分配方式。

毕竟，我们已经具备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数据以及前所未有的处

理能力，足以对这些数据进行计算处理。沃尔玛和亚马逊等大型企

业已经通过先进的算法对这些数据进行计算处理，并将此应用于内

部的运营规划。那么，算法社会主义 (algorithmic soc i alism) 的希

冀是否能够成为现实？

不会那么快。算法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们误解了米塞斯在社会主

义经济核算论战中的论点，故而未能对其批评予以恰如其分的回

应。对于米塞斯而言，挑战在于如何将中间产品分配给最终产品的

生产者。但这并不是沃尔玛和亚马逊等公司要做的事情。原因很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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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这些公司所从事的是商品分销，而不是商品制造。而亚马逊和

沃尔玛的各家铅笔供应商仍需依赖于市场信号来确定制造产品的最

佳方式。

正如米塞斯的门生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Fri edr i ch Hayek) 后来

所强凋的那样，经济体系并不是一组等待破解的方程式一一无论是

通过资本主义价格体系予以韶答，还是借助社会主义计贺机完成此

任。它更应当被视为一个由个体动机各不相同的决策者所组成的网

络．他们在依据信息进行决策的过程中同时会形成信息。即便是在

一个高度数字介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休系当中，这些决策的协调仍需

借助于市场竞争。任何替代体系的存续发展仍需要人来直接参与生

产决策．但会采取一种不同的协调方式。

正如哈耶克所观察到的那样，企业的经营需要管理者拥有实践

推理能力，而这种能力来自于多年经验的积累。如想借助规划算法

来完成铅笔厂管理者的工作，那么箕法应获知的信息不仅包括铅笔

生产所需各类石墨的供需情况，还应包括在特定生产地点使用特定

机器和劳动力的情况下，选择一种石墨而放弃另一种究竟将会产生

怎样的结果。人们可能会将所有这些知识予以确立，使之成为计箕

机可以执行的明确规则。但是，如果想要在所有行业领域、所有

作场所阐明这些规则，则会面临难以想象的重皿困难。

米塞斯和哈耶克都颇为正确地指出，决策过程中人的参与对于

任何经济体系的运作都颇为瓜要。然而，他们的构想也对权力行

使的主体设定了严格的限制。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忤理者是生产

的决策者，他们只占生产过程所涉及人数的一小部分，只要不存

在法律强制或合同强制的情形，他们在进行决策的过程中并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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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咨询他人。

因此，管理者可在宽泛界定的限制范围内自由地追求经济化。

如果他们的决策会导致某一小镇大批工人失去工作一例如将铅笔

厂迁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并不需

要向小镇居民进行解释。因此，为了确保市场能够发挥作用，决策

权必须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

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将会由全民所控制。决策权将会

实现民主化，因此也必然会出现各类不同决策。人们一旦开始管理

自己的劳动场所，他们很可能会推动各类变化，如改变工作条件或

改变任务组织和任务分配的模式。效率（无论是以能源利用、资源

消耗衡量，还是按劳动时间计算）仍会是一个问题，但它不再是唯

一的问题。它只是众多问题中的其中一个。其他因素，如尊严、正

义、社区、可持续性，也将会被纳人考量范围。

然而，想要将这些其他考量因素纳入到一个单项维度的优化算

法中绝非易事，原因很简单：并没有一种可靠的方法能将其浓缩为

一个单一的量化测度单位。即便是自然单位，如铁的吨数或青霉素

的克数，也同样难堪此任。正义应该使用什么自然测度单位？正是

由于这些限制的存在，全球最先进的计算机也无法确定正确的生产

计划，原因在于不同的选择都植根于相互冲突的价值观以及对“好”

的认知。换句话说，它们都是某种政治上的选择。

如果说社会主义规划具有纯粹的算法化特性，那么其决策执行

的方式又类似于资本主义企业。它以不同的方式重申了资本主义的

逻辑：重要的是从混乱的质化现实生活中提取相关的证化信息。但

是，只有在这种混乱之中，我们才能找到社会主义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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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订规划协议

如何才能将更为繁杂的质性 H标纳入规划过程，使其本身也

成为努力的方向？想要韶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从维也纳学派哲

学家奥托·纽拉特的著述小寻找答案。

1920 年，米塞斯开始对计划体制展开全面拌击的时候，纽拉

特也同样成为了批判的目标。在今天，纽拉特被人们视为总体规划

的理论家－这一说法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社会工程师们坐在控制

室里掌控着经济的运行。然而这同纽拉特的观点恰恰相反一一纽拉

特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具有商度的民主性，原因正是在于它不

可能实现全面的算法化。

在纽拉特看来，价格体系的箕法特性问题有待破解，而社会主

义者们不应对其全盘接受。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管理者能够对

成本效益作出明确的决定，原因就在于其决策过程可忽视所有的非

经济成本，包括社区逍到拙毁、工人经济条件恶化、不可再生资源

托竭以及垃圾充斥世界。企业层面的理性经济决策相互叠加，奻终

义会形成一个愈加缺乏理性的社会。

那么，社会主义者需要做的不仅仅是优化效率，他们还需要探

索如何将多种质性标准直接纳入他们的规划机制。社会主义者们面

临的问题并非址化本身，他们或许还可以对诸多生产过程的相关标

准进行批化，例如，构建川千测度可持续性和安全的相关指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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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所有相关指标提炼为一个单一的测度单位则意味着各个目标

