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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幾十年內，全球化極大地改善了人類的生活條件，然而近年卻有許

多人感嘆「全球化已死」，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矛盾的現象？簡要來說，西方，尤

其是頭號強國美國，犯了三個戰略錯誤，而歐洲人消極的態度，進一步加深了

美國的錯誤。 

 

    第一個錯誤：精英階層忽視了底層因全球化帶來的破壞 

 

        工人階級之所以遭受苦難，是因為他們遭遇了歷史上「歷史的終結」

和「歷史的迴歸」二個重要時刻的交會。歷史的終結是指錯誤的認為蘇聯

解體，正意味著西方的文明已經走到了政治和經濟進化之路的盡頭。歷史

的迴歸則是指 20 世紀 90 年代初，中印二國開始覺醒。這二個時刻的交會

造成的不幸後果是：在東方覺醒時，西方卻選擇了沉睡，因為西方社會認

為無需應對，只有非西方社會才需要調整和適應新世界。 

 

        這一信念使西方社會不可避免的滋生自大自滿的情緒，幾乎沒有人注

意到：在西方選擇沉睡的那一刻正是該覺醒的那一刻。西方應該意識到，

在沉睡了近 200 年的中國和印度，一旦覺醒，將不可避免的撼動全世界。

隨著中國成為超級製造業大國，引發的競爭導致美國及西方大規模的勞工

失業，再加上中國加入 WTO 和美國因 911 衝昏了頭，完全沒有任何警覺！ 

 

    第二個錯誤：削弱了政府機構的權力 

 

        西方普遍在削弱政府機構，尤其是美國，他們迷信市場自發的應對方

式是最好的，雷根政府有句名言：「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政府才是問

題所在。」因此，政府不應該幫助由於經濟競爭受到傷害的工人，市場會

自動創造和提供新的就業機會。可是，奇怪的是，當自由市場的力量傷害

到美國公司時，雷根政府至少進行了二次干預，迫使日本汽車「自願出口

限制」和「日元升值」，只是美國的干預是消極的，使用強硬的手段阻止競

爭，而從未進行積極的干預，例如再培訓失業的工人。美國人不屑於設立

幫助工人的計劃和機構，因為在商言商，企業的首要責任就是為股東創造

最大的利潤，如果要解雇工人才能實現，那就解雇好了，這不是市場機制

嗎？什麼員工、社區、客戶、供應商……，都沒那麼重要！ 



 

第三個錯誤：放任金錢政治的形成 

 

美國已經形成了一個有影響力的富豪統治階級，破壞了民主政體。它

已經從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變成一個由「極少數人擁有、被

極少數人統治、為極少數人服務」的政府。問題是，統治階層仍然極力否

認，可是大多數人民已不再相信在美國努力工作就能獲得回報。 

 

    2010 年，美國最高法院對公民聯合會的裁決，推翻了對利用金錢影響

政治進程的許多立法限制，使美國逐步邁向了金錢政治。在民主正常運行

的偽裝下，儀式性投票的背後，金錢已成為決定重大政治和社會決策的主

導因素，權貴階層得以實現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財富轉移。 

 

表面上，美國人確實享有民主治理的許多核心特徵，如定期選舉、言

論和結社自由，以及廣泛的選舉權。可是，實際上，廣大的中產階級在決

定社會的基本發展方向上，失去了話語權。美國國會的決定實際上是以由

資助者說了算的方式在運作，大量金錢通過某種機制，而不是個人或企業

捐贈滲透進選舉和遊說活動，財團用他們掌握的資源影響政策制定，向立

法者施加壓力和動員普通美國人參政等方式，以產生巨大影響。 

 

理論上，如果美國人民被剝奪了投票權，他們就會造反。然而，他們

的選票實際上已經被富人劫持了。大家都聽過阿克頓勛爵的名言：「權力導

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美國人以為，生活在一個三權分

立的國家，腐敗不可能發生。但是，這句名言的變體：「金錢導致腐敗，絕

對的金錢導致絕對的腐敗」同樣有效。在大多數國家，個人或企業利用金

錢來影響公共政策被稱作腐敗，即使是腐敗橫行的第三世界國家，人們也

知道這是違法的。但是在美國，法律上卻不認為利用金錢影響公共政策是

腐敗行為，因為最高法院已將其合法化了。 

 

    過去的幾十年間事實證明了美國的富人在「有利於他們的社會環境上

獲得了更多的決定權。」財富和政治權力已然從美國人口的大多數人手中

轉移到了享有特權的極少數人手中，無疑的，美國已成為一個由富豪統治

的國家！ 

 

感想： 

台灣何嘗不是一個由少數掌權者統治的國家？財團利用他們掌握的資



源通過某種機制影響媒體、智庫、公職人員和民意代表，綁架了公共政

策，本質上不就是另一種政商勾結嗎？例如：廢核、綠電、疫苗、缺

蛋……，政府的政策讓人民看不懂，可是不都是合法的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