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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经济长波本质上可以说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周期#技术进步的周期性变化引起了

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长波经历的时间内在地表现为技术进步周期性变化经历的时间$本文考察了二

战结束至今美%日%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波动#并着重对美国 &’世纪 (’年代以来信息技

术状况与经济波动进行深入分析#文中指出信息技术的特点使得技术成长和扩散的速度大大加快#
由其推动的第五轮经济长波所经历的时间有可能缩短#尤其是衰退期缩短$在经济下降期孕育的新

一轮技术创新可能会推动经济进入又一轮长波$
关 键 词 技术进步 经济波动 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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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长波最先是由原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
康德拉季耶夫在 ,(&;年提出的$康德拉季耶夫认

为长波是由主要固定资本产品=如蒸汽机%发电机

和电动机等>的更新换代引起的$继康德拉季耶夫

之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了以创新

理论为基础的长波理论$熊彼特之后长波理论的

主要研究者如罗斯托%?<门施%@<弗里曼%雅各

布<范杜因%冯<丹因等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
理论基础都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赵涛#,(::>$可
以说#创新理论已经成为解释长波的主流$本文考

察了二战结束至今美%日%德三国及世界的经济波

动#用 统 计 资 料 分 析 长 波 的 趋 势#并 着 重 对 美 国

&’世纪 (’年代以来的经济波动和技术进步状况

进行深入分析#试说明创新活动的周期性变化对

经济波动的影响#并从这个视角分析 (’年代美国

的A新经济B和目前经济放缓的原因$

一 二战以来美%日%德三国

及世界的经济波动

=一>经济长波的划分

,7对五个经济长波的大致总结$熊彼特的技

术创新理论学说是最早解释技术进步与经济波动

之间关系的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

中大体存在三种长度不同的周期#即长周期=康德

拉季耶夫周期>%中周期=尤格拉周期>%短周期=基
钦周期>$这三种周期都与一定的技术创新活动相

联系$熊彼特将到他那个时代为止的资本主义经

济发展划分为三轮长波#第一轮长波=,+:*C,:)&
年>#以纺织机和蒸汽机的创新活动为基础D第二

轮长波=,:)&C,:(+年>#以钢铁和铁路技术的创

新活动为基础D第三轮长波=,:(+年至 &’世纪 *’
年代>#以电气%化学和汽车技术的创新活动为基

础=熊彼特#,((’#中译本>$荷兰经济学家雅各布

<范杜因的研究表明这三个长波已基本得到现实

的证实=赵涛#,(::>$范杜因对第四波的考察截止

到 ,(+*年#我们将继续考察第四波和第五波的波

动#大致总结出第四个长波的后两个发展阶段#并
确定第五个长波大致开始的时期#进而在范杜因

的基础上#得到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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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范杜因的长波周期及其延续

繁荣 衰退 萧条 回升

第一波 !"#$%!#&$年 !#!’%!#$’年 !#$’%!#()年 !#()%!#*’年

第二波 !#*’%!#))年 !#))%!#"(年 !#"(%!##(年 !##(%!#+$年

第三波 !#+$%!+!(年 !+$&%!+$+年 !+$+%!+("年 !+("%!+*#年

第四波 !+*#%!+))年 !+))%!+"(年 !+"(%!+#$年 !+#$%!++!年

第五波 !++!%, , , ,

资料来源-!+"(年以前参见范杜因.!+#)/中译本0/!+"(年以后为作者所续1

$2第四波后两个发展阶段及第五波开始时期

的确定1要考察经济的长期波动/国内生产总值的

年均增长率具有重要意义/它反映了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的速度/具有波动性质/是反映经济长波基

本统计指标中最重要的综合指标1
在二战之后的 ’&多年中/各国的经济都经历

了几次繁荣和衰退/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四个长波1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整个世界345增长率的变动

与美国基本一致/这反映了美国对第四轮及以后

经济长波的带动作用/以及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

化的背景下/各国经济波动日益同步的趋势1具体

来说-第四波在 !+*#%!+))年期间达到波峰/这

正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时

期1在此期间/以汽车和计算机技术为标志的技术

创新为这段时间这些国家乃至全世界的经济高速

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1到 "&年代/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普遍出现的滞胀现象说明/第四波开始衰退