之间需要存在一定程度的可公度性一一而这正是社会主义者们需要

克服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想要减少污染，则需要对每座工厂的污

染排放址设定法律限制，在允许这些企业持续优化生产策略的同

时，还会要求它们遵循新的限排政策。但此举又会促使铅笔厂想方

设法规避这些限排措施，而如果这些企业找到了隐蔽排污的方法而

不被发现，它们又会借此赚取可观利润。相比之下，社会主义社会

则会将减少污染本身视为目标。它不仅会想方设法限制铅笔厂排

污，还会积极改善环境，如提高空气质址、植树造林等。无论如何，

这些措施的推行都不会意味着放弃对其他目标的追求。

如采取这一方法，那么所需要完成的事情将会远远不止单纯的

优化那么简单。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对生活中所有质性问题和

量性问题本身进行处理，而非尝试将其转化为一种可进行箕法优化

的统一测度标准。我们需要能够依据多项不可公度的标准进行规划

决策，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对这些决策加以协调。想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在进行集体决策时需要采取一套商定的程序一—协议。

规划协议的设计方法多种多样。它可能会像全民投票一样简

单，由大多数人来决定结果，也可采取类似于拍卖那样的复杂竞标

程序。这一协议甚至可以采取游戏的形式，通过设计出一套规则来

明确哪些人可以参与，每位玩家可以做什么，不同的结果会又对现

实的分配产生怎样的影响。尽管这一过程存在若多种可能性，但其

共同的主题在千，有必要稻心地拟制规划协议，使得人们能够对各

式标准加以权衡，在此基础上作出全面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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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拉特在 1925 年撰写的《经济计划与实物核符》 (Economic

Plan and Calculation in Kind) 一文中，提出了一版规划协议—尽

管他本入并未使川这一表达 在规划初期，规划专家们将“潜在“

的“无数种经济计划”缩减为儿宗｀｀典型案例＇勹这些规划者们偌

助贷法计贷来确定人们必须决定的选项并将这些选项公之于众，以

便进行直接比较 他们会采川多种标准来对各项计划方案进行评

估，并选择出他们更为忭眯的方案：听取意见，表达关切，然后进

行投梨

纽拉特认为，此类过程将会催生某种理性。他表示，即便是在

无法实现清晰、精确计符的悄况下，我们仍然可以进行理性的决

策然而，这种理性将是一种实用化、政治化的理性，而不是全然

饵法化的理性。在就如何建构、控制和指导生产过程进行集体决策

之前，人们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关切和愿祖。他们将会根据自身的意

向劳动投人来平衡他们的意向悄费水平。他们将依据生态可持续性

和代际正义的价值观来考尬住宅供暖和T作场所供电的能源孟求

他们会决定将多少时间和资源投入f扩大生产或推动变革及把多少

时间和资说投入于文化、休育和钾丿j沽动勹

在纽拉特的校丿钊节中｀ IJi层渠休决策将会向整个经济休系逐

渐扩散，升在各行各业和各处讲动场所得到执行。但是这一过程

丛怎祥运作的？地方的生产决策丛如何作出的？如杲出现冲突或

钮l泣、11 如何处理？以在「．厂生产铅笔米满足社会盂求的「人为

例如果他们的耍求同祁个补会决策之间出现冲突或入节，那么

这 ·I、111 坻J1;i.、l1 怎样韶决？

这此埮朵怕形的付在泗l ，我们所盂耍的）t·不足一仑个社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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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协议，而是多套协议一－多种能够促成人们共同决策的结构化

