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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

内容概要

本书以三十章篇幅，涵盖了全球不同地区的理论、经验、政策和政治特点，新自由主义的尖锐批评家
们联手揭示右翼政治体制的破坏性，指出：新自由主义不仅是当代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更是将资本
主义发展推入骇人境地的根深蒂固的结构与进程的反映。新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欠发达、法西斯主
义、世界大战等词语并无区别，都是资本主义的固有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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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

作者简介

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Alfredo Saad-Filho)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政治经济发展专业的高级讲
师。著有《马克思的价值：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 The Value ofMarx：Political Economyfor
Contemporary Capitalism，2002)与《马克思的资本论》(Marx's Capital，2004与本·法尔恩合著)：主编
《反资本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导言》(Anti-Capitalism：A Marxist Introduction，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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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序导言第一部分：理论透视 　1. 新自由主义（反）革命　2. 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
式的改变 　3. 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主流经济学　4.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方法论　5. 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
　6. 新自由主义与政治，以及新自由主义政治学　7.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国际关系第二部分：全景
考察 　8. 新自由主义和欠发达国家的原始积累 　9.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没有帝国的帝国主义？　10. 
国际贸易中的新自由主义：健全的经济学抑或一个信念问题？　11. “日常通用货币的避风港”：国际
货币与金融中的新自由主义之梦　12. 从华盛顿共识到后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议程　13. 
对外援助、新自由主义和美帝国主义　14. 给发展中国家农民的“胡萝卜加大棒”： 新自由主义农业
理论与实践　15. 贫穷与分配：回到新自由主义议程　16. 福利国家和新自由主义 　17. 新自由主义、新
右派与性政治学 　18. 新自由主义的高等教育议程　19. 新自由主义与市民社会：计划与可能　20. 新自
由主义与民主：市场力量对民主力量 　21. 新自由主义与第三条道路第三部分：新自由主义实践 　22. 
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诞生：资本主义一次重组　23. 英国的新自由主义经验　24. 作为新自由主义霸权载
体的欧洲一体化　25. 新自由主义：东欧新边界　26. 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　27.  非洲撒哈拉
以南地区的新自由主义：从结构调整到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28. 新自由主义与南亚：一个狭隘话语之
例证　29. 日本新自由主义评价　30. 东亚及东南亚资本关系的新自由主义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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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

精彩短评

1、读了一点。。书在北京家里
2、书的内容不错，发人深省！但文笔有点汉语化，读着有点费劲！！
3、我不知应该在哪里和当当网联系，我的订单里怎么没有预定的书？我应该怎样查询？？？？？？
？？
4、最看种的是“批判”二字。抱着批判的态度去读，应该是最基本的态度。在此基础上，选择自己
的立场，不错。
5、土地国有化走向商业化，农民无产阶级化；社会资源资本主义化，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离。(中国
国情)
6、是有趣的论点，但是翻译依然很可怕，中国在政治哲学的社会科学读本方面甚少翻译可圈可点的
，这方面的著作很多，而且文化与政治本来就是各家之言，这本的主要问题是眼光过于狭隘，不过这
种论点总能启发性思考，还不错
7、傻的一笔
8、西马救不了中马这是肯定的啦大人们
9、很多国外学者写的文章，对于了解什么事新自由主义，对初学者来说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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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

