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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密者》

内容概要

《告密者》是一部充满了戏剧性与悬念的纪实小说，故事情节扣人心弦，精彩纷呈。它将视角锁定在
美国的心脏地区，深入一家全球公司的内部，探寻机密，试图探索真相与欺骗、忠诚与背叛之间的模
糊界线。《告密者》也是一部气势恢弘之作，它讲述的是一个直指人性弱点的真实故事，其中描述了
人性的贪婪、欺诈与傲慢，同时也有对真相的渴求。艾肯沃尔德用小说的形式给我们讲述了这个精彩
的故事。这部曲折离奇的纪实文学足令许多悬念小说相形见绌。艾肯沃尔德以优美的文字与新闻工作
者细致入微的视角，为我们呈献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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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密者》

作者简介

十多年来，库尔特·艾肯沃尔德一直为《纽约时报》撰写有关白领阶层犯罪与公司腐败事件的报道。
由于在新闻界的出色业绩，他曾两度荣获乔治·波克奖与2000年度的普利策奖，并多次被TJFR集团选
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新闻记者。
在《纽约时报》上，他的报道已多次涉及商界高层领域的故事，包括阿丹米(AOM)公司事件，此外，
他还是《巨石上的毒蛇》的作者。艾肯沃尔德现与妻子和三个孩子居住在纽约市外的韦斯特切斯特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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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密者》

书籍目录

作者的话
序幕
第一部分 真相的边缘
第二部分 光环下的蛀虫
第三部分 并非简单
尾声
后记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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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密者》

精彩短评

1、普利策~
2、　　    读完《告密者》了，感觉很有成就感。不管之前读韦伯，读奥尔森还是读罗斯巴德，这些都
是学术界的自上而下的思考，无论如何都比不上现实世界精彩。如果说这是一本小说的话，我会认为
比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还要精彩，但是这竟然是现实。难以置信。如果说自由市场中有些东西是一个烂
苹果，那么之前推荐的时候，我只看过这小说的一半，仅就价格垄断来说，这充其量只是表皮上的斑
点，当我看完整个小说以后，我才觉得这苹果已经烂到心里面了。不管罗斯巴德说这只苹果多么美丽
。
　　    如果想看到政府的无力，如果想看到市场的黑暗，比如那些在教科书上我们不以为意的洗钱、
行贿受贿、挪动公共财产、地下交易、欺骗股东、伪造发票和皮包公司，和最普通的价格垄断行为到
底有多么猖獗，那么你绝对不能错过它。那些国际税收中的名字比如开曼群岛、比如瑞士银行现在都
开始活生生的跳动起来，马克拥有如此多的世界各地的转移财产户头是在让我们感到震惊。而且这并
非普通现象。RB的业务如此广博，也难怪成为顶级银行了。
　　    如果说政府和市场都让我们感觉很无力，那么也要找到一些办法解决。对于政府，我认为根本
问题还在于激励，个人行动的理性却最终导致集体的非理性。我最欣赏奥尔森书中的理论其实不是开
头对于流动的匪帮和固定的诽谤的解释，也不是在于时间维度的引入，这些都是某种理论的变体而已
。我最欣赏的是对于科斯定理的评述。科斯定理认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那么市场就是有效率的。而
奥尔森认为市场交易成本因团体的大小而不同。并且提出了两点条件，产权明晰和没有破坏产权的行
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观点总结起来大致就是：小团体有更多共容利益，而大团体有更多个人利益
，搭便车的现象会更容易。这也就是我认为政府的弱点，政府中也是由个体组成的，而不同的个体利
益不同，小集体代表的利益也不同这就会造成无数的寻租，和为寻租发起的无数次讨论和会议。在资
本主义世界或许更加明显一点。政府作为一个非经济部门，政府越大，无谓损失越大，效率越低。但
是政府本身就是无效率的，这点我们应该首先承认。
　　    那么认识到政府的这些方面之后，我们是不是考虑一下市场是不是万能的，从罗斯巴德和一些
其他自由主义的学者看来，产权明晰之后，自由市场的效率要远远高于政府从中指挥和协调。但是教
科书永远都是教科书，不管理论多么看上去成熟，现实永远要复杂的多，从《告密者》中我们看到，
市场中的黑暗面似乎永远不比想象中的少，所以只要政府和市场垄断势力没有太过明显的结合在一起
，我们支付承担一个政府的费用，产出不一定是无效的。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很难做到置身于市场
之外，从选举的过程就可以看出，没有多少政府是价值中立的，有财团的支持就要受其约束，能够稍
稍做到表面的公平，敷衍一下人们群众也就可以了，只要不是做的太过分。
　　    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我们呢，当然，政府对财团的依赖要弱很多，但也只能说弱很多，不能说没
有。我们当然不能依赖自由市场，也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我们的问题在于自己。在之前王蓉老师的一
节课中我们讨论了政府报告中的两段描述，在第一段中后来的讨论还是指向了一个清楚的方向，政府
在用一些数据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第二段甚至也像人们表现自己的存在，关注角度众多，是多
么全面啊。事实上也在表明自己的合理性。而有谁真正考虑过这些呢？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并不
是平等的，换句话说，政府很了解老百姓，它知道怎么安抚这些人群，而老百姓并不那么了解政府。
在他们眼里，政府还是衙门。我们从来不知道问责。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有同学说政府用数据泡了一碗
方便面给老百姓，而老百姓们吃的还很香。其实老百姓从来没有吃饱过。是他们自己不去要求，并且
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付了去餐馆的钱吃着食堂的饭，并且把这残羹冷炙当成施舍而心怀感激。老早之
前我们就强调中国人的纳税人意识差，我们不知道我们尽了义务，尽了义务更不知道对等的去享有权
利，问责制的基础根本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政府尽了义务，扔了方便面给大家，而老百姓并没有要求
吃鲍鱼龙虾对吧，他们压根不知道有。再深挖一些，是中国的封建思想，我们与美国民主传统源远流
长不同，我们封建思想太过沉重，说什么人民公仆，政府还是高高在上，人们的目的并不是政府平等
对话，而太多的政府也把自己供起来，像皇帝似的，从两方面来看，政府都不能与老百姓平等对话。
再从思想上看，我看到《告密者》中，公司高层和普通的员工能成为真正的朋友，能够平等说话，中
国何曾如此过？连师生之间都有尊卑，更遑论衙门与老百姓之间了，尊重不代表卑躬屈膝，不代表畏
畏缩缩，而人们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这些学生，为什么之前讨论的时候，能够注意到政府这是在摊
大饼这是在泡面，是因为我们受过高等教育，我们受过教育的训练，因此我们能够明白，但是即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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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密者》