沟通形式。在这其中，算法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些协议将会形

成哲学家约翰·奥尼尔(John O'Nei ll) 所阐述的体系一”人们不

假思索便会遵循并可减少显性判断范围的经验法则、标准程序、默

认程序和制度安排＂，并能够简化规划过程，从而避免永无休止的

会议。与此同时，我们还需制定出一套规则将所有协议进行绑定并

将其同算法融合，从而创造出一个以软件为基础的统一性规划体系

一一一个易于使用、结果透明、可供修改的规划体系。

毕竟，即便我们将质性目标纳入规划，我们也仍需解决社会主

义经济核算的问题。生产者仍然需要确保他们所作决策的叠加将会

形成一套合乎逻辑的生产计划。

自由结合的生产厂商

纽拉特所强调的民主决策颇为重要。但他所提出的协议观点又

衍生出了更多问题，连他本人也无法完全解答，更何况当时的技术

又颇为有限。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纽拉特花费了数年时间尝试着

探索如何通过所谓“同型图”(isotype) 的简单图形分布，从而将半

文盲的衣民和城市工人纳入规划协议当中。

在今天，教育在全球范围内巳经得到广泛普及，而手机在偏远

地区也已经颇为常见。因此，协议社会主义(protocol socialism) 得

以实现的可能性也与日俱增。但是，耳正的民主决策绝不可能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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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社交媒体全民投票一样，只需在手机屏幕上划动指尖便可轻松完

成一一原因很简单，很多人并不具备大多数生产决策所必备的知识。

因此，通常而言，每项决策的参与者范围需要限定在其所能涉

及并影响到的人群，只有涉及每个人利益的事项才会交由全社会成

员进行决策。换句话说，协询活动主要应在协会内部和协会之间进

行。这些协会的成员可能是生产者、消费者或其他有着共同身份、

共同利益的群体。

纽拉特从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动员这一视角，隐隐约约存到

了这一未来图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批又一批的工人投身

千激进的民众运动．纷纷要求实现劳动场所民主化，包括美国的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英国的车

间工人代表运动 (Shop Stewards Movement)、德国的议会主义者

(counc ili s ts) 以及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们

(anarcho-syndical i sts) 。在此过程中，这些组织普遍面临的问题在

于，如何在工人控制的劳动场所中协调生产。理论家们往往过多地

把目光投向市场价格或类似价格的劳动时间，试图从中寻找答案．

以期能够发现类似后来出现的兰格－勒纳模型所勾勒的箕法社会

主义形态。

纽拉特希望理事会、行会和其他协会能够找到另外一条前进道

路。特别是他推测这些组织也许可利用规划协议门行对各类”工作

方式”直接加以比较（考虑到标准颇为繁多，无法“缩减为单一的

测度单位”)并进行相互协作，助力实现全社会的目标。

今天的数字技术更容易催生这样的比较与合作。我们可以像经

济学家丹尼尔·萨罗斯 (Dan i el Saros) 的数字社会主义模式所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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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样，通过符法向铅笔制造商协会分配代币或“积分＂。该协会

将这些代币或积分川于竞标石墨、木材和其他中间产品，从而寻

找铅笔制造的砐优方式。然后，铅笔制造商协会将会定期同其他石

恐需求厂商协会进行会面，共同审视现有的分配税式、考证更为宏

大的社会门标并对石墨分配协议进行相应的修订。借助于算法和协

议，原本没长而无休止的会议或许会变得更加可控，成为一种精简

化的规划过程，并且它能够依损多项标准进行复杂调整。

无论从哪里开始入手，未来的社会主义者们首先可能会对整个

生产体系进行调整。例如，在不会大幅降低生产能力的前提下，他

们可能会若手千在五年时间内将工作周缩减 10%。然后，工人协

会和消费者协会将会考虑在所关注领域中，还有哪些提高生产率水

平的方法可供选择。新的技术可能会提高铅笔制造厂的劳动生产

率，但同时也会导致森林储积址的加速耗竭。与此同时，一种新型

的医院组织模式开始出现，它可能会减少护士的工作投入，但代价

却是降低了老年人照护服务的质扯。在这些问题上，各家工人协会

和消费者协会又会采取怎样的立场？

各个协会将对各项计划方案进行直接比较、从而提出建议并达

成决定；他们会考批每一项可提升生产率的技术创新会对其成员所

关心的其他问题（如可持续性和正义）造成怎样的影响。在某一截

点上，委员会可能会将全社会的减t目标同实际成就进行比较，分

析症结所在，从理论角度提出韶决方案并相应调整激励措施，将某

些类型的劳动放在优先的位甡。

从这一角度米看，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规划过程的完善并不是

一个在符法仪表盘上按动按钮便可实现的过程。以人口搬迁、环境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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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为代价的生产革新也不会无时无刻地进行。相反．从各式各样的标