并 向 谷 底 下 降1这 期 间 曾 出 现 了 两 次 经 济 危 机

.!+"(%!+"’年经济危机/!+"+%!+#$年经济危

机0/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也出现了减速1自 !+#(
年以来/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走出滞胀/经济

开始缓慢回升/+&年代以 来/各 国 特 别 是 美 国 大

力发展网络和信息技术/掀起了以此为核心的技

术创新高潮/为世界范围内的第五个经济长波高

潮的来临孕育了力量1
我们目前正在经历以信息技术创新和信息产

业为主导的第五轮经济长波1但由于进入第五轮

长波的时间太短/数据较少/第五轮经济长波所经

历的四个阶段还需要依据今后经济周期的实际进

程做出正确的总结1本文将从长波经历的时间内

在 地 取 决 于 技 术 创 新 周 期 性 变 化 的 时 间 这 一 角

度/做出相应地分析1
.二0长波周期中的中心国及其领导作用

在分析长波运动时我们注意到/每次长波周

期中/都有一个领导长波运动的中心国/它也是每

一次产业革命的领导国/这反映出技术创新与经

济长波之间的密切关系1分析长波周期中的中心

国对分析长波产生的内在原因具有重要意义1
!2第一波及第二波中英国的领导作用1
众所周知/产业革命首先从英国开始然后逐

渐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展开1!"")年英国蒸汽机的

发明和广泛应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了第一个

经济长波/美国6法国于 !#!’年受这轮长波影响/
加入第一次产业革命1!#*&年起由英国钢铁和铁

路技术的创新产生了 !#*’%!#+$年左右的第二

个经济长波/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在这个

时期加入了此轮长波1
$2第三波之后中心国的转移及美国的表现1
在第二轮长波的后期/世界经济结构产生了

深刻的变化/美国的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总

额的 $+7/英国占 $"7/美国超过英国/成为新的

资本主义经济中心1美国在 !+世纪最后 (&年和

$&世纪初/迅速建立起石 油6电 气 等 新 兴 产 业 部

门/成为第三次产业革命的领导者1在此期间/美
国工业生产增长 #2!倍/而同期英国 仅 增 长 !2(
倍1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推动了第三次经济长波

的 上升波1!+*)年 美 国 发 明 了 第 一 台 电 子 计 算

机/此后与此相关的晶体管和大规模集成电路技

术在美国迅速发展1这些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生

产日益向精密化和数控化发展/大大提高了生产

率/使得战后美国生产力迅速发展/并带动了第四

次经济长波的上升波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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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年代初$世界电子工业普遍低迷$
只有美国仍保持较高势头%&##’年克林顿政府正

式 提出(国家信息基础结构)行动计划*+,--.$加

大政府对信息技术科研创新的力度$美国掀起了以

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的技术创新高潮%美国在此轮

创新中的领先地位支持了它在 #"年代超常规的经

济增长$成为世界第五个经济长波的领导者%

图 & /0世纪 10年代以来的美国经济+&#2"3!""".
资 料 来 源)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世 界 经 济 展 望*

+中 译 本.$中 国 金 融 出 版 社 &#2"年 以 来 各 年4世 界 经

济 年 鉴 编 审 委 员 会)(世 界 经 济 年 鉴*$经 济 科 学 出 版

社$&#2"年以来各年%

图 &反映了美国 !"世纪 2"年代以来的经济

波动%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美国在 2"年代

初+&#2"5&#2!年.$经 济 增 长 速 度 较 慢$同 时 失

业率较高$通货膨胀率下降%在 &#2’年$经济开始

迅速回升$并伴随着失业的下降和通货膨胀率的

上扬%美国经济在 #"年代初经历一次短暂的衰退

后$自 &##!年开始稳步发展$678的波幅很小$总

体是上升趋势$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相对平稳$保持

在自2"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上%美国经济这种9一
高两低:的状态从 &##!年开始一直持续到 &###年