样有多少人质疑过政府存在的理由呢？连我们都没想过，更遑论普通的老百姓了？
　　    所以从根本上，奥尔森让我明白，人们必须去怀疑，去思考，存在东西就一定有它存在的必要
么？罗斯巴德让我从另一方面考虑，如果它不存在，世界是不是会更加美好？而《告密者》让我知道
，现实远远比教科书精彩，你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如果你能够忍受的了人名和地名的复杂，比如短短几页会出现例如帕米拉、帕拉米、米拉怕、
拉米帕这样恼人的东西，那么一定要读读这本小说了。
　　    要解决政府的问题，就是激励的问题，人的问题。这可复杂了，在中国就是老百姓的问责，打
醒这群人，让权利意识回到人们中间。要解决市场的问题，嗯，还得靠政府，所以不能没有政府，政
府不能没有人民。所以结论是两句话，从我做起，从现在开始——你们明白吗？
　　
3、翻译的真烂
4、我忘了内容了
5、读起来，感觉没有同类的书，《房间里的精明人》、《大曝光》等引人入胜
6、美国体系下的独特搏斗
7、白领犯罪，普遍都有一种让人觉得苦闷的愚蠢。我想这就是这本书想告诉我们的。
8、一部成为我负担的小说，果然商业题材并不适合我，还是看电影吧
9、阿丹米和联邦调查局、合谋定价和反垄断、线人和犯罪嫌疑人 两遍
10、商业必读书
11、揭开商业王国内部的黑色冰山
12、6
13、太冗长了，翻译也很难完全没兴趣看完
14、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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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密者》

