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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可能是近十年以来有关欧元的、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它是一部关于欧元危机的悬疑式科普“小说
”。作者汉斯-沃纳·辛恩曾被评为“改变世界的十大重要人物”之一、“德国最具政治影响力的经济
学家”。本书批判性地阐述了欧元的历史，欧元危机，以及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区各国的纾困计划。
作者在解开复杂谜团，曝光幕后秘辛的同时，启发我们理解欧洲是如何一步步陷入困境的。对渴望了
解欧洲的读者而言，《欧元陷阱》无疑是必读之书。
本书试图厘清欧盟主权债务危机的发展脉络，分析危机背后的政治与经济方面的深层原因。欧元引入
造成了欧元区巨额的资本流动，大量资本由北欧国家流向南欧国家，从而在南欧国家中引发了通胀性
地信贷泡沫，使它们极易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该轮危机于2007—2008年在美国爆发，之后蔓延至欧
洲。作者论述了南欧国家如何在欧元带来的低息信贷的好处下，依然大量举债、提高劳动力成本，造
成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进而失去竞争力。作者毫不留情地批评欧洲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
成员国所采取的纾困计划。作者认为，稳定欧元体系的唯一选择是：深陷危机的南欧成员国应退出欧
元区，对新货币采取贬值措施，在透明的金融市场、收支平衡的公共财政基础上建立财政秩序，进而
重获竞争力。重组后的“新”欧盟应成为联邦式的合众国，仿效美国金融体系，对成员国实施强硬的
财政政策，采取新的“泛欧自动实时全额快速结算系统”以及独立的货币政策。在作者看来，只有在
各成员国遵守财政纪律的基础上，才能减少强压在欧洲纳税人身上的负担，彰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
调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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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汉斯-维尔纳·辛恩(Hans-Werner Sinn)，德国慕尼黑大学经济与公共财政学教授，慕尼黑经济研究所
（IFO）所长，德国联邦经济部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其发表的众多专著与论文在德国甚具影响力
，2007 年出版的《德国还能被拯救吗？》成为对德国“2010 议程”改革计划中最具影响力的公共政策
分析书籍。其《赌场式的资本主义》（2009）被《德国商报》（Handelsblatt ）列为历来50 本最好的经
济读物之一。近年来，辛恩在国内外重要媒体，如《金融时报》、《人民日报》、财经网等发表经济
评论。《金融时报》（德国版）和“德国经济学会”共同将辛恩列为最具公众影响力的两位德国经济
学家之一。辛恩也在“最常被学术论文引用的德国经济学家”问卷调查中位列第二名。英国《独立报
》将辛恩选入“改变世界”的十大重要人物之一。2013 年，辛恩被《法兰克福汇报》列为最具政治影
响力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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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不懂
2、翻译的实在不堪入目，Google翻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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