准来审视，生产过程在逐步的悯整之下都会变得更加趋于一一这是

纽拉特理论视角的理性，而非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理性 人们将会自行

提出自利性的改进方案，围绕于此展开辩论、并付诸实施。

相较丁＿厂而汀，这一套生产体系更近似下一片“食物森林”一一

一座栽植若食用植物的花园．这座花园被人们打理了数百年之久，设

计它的目的在于满足人们在粘神和物质层面的种种需求。它将连接过

去和未来，跨越世世代代。它将成为人类的共同遗产，使得人类大众

能够追随自己的意愿生活、工作。在这一人们彼此股行相互义务的领

域之外．一个扩大的自由领域将逐步开辟空间，让所有人都能在不危

及他人物质保障或个人自由的前提下投身于激进的探索试验。

铅笔厂商舞蹈俱乐部

数字技术将会用于辅助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但需要对其所发

挥的作用予以明确。我们不希组川软件来取代价格机制。即便社云

主义社会实现再齿的数字介异水平，它也无法忽视各层民主磋商的

必要性。人类从来不会一味地遴循规则 他们的视野会超越于规则

本身一一行时是为了社会利益，有时则娃为了个人所得．在更多的

情况下，两者兼而有之。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接受这一 'lI实：无休止的磋商令人生厌．

并且注定失败 对f一个决策过程不再单单注重成本控制，面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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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权衡多项标准的社会而言．其运行则必须借助于打法来明确所

要作出的选择并通过协议来辅助构建决策的投式。我们不能依靠统

一的 1丫l一机制来实现这一目的；我们需要的从多种机制。如果这些

机制会寻致不良结果或催生新的控制形式，则有必要通过开放式的

辩论对这些机制丿JI1 以涸整。

我们在设计协议和箕法的过程中，尤其需要牢记的一点是，这

一杜会转型过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计人们更好地工作，还在于让人

们更少地工作。社会主义者们往往将工作视为人类自由的最高实现

方式。而1i实上．工作并不可能成为完全自由的活动。但是，在一

个不再受资本主义增长要求束缚的世界当中，先进的技术能够大幅

地减少个人的下作投入。有了更多门由的时间和空间，人人将能够

在以工作为中心的身份之外发展 (I 己的个性。

全世界的铅笔厂商将会自巾地投身千范围更广的各式目标，无

论是创办专项健身房或舞蹈俱乐部，还址加人剧闭或者组建业余科

学协会。只有圳保了工作组织校式的公平与理性并阻止任何可能

压制人类的力fi1:再度出现，人们才可能在工作之外享受到丰富多彩

的生活。我们不应坐而等待人T秤能领域的突破为我们实现这一目

标，而是应当在现在就开始ft手于制定未来的协议。

本论文的问世离不开同比约恩·韦斯特加德 (Bjorn

Westergard) 的交谈以及他所给予的支持。

原栽于 Logic (2020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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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千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我们而言，对“自动化“最直观的感受

莫过于近年来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它在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

了便利的同时，也导致了一些传统工作岗位的销声匿迹。因此，很

多人将全球就业市场的不振归咎为自动化所带来的恶果。

然而，本书却一反直觉地提出：导致大规模失业的罪魁祸首

并不是普遍认为的自动化生产，而是持续了数十年之久的产能过

剩一在我看来，这一观点是本书的核心所在，也是最值得经济学

家们思索、探讨的地方。而在此基础上，作者勾画出了一个”后

稀缺世界”：在这个人尽其能、安居乐业的世界中，人们在完成了

“必要”的任务之后，便可恣怼倘祥于“自由＂的天地。那么，这

个令人向往的世界究竟只是一枕消梦？还是人类的终极归途？或许

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初见此书，便有些惊讶于它同门已此前所译的著作有杆不少相

似之处。感谢中译出版社的编钥老师刘香玲、张旭、张程程，她们

的信任和许眯让我得以结缘，并在我翻译的过程中给予 r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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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帮助；同时，也如感谢找的美籍外专Ih]小、十多年的故交

Damion Jone>、为我韶答臼行多ih了，方面的疑惑，加深了我对文字的

顽和把握；持别感谢本书的仵怀IV伦，他通过电子邮件不厌其烦

地为我释疑韶惑，回找一起打｝科、推敲，确保了译文更为准确、更

加贴近原意；此外还反感谢找的忘年之交－—－和i葛许良的“洋

主播“E伽in \1ahn人伯，以及个球化钾库高级研究员艾天安老师、

清华大学经忤学院副教授贾宁老师、我的中学问叨——香港中文大

学经济系助理教授范占必．在找涉足经济书籍翻译之初｀他们便多

次从专业伯度给于指炸和点拨，让我受益颇深

而我沁应该感谢的人，则节丿成对我有若生养之恩的母亲，她的

陪伴、指异、鼓励和支持照亮了我人生的追路，让我能够更加从容

地走过人生旅迩中的徘个屯要节，贞 而我的另一位至亲一父亲已

经离去一作有余，相估远在另一个世界的他行到儿子能像自己生前

那祥与文结缘、笔耕不辍，也一定会为此感到欣慰）

谢欣

2022 年 3 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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