底$成为美国经济史上经历时间最长的扩张期%
!"""年 后$美 国 经 济 出 现 放 缓 迹 象$之 后 曾

有 几 度 经 济 的 回 升$但 总 是 一 波 三 折$缺 乏 持 续

性%!""’年第一季度$678的增长仅为 &;<=$但
到第二季度 678实际增长 ’;’=+见图 !.%

尽管最近有迹象表明美国经济正在以较快速

度复苏$->?因此也将对 !""’和 !""<年度美国

678增 长 的 预 期 分 别 调 整 至 !;@=和 ’;#=
+->?$!""’A.$但同时->?的报告也指出这种复

苏依然是9不平稳和缓慢的:$主要是因为政府财

政开支增加刺激的结果%布什上台以来进行了三

次大规模的减税$大多数家庭因此而得到了退税$
促进了消费和商品零售额的大幅度增长%美国的

财 政 开 支 状 况 已 从 !"""财 年 财 政 盈 余 占

678!BC=$逆转为 !""’财年财政赤字接近 678
的 <=$而且经济增长乏力 进 一 步 减 少 了 联 邦 和

地方的财政收入$如果没有更进一步的技术创新

为经济增长提供实质性的动力$单靠这种由财政

赤字不断扩大带来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

图 ! 美国实际 DEF增长)季度和年度变化

&##G年第一季度3!""’年第二季度

资 料 来 源)数 据 来 自 美 国 纳 斯 达 克 网 站)HIIJ)KK

LLL;MANOAP;QRS%

二 美国 T0年代以来的技术进步

与经济波动的关系

我们先考察美国二战以来 678变动与劳动

生产率的关系$再进一步说明信息技术进步与美

国 #"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二战以来 678变动与劳动生产率之间

的关系

二战结束至今$美国经济经历了几次繁荣和

衰退的过程$同时$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此处主要

指各经济部门全部从业人员的每小时平均产值.
的年均增长率在这些时期也出现了同样的变化趋

势$详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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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二战后美国实际 "#$年均增长率与

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的对比 %

年代
实际 "#$年
平均增长率

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

商业部门 非商业部门

&’()*&’++年 ,-’ ,-) ,-(
&’++*&’.,年 ,-! !-. !-(
&’.,*&’)!年 &-+ &-/ /-)
&’)!*&’’&年 !-’ &-) &-.
&’’&*!///年 ,-( !-! !-&
!//&年 /-, &-& &-&
!//!年 !-! &-) &-.

资料来源0"#$年增长率同图 &1劳动生产率数据根

据 2345数据库中生产率变化的年度数据计算678890::
;;;-<=>?-@?A:4B<@CDB5>9@?8@E87>$?>FDG><8:8H=I>3
JK/0B7H<A>FD<$?@GLB8DMD8NH<G?>IH8DM>#H8H6

图 , 二战后美国 OPQ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对比

资料来源0R@?A><F@<S!//&T6

由表 !和图 ,可以看到U美国的劳动生产率

的变化与"#$的变化基本同步U反映了技术进步

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6在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增

长率较高的时期U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较快U在劳动

生产率增长率较低的时期U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较

慢6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须要靠技术进步0科学

技术成果不仅通过提高生产的社会化V专业化及

协作化程度来提高劳动生产率U还通过新技术的

应用U新产品的开发等渠道提高劳动生产率6下面

将着重分析第五轮经济长波中U信息技术的周期

性变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6
S二T信息技术创新群集及对美国 !/世纪 ’/

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贡献

信息技术革命给美国带来了涉及技术创新V
制度创新和市场创新的全方位的创新局面U即出

现了熊彼特所说的重大创新活动的群集6
第一U美国的技术创新0用专利申请数说明技

术创新活动的频率6对于熊彼特所指的五种创新

形式U虽然开辟新的市场V实现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并不能申请专利U但是新产品V新技术V新能源可

以用专利申请数度量U专利申请数可代表创新数

量的一般变化情况6相关的数据表明U美国从专利

制度正式设立到注册 &//万个专利U花了 )K年的

时间U而在 !/世纪 ’/年代从第 K//万个专利增

长到 +//万个专利只用了 )年时间6’/年代以来

美国年平均专利申请数为 )/年代的 )(倍U而 )/
年 代是 ./年代的 !&倍S许永兵V徐圣银U!//&T6
专利申请数在 !/世纪 ’/年代的大幅增加表明这

