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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研究述评 

世界经济统计分析研究室  曹永福 

[内容提要] 近50年来美国经济周期出现了稳定化的趋势，其中二战之后经济周期的波动性比二战之前有明显下降，20世

纪80年代中期之后比80年代之前亦有显著下降。引起这种经济周期稳定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美国宏观经济学界对这一现

象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文对该领域的主要文献进行了梳理，对不同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并从美国的争论中得出了对中国

有借鉴意义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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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引擎，其经济波动对全球其他国家有深刻的影响，因此美国经济的走势一直为全世界所

关注。按照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划分方法，从1857年到2001年美国共经历了31次经济周期，其中每次周期波动的特点都

有所变化。从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等指标来看，美国的经济周期变得越来越稳定，其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小。

其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持续20多年的时间没有出现严重的衰退或通货膨胀，因此这一时期被美国经济学界一度称为

“大稳定”(Great Moderation)时期。那么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原因是什么?这种稳定化的趋势是否可以长期持续下

去?美国经济学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和热烈的争论，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美国宏观经济学领域非常活跃的研究课题。 

    总结美国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对于认识美国经济周期的特点、判断美国经济的走势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

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也表现出了“微波化”的趋势，因此这种讨论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对近20年来美国这一

领域最新的有关文献进行综述，对各种观点进行梳理和比较，以期推动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本文第一部分回顾了20

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这一时期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二战前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性的比较；第二部

分评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献，这一时期主要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所谓“大稳定”问题；第三部分从跨国比较、公

司等角度进行补充和丰富；第四部分是结论和对中国的启示。 

    一、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早期研究 

    ......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文献 

    ......

    三、基于国别层面和公司角度的研究 

    ......

    四、结论与启示 



    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性的文献，可以看出与早期的研究相比，最新的文献已经基本摆脱了过

去纯粹的凯恩斯主义的框架，各种新兴的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手段被广泛采用。各个派别都试图找出导致美国经济周期稳定

化的主导性原因。但是结果只有一个，原因可能有很多，各种原因之间还可能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要确定各种原因

的相对重要性是很困难的，相信这场争论在将来还会继续下去。 

    通过评述以上文献，可以对美国经济的特点有更深刻的理解。如果相信经济周期稳定化是外部冲击减弱带来的，那么

当相对温和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新的外部冲击来临的时候美国经济出现剧烈动荡的可能性仍然较大；如果相信产业结

构、信息技术、金融创新等因素的作用，那么美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趋势可能还会继续下去；如果将经济周期稳定化归功

于沃尔克和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那么无疑对将来的货币政策调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场争论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关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也表现出的稳定化问题，国内学者亦有所

探讨。刘树成(1996)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由过去的“大起大落”型转化为“高位一平缓”型，“高位”

说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力”增强，“平缓”说明我国经济的“稳定性”增强。张立群(2006)将中国经济波动的“微波化”

归因于经济短缺现象消失、市场机制完善、宏观调控水平提高三大因素。但是一般来讲，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和经济发展阶

段、经济体制、宏观经济政策等有密切关系，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周期波动和稳定性与美国等成熟市场经济

国家相比，自有其本身的不同特点，需认真加以研究。 

    关于中国如何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增强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从美国的文献中可以得到很多启示，比如完善社会

保障体系以平滑居民收入的波动；积极发展稳定性相对较强的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积极推广信息技术以平滑库存

投资波动；促进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规范和促进公司间的合理竞争；加强货币(财政)政策的调控等等。总之，很

多“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有利于解决若干社会问题，对宏观经济的稳定也是大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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