精彩书评

1、读完《告密者》了，感觉很有成就感。不管之前读韦伯，读奥尔森还是读罗斯巴德，这些都是学
术界的自上而下的思考，无论如何都比不上现实世界精彩。如果说这是一本小说的话，我会认为比阿
加莎克里斯蒂的还要精彩，但是这竟然是现实。难以置信。如果说自由市场中有些东西是一个烂苹果
，那么之前推荐的时候，我只看过这小说的一半，仅就价格垄断来说，这充其量只是表皮上的斑点，
当我看完整个小说以后，我才觉得这苹果已经烂到心里面了。不管罗斯巴德说这只苹果多么美丽。如
果想看到政府的无力，如果想看到市场的黑暗，比如那些在教科书上我们不以为意的洗钱、行贿受贿
、挪动公共财产、地下交易、欺骗股东、伪造发票和皮包公司，和最普通的价格垄断行为到底有多么
猖獗，那么你绝对不能错过它。那些国际税收中的名字比如开曼群岛、比如瑞士银行现在都开始活生
生的跳动起来，马克拥有如此多的世界各地的转移财产户头是在让我们感到震惊。而且这并非普通现
象。RB的业务如此广博，也难怪成为顶级银行了。如果说政府和市场都让我们感觉很无力，那么也要
找到一些办法解决。对于政府，我认为根本问题还在于激励，个人行动的理性却最终导致集体的非理
性。我最欣赏奥尔森书中的理论其实不是开头对于流动的匪帮和固定的诽谤的解释，也不是在于时间
维度的引入，这些都是某种理论的变体而已。我最欣赏的是对于科斯定理的评述。科斯定理认为如果
交易成本为零，那么市场就是有效率的。而奥尔森认为市场交易成本因团体的大小而不同。并且提出
了两点条件，产权明晰和没有破坏产权的行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观点总结起来大致就是：小团体
有更多共容利益，而大团体有更多个人利益，搭便车的现象会更容易。这也就是我认为政府的弱点，
政府中也是由个体组成的，而不同的个体利益不同，小集体代表的利益也不同这就会造成无数的寻租
，和为寻租发起的无数次讨论和会议。在资本主义世界或许更加明显一点。政府作为一个非经济部门
，政府越大，无谓损失越大，效率越低。但是政府本身就是无效率的，这点我们应该首先承认。那么
认识到政府的这些方面之后，我们是不是考虑一下市场是不是万能的，从罗斯巴德和一些其他自由主
义的学者看来，产权明晰之后，自由市场的效率要远远高于政府从中指挥和协调。但是教科书永远都
是教科书，不管理论多么看上去成熟，现实永远要复杂的多，从《告密者》中我们看到，市场中的黑
暗面似乎永远不比想象中的少，所以只要政府和市场垄断势力没有太过明显的结合在一起，我们支付
承担一个政府的费用，产出不一定是无效的。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很难做到置身于市场之外，从选
举的过程就可以看出，没有多少政府是价值中立的，有财团的支持就要受其约束，能够稍稍做到表面
的公平，敷衍一下人们群众也就可以了，只要不是做的太过分。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我们呢，当然，政
府对财团的依赖要弱很多，但也只能说弱很多，不能说没有。我们当然不能依赖自由市场，也不能仅
仅依靠政府。我们的问题在于自己。在之前王蓉老师的一节课中我们讨论了政府报告中的两段描述，
在第一段中后来的讨论还是指向了一个清楚的方向，政府在用一些数据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第
二段甚至也像人们表现自己的存在，关注角度众多，是多么全面啊。事实上也在表明自己的合理性。
而有谁真正考虑过这些呢？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平等的，换句话说，政府很了解老百姓，
它知道怎么安抚这些人群，而老百姓并不那么了解政府。在他们眼里，政府还是衙门。我们从来不知
道问责。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有同学说政府用数据泡了一碗方便面给老百姓，而老百姓们吃的还很香。
其实老百姓从来没有吃饱过。是他们自己不去要求，并且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付了去餐馆的钱吃着食
堂的饭，并且把这残羹冷炙当成施舍而心怀感激。老早之前我们就强调中国人的纳税人意识差，我们
不知道我们尽了义务，尽了义务更不知道对等的去享有权利，问责制的基础根本没有建立起来，所以
政府尽了义务，扔了方便面给大家，而老百姓并没有要求吃鲍鱼龙虾对吧，他们压根不知道有。再深
挖一些，是中国的封建思想，我们与美国民主传统源远流长不同，我们封建思想太过沉重，说什么人
民公仆，政府还是高高在上，人们的目的并不是政府平等对话，而太多的政府也把自己供起来，像皇
帝似的，从两方面来看，政府都不能与老百姓平等对话。再从思想上看，我看到《告密者》中，公司
高层和普通的员工能成为真正的朋友，能够平等说话，中国何曾如此过？连师生之间都有尊卑，更遑
论衙门与老百姓之间了，尊重不代表卑躬屈膝，不代表畏畏缩缩，而人们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这些
学生，为什么之前讨论的时候，能够注意到政府这是在摊大饼这是在泡面，是因为我们受过高等教育
，我们受过教育的训练，因此我们能够明白，但是即使这样有多少人质疑过政府存在的理由呢？连我
们都没想过，更遑论普通的老百姓了？所以从根本上，奥尔森让我明白，人们必须去怀疑，去思考，
存在东西就一定有它存在的必要么？罗斯巴德让我从另一方面考虑，如果它不存在，世界是不是会更
加美好？而《告密者》让我知道，现实远远比教科书精彩，你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如果你能够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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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密者》

的了人名和地名的复杂，比如短短几页会出现例如帕米拉、帕拉米、米拉怕、拉米帕这样恼人的东西
，那么一定要读读这本小说了。要解决政府的问题，就是激励的问题，人的问题。这可复杂了，在中
国就是老百姓的问责，打醒这群人，让权利意识回到人们中间。要解决市场的问题，嗯，还得靠政府
，所以不能没有政府，政府不能没有人民。所以结论是两句话，从我做起，从现在开始——你们明白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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