一时期创新的增多U出现了创新的W群集X6
第二U美国的制度创新0建立新型企业制度和

风险投资机制6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创新W群集X时
期U美国形成了创业者V投资者与风险基金的经理

共同分享企业所有权的新型企业制度U以及以股

权融资为主U由融资V避险和风险投资系统形成的

三位一体的融资体制6美国大批高新技术的中小

企业之所以能够诞生和崛起U与其资本市场上融

资方式的创新是分不开的6这种创新即属于熊彼

特所说的W实现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X6
据有关资料显示U美国风险资本公司为其风

险投资所筹集的资金U!/世纪 ./年代末至 ’/年

代大约每年在 ,/*K/亿美元的规模6自 &’’,年

后风险资本急剧膨胀U!///年达到 ’’+,亿美元U
当 年 风 险 投 资 支 持 的 公 司 数 量 也 达 到 创 纪 录 的

K,!(个6过去风险资本进入实业U至少要花 K年

时间U而到 !/世纪 ’/年代却连 &年都不到6
第三U美国的市场创新0大力推动全球化U不

断开辟新市场6首先U经济的全球化S新市场的创

新T使美国的生产国际化越来越明显6美国公司纷

纷将大批工厂迁往低收入国家U以降低生产成本U
提高竞争力6同时U国外大量低价的原材料和商品

不断涌入国内U抑制了国内工资的上涨和原材料价

格的上涨6其次U美国在信息技术方面的主导地位也

使得其产品面临来自全球不同类型国家的需求6
第四U信息技术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产业结

构U信息技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导产业6对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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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做出了重大贡

献!"#$%&’(#’)*++,-.
首先是信息技术对美国 *+世纪 /+年代经济

增长的直接贡献.表 0给出了信息技术生产行业

对美国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该表清楚地显示了

*+世纪 /+年代信息产业已经成为推动美国经济

增长的主要力量)特别是 ,//1年之后)信息技术

对美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更是得到进一步加强.
其次是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潜在贡献即对

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按照乔根森的划分)劳动

生 产 率 的 增 长 可 分 为 三 个 来 源2!,-资 本 深 化

!34567489&&5&’6’%-)即 每 小 时 投 入 资 本 的 增 长

率)反映了资本与劳动的替代情况:!*-劳动质量

提升)反映具有高边际产品的劳动力在全部劳动

力中比重的上升:!0-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表 >给出了信息产业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

如 表 >所 示)在 ,//+?,//1年 和 ,//1?
,///年)产出增长率增加了 ,@A*个百分点)这主

要归因于平均劳动生产率在后一阶段对 BC=增

长的贡献率增加了 +@/*个百分点.其中资本深化

对平均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呈现加速趋势)抵消了

老龄化等劳动结构变化以及劳动力潜在供应趋紧

造成的劳动质量下降对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贡献

率的下降: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在 ,//1?,///年

间 较 ,//+?,//1年 间 上 升 了 +@1,个 百 分 点

!+DA1E?+@*>E-.表 >还显示了资本不断深化

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信息技术)全要素生产率的

上升也是信息技术推动的结果.上述数据都反映

了 *+世纪 /+年代美国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创新和

领先地位是决定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三-技术进步的周期性变化导致 *+++年后

信息产业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不断减弱

*+++年以后)美国经济增长减速意味着信息

技术的创新阶段已基本饱和)技术的普及和扩散

使得创新阶段的垄断利润消失)风险投资减少)全
球范围内对信息产品的需求也因供给方的增多而

逐渐趋于饱和)信息技术带给美国经济的强大推

动力不断减弱.

