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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车大屋是美式“二十一世纪鸦片” 

国际战略研究室  薛力 

    身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试图在各方面给世界树立榜样。无庸讳言，美国在经济、科技、教育等多方面处于全球领

先的地位，良好的工作与创业环境使得美国成为最大的移民输入国。但强大的美国也在许多方面给世界树立了坏的榜样，

典型的例子就是追求豪车大屋的现代生活方式。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可能导致美国象历史上的葡萄牙一样，在

奢华中衰落。 

    葡萄牙人一度是欧洲羡慕的对象，他们靠从各地尤其是美洲掠夺来的财富维持奢侈的生活，轻视物质的生产和财富的

创造。但是，当无力继续掠夺财富后，入不敷出的葡萄牙，很快就衰落了，并且一直没有“缓过气来”，现在正谋求成为

西欧相对落后的国家――西班牙――的一个省。美国现在也是后发国家羡慕的对象，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更是新兴工业化国

家中产阶级效仿的榜样。虽然美国经济在全球中的比重已经明显下降，但在其经济鼎盛期成型的生活方式却具有明显的刚

性。于是，为了继续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如下难以为继的现象： 

    高能耗、低油价。美国“领土广阔需要汽车作代步工具”、而且“美国人习惯了用大排量汽车”，“日本的房子太小

了，美国人已经习惯了住在比较宽敞的房子里”，于是，维持低油价就成了“国策”，美国只好把自己的汽油税定在比欧

洲低许多的水平，以至于汽油、取暖用油开支仅占美国人收入的5％左右。这又反过来促进了美国人住大屋、用大排量汽

车。其结果是，美国以占全球5％的人口消耗了全球25％ 的能源。石油是不可再生资源，可供开采的储量只能越来越少，

石油峰值理论（Peak oil theory）表明，全球石油开采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人类必须珍惜资源、尽可能减少对石油的依

赖。这些观点早就被欧洲、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并采取了相应的节能减排措施，而美国却拒不接受《京都议

定书》。不过，美国置身巴厘导路线图这一现象提示，它可能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能源政策。 

    高收入、低储蓄与透支。美国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却也是居民储蓄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并发明了“信

用卡”这种透支未来的消费模式。信用卡的广泛使用显示美国人已经难以用工资等“正常”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信用

经济建基于心理预期，心理具有易变、波动大等特点，因此，一旦大众的心理预期发生改变，经济也将出现大的波动。公

民普遍透支未来的国家是一个经济上脆弱的国家，全民透支未来这种支大于入的消费模式已经与当年葡萄牙的消费模式相

去不远了。 

    输出生活方式。如好莱坞影片在全球倡导的美式价值观与美式生活方式，值得一提的是，有资料显示美国的情报机构

参与了一些美式“主旋律影片”的制作。又比如，可乐、膨化食品、汉堡包、口香糖等垃圾食品对人的健康有害无益或弊

大于利，却为美国产品赚回大量的美元。再者，美国为了平衡贸易赤字，不但强迫对方国家开放市场接受自己有优势的产

品（如服务产品），还“培育”对方国民接受透支未来的消费模式，而后者是一种典型的“观念殖民”，受其影响，全球

出现了庞大的“月光族”、“啃老族”。但是，随着全球公民社会的扩展和人们健康保护意识的增强，垃圾食品受到了越

来越多的抵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美式饮食文化的弊端。而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也侵蚀着美国文化与美国生活方式



的正当性。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外，美式生活方式也离不开美元的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角色。与个人层面预支未来收入的“信

用卡”模式相对应，国家层面表现为巨额的国债与贸易赤字，但美元的国际支付手段与储备货币地位给美国带来了多方面

的收益，主要的有：（1）免费获取他国财富。美元的贬值是个长期趋势，货币贬值的国内效果之一是人民的财富转移到

政府手中，而国际效果则是免费获取他国的财富。（2）遮蔽贸易赤字的副作用。一般国家很难长期承受巨额贸易赤字，

但美国是个例外，其它国家的外贸结余通常会有相当部分以不同方式回流美国，美国则可以将之再用于外贸支付，因此，

美国永远不用担心“外汇不足”；虽然不常见，但必要的时候，美国可以通过增发纸币来增加国际购买力，这是一种非常

不公平的贸易方式。（3）影响他国的货币政策并获取额外的铸币税收入。直接采用美元为本国货币的国家显然丧失了铸

币税收入，以美元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国家也可能丧失部分铸币税；货币盯住美元的国家等于限制了自己的货币政策工

具；美元在许多国家的准流通货币地位则为美国影响他国的货币与经济政策提供了可能。由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日

趋下降，美元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的地位也在渐渐弱化，这将影响美元给美国带来的收益。在某一个拐点上，可能导致美国

难以承受贸易赤字从而严重冲击美国经济。 

    从上面的分析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1）以豪车大屋为代表的美国式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不公平、不道德的。它似乎是一

种新式鸦片，滥觞于20世纪，却在21世纪加速蔓延。它让人在欣快中成瘾，从而导致个体的超前消费，还可能导致国家发

展的不可持续。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并不值得效仿。 

    （2）中国没有条件、没有本钱、也不应该追求豪车大屋的生活方式。 

    那么，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中分享到收益的中国人来说，应该追求一种怎样的生活方式呢？这是一个有待深入讨论的

问题，这里仅仅展示两点管见。 

    物质生活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身居社会世界（social world）中的人，在获取物质满足的时候，应该兼顾与自然

世界（natural world）的协调。每一个人既享有追求幸福与舒适的天然权利，也有承担一定义务的天然责任。 

    社会世界中的人是个代际更替的连续体，生活方式的选择对个人与国家最好遵循“可持续”原则，在满足眼前需求的

同时顾及未来群体的需要。幸福与财富并不成正比，豪车大屋既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也与生活的幸福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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