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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理论的现代意义及其局限 

2013年06月08日 16:0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袁志刚  浏览： 次 我要评论  字号:大 中 小   

  【核心提示】确实，面对“滞胀”，凯恩斯学派一度“失言”。随着原计划经济国家纷纷展开市场

经济导向的经济转轨之后，市场经济理论进入发展高潮。相反，凯恩斯理论被视为国家干预主义的一种

思潮，逐渐退入一个相对低迷的时期。 

 

  袁志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孙冶方经济科学

著作奖(1997)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福建省政府

顾问等多项职务。主要研究领域为非均衡经济理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就业问题，主要代表作有：《非瓦尔

拉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应用》、《中国就业制度的变迁》、《失业经济学》、《均衡与非均衡：中国

宏观经济与转轨经济问题探索》等。 

  《通论》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代表著作，全名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于1936年在英国首次出版。《通论》的问世从根本

上动摇了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引起了经济理论上的一场革命，标志着凯恩斯学说的建立。人们通常把它与

马克思的《资本论》及斯密的《国富论》并列为经济学说史上的三本伟大著作。凯恩斯的追随者对《通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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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大量的诠释、修补和发展，形成了在理论和政策上具有广泛影响的凯恩斯学派，或称凯恩斯主义。《通

论》在历史上对西方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过巨大影响，它的理论和政策观点今天仍在发挥作

用。《通论》第一个中文译本由经济学家徐毓枬于1957翻译出版。 

  1929年—1933年，西方国家经历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在这场危机面前，各国政府束手无策，继而

政策失误不断，终于使危机进入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场危机暴露了已有经济学理论的苍白无力：古典经济理论

认为经济运行中不可能出现经济资源非充分利用的情况，因而无法预测和解释经济周期性波动和大规模经济危

机的爆发。大危机的现实促使人们深刻反思，经济理论需要创新。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

《通论》)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通论》的产生改变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标志着以研究经济资源的总体利用程度为己任的宏观经济学的

正式产生。凯恩斯在《通论》中否定了价格机制自动保证市场出清和市场机制总能使经济资源充分利用而达到

充分就业状态的“萨伊定律”。凯恩斯认为，由于价格调整存在各类障碍，所有市场处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状

态只是一种理论抽象，一种特例，市场经常性地处于供求非均衡状态才是一般状态，才是通例，这便是《通

论》得以命名的原因。 

  《通论》将经济研究的对象从经济资源配置转换到经济资源的总体利用程度问题上，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下，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三大定律会造成社会总有效

需求不足，由于经济体系本身并不存在自动趋向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因此凯恩斯极力主张政府在危机时出

手，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有效需求，发挥需求的“乘数效应”，实现充分就业。 

  《通论》的出现是颠覆传统经济理论的创新，是一场革命。凯恩斯之后，在众多凯恩斯主义者的努力下，

凯恩斯理论得到了长足发展，宏观经济模型不断完善，微观基础也得以建立，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正统理

论，并成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行动指南，上升为一种政府需求管理理论。在实践中，西方各国政府在经

济周期波动中积极运用凯恩斯理论来对付经济萧条和失业，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凯恩斯式的总需求管理之

下，战后的经济周期曾一度被“熨平”了。 

  然而，学界对于凯恩斯经济思想及其政策的争论却从未停止过。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自

由市场经济理论以严谨的理论模型、扎实的微观基础和实证计量分析对《通论》的命题进行了批判，尤其是对

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和挑战。1973年的石油危机使西方发达国家出现失业与通胀并存的“滞

胀”现象，被上述反凯恩斯主义学派视作政府长期执行凯恩斯政策的恶果。 

  确实，面对“滞胀”，凯恩斯学派一度“失言”。随着原计划经济国家纷纷展开市场经济导向的经济转轨

之后，市场经济理论进入发展高潮。相反，凯恩斯理论被视为国家干预主义的一种思潮，逐渐退入一个相对低

迷的时期。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奠定了《通论》的重要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重新回归：所

有东西方政府几乎都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模型，运用财政刺激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积极刺激有效需求，使

得全球经济在2010年之后有所复苏。这说明凯恩斯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他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内对经

济复苏是有很大作用的。 

  事实上，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就其实质来讲，是全球实体经济非均衡所致。全球化极大拓展了全球劳动生

产率提高的空间和市场容量，全球总供给能力得以迅速扩大。但全球化的红利分配机制却存在根本性缺陷：发

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与资本在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的同时，其普通劳动者却因为产业转移面临收入下降或失业增加

的局面。同样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通过本国要素(劳动、土地、环境)价格的扭曲参与全球化，虽然得到了产业

链底端的生产和就业，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收入回报。其结果，一方面是全球总需求消化不了全球总供给，另一

方面，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贸易不平衡也不断积累，美元等外汇储备在新兴经济体中不断积累。为了更

好地消化全球庞大的总供给，同时新兴经济体的巨大外汇储备给发达国家提供了充分的流动性，一场以发达国

家的金融市场资产泡沫不断发展，居民通过财富效应扩大需求，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非均衡“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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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演越烈，泡沫的破灭不可避免。 

  本轮危机爆发后，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实施避免了1929年危机的重演。短期来看，凯恩斯主义政策不容置疑

是一剂良药。但诚如凯恩斯本人在《通论》中所说：“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短期宏观经

济政策并不能改变当下全球经济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的现状，这一失衡今后必须得到调整。此外，政府短期政

策的代价是巨大的，它会造成对市场机制的破坏。比如，危机治理三年来，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注资和救助，政

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全球发达经济体财政赤字和债务的不断积累，政府债务危机频

发，处理不当仍可能导致全球经济二次探底。政府的短期注资和干预，只是将各类经济主体的资产与负债关系

暂时掩盖起来，各类结构性失衡并未得到合理矫正，这势必给全球经济的长期健康增长埋下隐患。从这个意义

上说，凯恩斯主义的“功”与“过”仍需要重新评定。 

  (袁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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