表 0 信息技术对投入F产出的贡献 E

,/>G?,/// ,/>G?,/A0 ,/A0?,//+ ,//+?,//1 ,//1?,//G

产出

BC= 0@>H 0@// *@GH *@0H >@+G
信息技术的贡献 +@>+ +@*+ +@>H +@1A ,@,G

计算机 +@,* +@+> +@,H +@,G +@0H
软件 +@+G +@+* +@+/ +@,1 +@0/
通讯设备 +@,+ +@+G +@,+ +@,+ +@,A
信息技术服务 +@,+ +@+H +@,+ +@,1 +@*1

非信息技术的贡献 0@+H 0@A/ *@>+ ,@A/ *@/,
非信息技术投资 +@A* +@+H +@0> +@*0 +@G0
非信息技术消费 *@0> *@A0 *@+H ,@1H *@+G

投入

国民收入 *@G> 0@+A *@H, *@,0 0@00
信息技术资本服务的贡献 +@0> +@,H +@>+ +@>G +@//

计算机 +@,1 +@+> +@*+ +@** +@11
软件 +@+A +@+* +@+G +@,H +@*/
通讯设备 +@,, +@,+ +@,* +@,+ +@,>

非信息技术资本服务的贡献 ,@0H ,@AA ,@+1 +@H, ,@+A
劳动服务的贡献 ,@,> ,@,0 ,@,H ,@+0 ,@*A

全要素生产率 +@H, +@/* +@*1 +@*> +@A1
资料来源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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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信息产业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年均值 )

*+!,’*+++ *+!,’*+-. *+-.’*++/ *++/’*++0 *++0’*+++

123"按产出计( .4!5 .4++ 64,5 64.5 !4/,
平均劳动生产率 64/+ 64,6 *465 *4*+ 64**

资本深化的贡献 *4*. *4!0 /4-+ /45! *46!
信息技术 /4./ /4*0 /4.0 /4!. /4,+
非信息技术 /4,. *4./ /4!! /46* /4.0

劳动质量的贡献 /4.! /4!5 /466 /4.6 /4*6
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45* /4+6 /460 /46! /4-0

信息技术 /4*5 /4/5 /4*+ /460 /40/
非信息技术 /4!0 /4,5 /4/5 7/4/* /460

资料来源89:;<=>?:>"6//*(@

*4美 国 经 济 暂 时 处 于 信 息 技 术 创 新 停 滞 阶

段@首先A互联网的发明和迅速扩张虽然对经济社

会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A但互联网在技术上的局

限 性 也 日 益 显 现A互 联 网 的 拥 挤 问 题B安 全 性 问

题B标准和认证问题B个人隐私保护问题等A都使

国际互联网的扩张步伐近来明显放慢@
其次A半导体芯片行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受

