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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模式：市场主导还是凯恩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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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兴衰交替 

  长期以来，一国的经济发展应该遵循何种经济模式，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一直是各界人士

争论不休的焦点。不同的经济模式折射出不同经济学派的各自经济学说。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

上，始终存在着两大相互对立的经济学说，它们的观点伴随着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此消彼长，对各国

政府的经济政策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就是自由主义学说与凯恩斯主义学说。这两种经济学说的

兴起和流行无不与经济学家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有着紧密的关联，与他们对资本主义社

会的内在矛盾和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程度密切相关。 

  经济自由主义思潮起源于18世纪初期，是古典经济学家为了反对当时对经济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潮和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政策而提出的。其核心观点是强调经济在自由环境中

运行，主张尽可能多地发挥市场的调节功能，政府应尽量少干预经济的运行。其中，英国古典经济学

体系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其经典巨著《国富论》中系统阐述了以“看不见的手”著称的市场调节机制和

秩序原理，并提出了“廉价政府的假说”，即所谓的“大市场，小政府”，为古典经济学派的发展提供了

强有力的理论基础。此后，英国的大卫·李嘉图和马歇尔、法国的萨伊等人进一步发展了自由主义的思

想和理论，使自由主义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前20多年的漫长历史时期内成为各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理

论体系。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给西方经济带来了规模空前的大萧条，市场自我调节

的神话被打破，自由放任原则的弊端逐渐显露，人们开始意识到政府的干预还是必要的，从而结束了

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取而代之的是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国家干预主义。 

  20世纪70年代中叶，石油危机引发战后的世界经济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次出现了以低增长

和高通胀为特征的滞涨现象。凯恩斯主义对于滞胀现象的束手无策导致了各种反凯恩斯主义思潮的兴

起。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公开宣布实践新自由主义纲领。1980年里根上台以后，宣告了

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实行。此后，其他发达国家也纷纷效仿英美，掀起了新自由主义的浪潮。到20世

纪80年代以后，直至今天，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经济秩序中占据了主流地位。

新自由主义思潮是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但它与亚当·斯密时代的“自由放任”有所不同，它是一种

受到政府有限度地调节和干预的市场经济。但就本质而言，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自由竞争，反对政府

全面干预，依然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倡导者。虽然，新自由主义学派林立，思想、理论体系庞杂，但主

要以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派和拉弗的供给学派为代表。 



 

  作为现代货币主义经济学奠基人，弗里德曼是美国经济学界较早以新经济自由主义对抗和反对凯

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不稳定源于

货币受到扰乱。货币是支配资本主义产量、就业和物价变量的唯一重要因素。因此，他强烈反对凯恩

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货币政策，主张应让市场机制完全充分地发挥作用，政策

的滞后效应只会加剧经济波动。之后，芝加哥大学教授卢卡斯在理论上发展了现代货币主义，通过强

调经济主体的行为理性预期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宏观经济政策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是无效的观

点，从而主张彻底回到市场自动调节的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与此同时，以拉弗为首的供给学派在凯恩

斯主义由兴到衰的历史背景中兴起，并成为里根政府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供给学派认为，美国经济中的滞胀问题主要是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需求管理政策造成的。长

期片面实行扩张总需求的政策造成了供求关系的失衡，由此即抬高了物价，导致了通货膨胀，又造成

了相对的萧条和经济停滞。解决“滞胀”困境的基本手段就是通过大规模的长期减税来刺激供给。供给

学派的理论思想被反映在里根政府的各项经济政策中，如减税、削减政府开支与紧缩货币。然而，大

幅度减税促使财政赤字剧增；控制货币投放，引发国家债务增加，财政赤字扩大；减税虽促进投资却

又与因货币紧缩、利率上升而抑制投资相矛盾；削减政府开支效果又被军备扩张相抵消。结果，里根

政府的施政方针并没能振兴美国经济，相反却使美国经济陷入战后最严重的危机之中。可见，供给学

派的经济理论并不是救治美国经济的灵丹妙药。 

  美国金融危机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反思 

  美国金融危机彻底打碎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神话，对市场经济的一味放任自流，其结果必

将陷入不可收拾的境地。由此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是对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美国极力标榜并大肆推

销的“华盛顿共识”的彻底否定。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国家就成为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试验

场。80年代末，拉美国家深陷债务危机，美国乘势于1990年由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邀请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官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旨在为拉美

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的研讨会。会上达成了“华盛顿共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实际上就是

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的升华，是美国试图以新自由主义模式来规范世界秩

序，实现全球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一体化。 

  自“华盛顿共识”出笼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一些地区和国家蔓延并呈现加剧之势。尤其是以智

利、墨西哥、巴西为首的大多数拉美国家在过去的20多年里，迫于美国及多边国际经济组织的压力，

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进行了包括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企

业私有化在内的全方位大刀阔斧的经济结构改革。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

果使不少拉美国家的经济在改革之后都陷入动荡与危机之中。前苏联及东欧国家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

的影响下，推出了类似的集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三位一体的“休克疗法”式经济转轨方案，即短期

内这些国家可能出现“休克”或停滞，但是不出一两年，就会迅速繁荣和增长，人民生活将得到大幅度

改善。然而，事与愿违，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同样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政局混乱、经济大幅下滑以

及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等社会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华盛顿共识”所暴露出的天生缺陷及其片面性已遭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质

疑。诺贝尔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代表的是保守的意

识形态，它不是推动进步的社会改良或改革，而是恢复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返古倒退。他一针见血地

指出，“华盛顿共识”是从美国的立场出发，不可能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为此，就发展中国家而

言，经济市场化、经济自由化是各国经济改革的目标，但是向市场化经济过渡存在着一个经济领域的

 



最优次序问题。由于不同的国家在走向市场化的道路上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因此，各国应

该根据本国的国情，选择自己的方式和路径，控制好改革的速度和节奏来实现这一过程，避免重蹈上

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的覆辙。 

  在市场与政府之间找到恰如其分的平衡点 

  虽然，美国金融危机使许多人对市场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产生了怀疑，认为政府将重新成为市场

的主宰者，并且认为如同凯恩斯是对大萧条以前的经济理论的反叛，此次危机的发生是否也预示着即

将对现有理论进行颠覆性的革命？换句话说，市场主导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走到了尽头？凯恩斯主义

是否又会成为时代的主题？其实不然，我们不应该把“市场”和“政府”对立起来，更不应该否定自由市

场经济模式对美国产业的升级换代、新经济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极其重要作用。市场与政府是拉

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两大轮子，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应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既要

借助市场力量实现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又要依靠政府干预来维护市场

正常运行秩序，防止因市场机制缺陷而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只有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寻找到恰如其分

的平衡点，才能实现市场的效率、稳定与公平。总之，对不同的西方经济学派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

要结合本国的特殊国情，批判地吸收并借鉴其中的科学成分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有益经验，

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参考，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发展。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经济学博士） 

  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是就业理论，其逻辑出发点是有效需求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

存在失业和萧条，主要是“消费倾向”、“对投资的预期收益”和“流动性偏好”等心理因素所造成的有效需

求不足。因此，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干预经济，主张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增加政府支出，刺激投资

与消费，从而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当时美国罗斯福新政的理论基础，而且凯恩斯主义

经济学也逐渐变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新正统。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长期繁荣景

象，被称为进入了“凯恩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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