精彩书评

1、主题自然是不错的，但从实际意义上以及翻译排版的质量上，只能值两颗星。其实就是一些反新
自由主义的论文集，没有详细的来源时间，翻译也不到位，而且写作的范式不严谨，基本就是一些简
短的时评性的文章，相互重叠的又多，实在没有太多意义。不如直接看“全球化的悖论”，讲得还浅
显清楚一些，而思想，基本是一致的。当然，细致地去研究每一篇的来龙去脉及理论背景的话，肯定
还是有用的，但那已经完全是本书以外的内容了。批判来批判去，真的没有什么意义了。最近看奥地
利学派，交叉着又看了些批判自由主义的书，觉得，也就那样了。像我在全球化的悖论的书评里写得
那样，一起批判与悖论，其实也就是个效率与公平的问题，这个问题根本就难以解决，而不深入研究
伦理学、人类学、未来学等等相关学科，连这个问题的本质恐怕都难以搞清楚。自由与公平，全球化
与国家主权，看的角度不同，相对有太多的理由可以相互批判。我觉得首先值得批判的是，大家的批
判总是不在一个层面：自己在讲理论，却总是喜欢用经验去批判别人；自己在自己的假设中寻求理论
逻辑，却总是批判别人的假设逻辑。大量的相互批判，归根到底，谁也难以解决最基本的伦理学假设
问题，难以讲清楚究竟该如何处理效率和公平。最基本的问题讲不清楚，总会有那么多的矛盾与悖论
出现。 
2、记得两年前，在初次了解到奥地利学派后，就觉得发现了经济学中的新大陆。奥派学者们一直极
力批判社会主义，甚至包括了任何对自由市场的干预行为，还进而引申到政治层面。作为愤青的我终
于找到了“理论的武器”去进行“理论的批判”。门格尔、米塞斯、哈耶克和罗斯巴德等人的大名，
经常被我在与同学的闲聊中引用，去讽刺和嘲笑中国当今的制度。然而某次在南大旁的书店里瞥见这
本书时，我是怀着不屑的心情拿起它走向收银台的，想要看看，在自由主义运动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并
逐渐成为世界主流价值的今天，这些左派们是如何黔驴技穷的挣扎的。本书分为三十章，每章从不同
方面对新自由主义进行解读和批判。作者以伦敦大学教授居多。主要的攻击点针对的是新自由主义是
否是如撒切尔所形容的“别无选择”，以及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全球化并没有如预期的一样使贫穷国家
繁荣，反而加深了资本的“中心——边缘”模式，导致全球资本越来越集中于发达国家的少数人手中
。批判者们通过数据例证和粗略的政治分析，试图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种种理论漏洞和现今社会的改革
方法。在我看来，书中作者们所秉持的观点是：一、自由市场的竞争并不是真正“自由”的，总会存
在人为的力量去干预市场导致垄断和腐败。因此自由主义的理论假设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二、新自
由主义者通常对支持私有经济的独裁者视而不见，如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府，而这是有违自由主义原则
的。三、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全球资本扩张虽然使世界经济整体水平上升，却导致了全球和各国内部的
贫富差距加大。国际资本最亲睐的目的地依然是美国，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依然是全球资
本的财富攫取地。各国的福利政策也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宣扬下逐步降低，从而引起社会结构的改变
，社会矛盾逐步加剧，而这种改变是不易察觉的。四、新自由主义使人们更加无视除利润以外的东西
，所有人类活动的目标朝向经济利润看齐，这显然是令人担忧的。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作者用以上观
点结合实际情况对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整本书看下来，我依然觉得书中文章不仅理
论分析方面显得薄弱，并且在实践分析中也显得较为肤浅。但这可能是由于每章篇幅有限的原因，作
者不方便深入阐述。不过，作为之前的自由主义坚定的支持者，在看完本书后，我也动摇了。对自由
主义的宣扬让人们过度的在乎所有活动是否具有经济效益，忽视了对社会集体的影响。可以说，在经
历过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人们了解到，具有社会性的我们，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独自存在
，因此社会这个整体的进步才能代表人类整体的进步。这种进步并不是经济效益一元的评价，还应该
涉及环境、宗教、艺术等层面。多元发展，保护多样性才能顾及到每一个社会群体，哪怕是一小撮少
数派的利益。理想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人人参与的，积极平衡自己和他人的利益，每个人都能通过正
常的途径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人人参与的民主制很少有成功的案例。正如肯·
洛奇的电影《土地与自由》中西班牙革命者一样，这样的民主制反而带来无尽的争吵和分裂，最后被
弗朗哥篡夺了革命果实。现实中的国家大多采用代议民主制，这是一定程度上的精英主义，将权力部
分的集中以追求体制运作的效率。新自由主义的诞生可以说迎合的精英主义的需要。因为任何强者消
灭弱者（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是符合自由竞争这样的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的。结果便是权力越加集
中于社会精英手中。当权力逐渐扩张后，其最本能的底线就是维持自己的规模。这些精英忙于维持甚
或扩张自己的权力，代替平民们做关乎他们的决定。有个很搞笑的现象就是，在美国街头随便抓一些
人问“伊拉克在何方？”的问题，居然有很多人表示不知道。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的国家里，人们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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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

可能对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事如此漠然？我想本书的一个缺陷在于，没有指出政治与经济之间剪不断
的联系。经济运作不可能脱离政治制度存在，说白了，其实是当政者的价值取向问题。而好的政治制
度能够确保执政者价值取向不会过度偏离社会整体需要。至于如何有效限制政府权力，这是新自由主
义理论的专长。可悲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宣扬者反而是通过扩张自己的权力来确保新自由主义政策在
全球的实施的。本书将主要精力用在指责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经济不平衡的危害，却没有切中要害
的指出其对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后者却是一种理论最强大的威力。结合中国国情，我
想说左派们应该将注意力从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上移开了。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争取工会权利，要求
福利、教育及医疗转移支付的增加，鼓励人们参与政治活动，带动创建民间自治团体。尽管在目前体
制下的确艰难，但仅仅一两个社会活动领袖的出现也能将整个中国民间社会的政治力量盘活，这才是
对新自由主义最好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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