固 有的C!年循环规律D支配A前一两年发展较 快

并 在 第 二 年 达 到 高 峰A此 后 的 *’6年 进 入 调 整

期@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销售形势曾达到历史

最高值A销售额为 6/!/亿美元A而 6//*年半导体

行业的营业额为 *.+/亿美元A比 6///年下降了

.6)A是 *+,5年 创 造 下 跌 纪 录 *5)以 来 最 惨 痛

的一次@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EFG(公布的数据

显示A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 6//*年

的销售额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6/)A6//*年上半年

的 赢 利 仅 为 54,亿 美 元A而 6///年 同 期 赢 利 为

0,亿美元@朗讯公司 6//*年第 6季度的亏损比

6///年同期增 加 了 近 */倍A营 业 收 入 则 下 降 了

6*)@造成半导体行业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网

络公司和通讯类公司发展不景气A导致对电脑B网
络设备等产品的需求下降A芯片需求随之减少@

64风险投资和研发投资水平不断下降A制度

创新难以进一步发挥作用@随着网络泡沫的破灭A
风险投资也进入了衰落期@据美国风险资本协会

的报告统计A6//*年一季度美国的风险投资下降

到 *+++年二季度以来最低水平A高科技产业的投

资减少了 .0)’0/)@在 6//*年A风险投资总额

锐减A每个季度的风险投资额和风险投资公司个

数都较 6///年同期有大幅度地减少"详见表 0(@

表 0 美国风险投资状况"截至 6//*年第三季度(

年份 公司"个( 投资额"百万美元( 年份 公司"个( 投资额"百万美元(

*++* *5. .5+4. 6/// 0.6! ++5.540
*++6 */0. .,654/ 6///7H* *-60 6565-40
*++. +!. !05.4/ 6///7H6 *,., 65.!64!
*++! +0. .-+!4* 6///7H. *5,- 65/-,4!
*++0 **!! 0/-/4, 6///7H! *0*/ 6/+!,4!
*++5 *550 +5.+40 6//* ./0, .50.-4.
*++- 66-/ *!.0/4! 6//*7H* ***+ *6.5.4+
*++, 65+. *+*-04, 6//*7H6 */!. *//.*45
*+++ .,00 06!*54, 6//*7H. -05 -//.4.

资料来源8世界经济年鉴编审委员会"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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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研发投资的支出增长也相应放慢"据美

巴特尔研究所和#研究与开发$杂志统计!%&&’年

美 国 公 司 用 于 研 发 的 投 资 为 ’(&)亿 美 元!增 长

*+),!为 %&世纪 (&年代以来的最低增幅"
-+美国信息产品进出口下降!信息产品市场

不断缩小..市场创新受阻碍"%&世纪 (&年代

末!信息技术的全球扩散导致全球 /0产品供给

能力的增加和过剩!成本优势成为市场竞争的主

要优势"随着更多低成本国家加入到信息产业的

国际分工中来!美国的信息产业受到了来自于许

多国家的成本竞争!国际市场开始缩小"
由于上述原因!美国信息产业增长在 %&&’年

出现了大幅下降!对信息技术的投资不断下降!进
而对 123增长的贡献也相应下降4详见图 56"

图 5 美国信息技术投资的变化及其对 789的贡献率

4’(((年第一季度:%&&%年第四季度6
资料来源;依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

ABC+DEF+GEH?ABC?IB@JKBL4%&&-年 -月 %M日6相 关 数

据绘制"

通过对美国 (&年代以来技术进步与经济波

动的分析我们看到!在美国经济增长的上升阶段!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N而在下降阶段!技术进步动力不足!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很小"以下将进一步分析美

国经济的波动源自技术进步的周期性变化"

三 技术进步与经济长波的关系分析

经济长波本质上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周期"
熊彼特认为!经历时间较长的长波周期!是由以产

业 革 命 为 代 表 的 重 大 基 本 创 新 活 动4群 集6引 起

的!产业革命是重大技术创新活动的浪潮"当创新

的浪潮出现后!最初只有少数厂商具有该产品的

供给能力!加上人们对创新产品的需求弹性较高!
整 个 世 界 对 周 期 主 导 产 业 产 品 的 需 求 大 于 其 供

给"企业家的超额利润会吸引众多的企业群起模

仿!推动社会产出的增加!带来经济的扩张!形成

长波的繁荣期"在周期的繁荣阶段!创新占主导地

位"当创新扩散O生产扩张后!产品的供给增多!该
产品的市场需求逐渐趋于饱和!市场价格下降"厂
商为保持产品的市场份额!不得不设法降低生产

成本!因而产品和技术进入了成本竞争阶段!企业

边 际利润下降!经济进入长波的下降期"在此阶

段!技术创新能力衰减!成本竞争占主导地位"但

每一个长波下降期都在酝酿一次新的创新高潮!
最终带来新的长波上升期的到来"可以说!是技术

进 步 的 这 种 周 期 性 变 化 导 致 了 经 济 的 周 期 性 波

动!经济长波经历的时间也内在地由技术进步周

期性变化的时间决定"当技术创新和扩散的速度

加快时!长波所经历的时间可能随之缩短"
4一6知识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技术

进步的周期性变化加快

’+随着知识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

创新和扩散的速度有加快的趋势"众所周知!最初

的技术创新会由于技术的扩散而成为大家都能够

掌握的成熟技术!更新一轮的技术创新总是要经

历相对较长时间的孕育和积累才可能形成一个新

的技术创新高潮进而形成大规模的产业革命"但

技术进步周期性变化所经历的时间以及主导技术

的更替随着知识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呈不

断缩短的趋势"在以蒸汽机和纺织机器的创新为

基础的第一轮经济长波中!直接使用蒸汽机和纺

织机器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在 ’(世纪早期就已

经提高!而蒸汽机和纺织机对整个英国经济增长

的贡献在 ’(世纪中期才体现出来"这说明了在工

P

技术进步与经济波动;
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

以美国为例的分析



业经济发展的初期!技术进步相对缓慢!技术扩散

也相对缓慢!主导技术的更新大致要经历 "#$%#
年的时间&考察熊彼特对长波的划分及表 ’可以

看出!第一个经济长波持续的时间为 %#年!随后

的第二波(第三波都经历 "#多年!而第四波仅经

历了 )*年&长波持续时间不断缩短的这种趋势!
反映了知识积累不断增加(技术进步不断加快的

自然进程!每一次产业革命和主导技术的创新都

为 下 一 轮 产 业 革 命 和 技 术 创 新 奠 定 了 坚 实 的 基

础&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技术进步的周期性变

化缩短!进而可能使第五个经济长波经历的时间

缩短!尤其是衰退期缩短&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大加

快了知识扩散和科技进步的步伐!使得技术进步

的周期性变化加快&最明显的例子是!在短短 ’#
年的时间里!美国的信息化指数就高达 -’,-%.&
与原来的工业化技术相比!信息技术有以下特点/
第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信息

技术对信息传递和处理能力的增强!使人们可以

跨 越 时 空 的 界 限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进 行 大 规 模 的 交

易0第二!信息技术具有更强大的外溢效应!最典

型的是互联网的网络效应!这种效应可以使所有

市场参与者都得到好处!后进者可以更容易通过

1干中学2获取信息技术的外溢效应0第三!信息技

术 的 发 展 通 过 多 种 途 径 显 著 地 提 高 了 劳 动 生 产

率!降低了劳动成本0第四!在信息技术产业发展

过程中与之相伴的风险投资机制!使得融资更加

便利!在技术扩散过程可能出现的1资金瓶颈2将

会消失0第五!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缩短了产品的

生命周期&+#世纪 3#年代以前美国产品的平均

生命周期为 *年!现在45产品的生命周期已降到

’年左右&根据摩尔定律!计算机芯片的处理速度

每 ’6个 月 提 高 ’倍(价 格 却 以 每 年 +".的 速 度

下降!而目前计算机芯片的处理速度已降到每 ’+
个月提高 ’倍&信息技术的这些特点一方面使得

经济增长可以持续快速地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

信息技术成长和扩散的速度加快!随着技术的扩

散!长波的下降期就会来临&前面对美国 +###年

以后的分析就反映了这种趋势&因而!以信息技术

为基础的第五次经济长波持续的时间很可能短于

前面几次长波!尤其是长波下降期持续的时间相

对较短!而且在周期的低谷有可能还只表现为增

长率的下降而并非负增长&这主要是由于信息的

发达!使得经济调整的弹性增强!加上政府有力的

宏观调控!会使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减小!强度减

弱&
另外!信息技术强大的外溢性决定了它更能

够在未来的其他领域发挥巨大的作用&就目前来

看!信息技术应由自我循环走向与其他产业和其

他技术的结合和渗透!真正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改

善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交

易成本!而不仅仅是发展网络公司和在信息设备

方面的投资&企业在信息设备方面的大规模投资

实际上限制了电子商务的发展!也阻碍了软硬件

的进一步开发!而在这些方面还应大有作为&除此

之外!信息技术可以为更进一步的技术创新提供

广阔的平台&极有可能成为下一次产业革命主导

的 生 物 技 术 的 酝 酿 和 培 育 可 以 与 信 息 技 术 相 结

合!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
7二8信息技术带来的技术扩散的加快大大提

高了世界经济的供给能力

对于因技术进步而导致产品的增加!其需求

收入弹性是递减的!这意味着相对于强大供给能

力而言的需求减弱会带来市场价格的下降!使经

济进入下降阶段0但同时还会刺激更新一轮技术

创新周期的孕育和发展&
’,世界范围内的通货紧缩压力反映了供给相

对过剩的事实&信息技术带来的技术扩散加快大

大提高了世界经济的供给能力&虽说技术进步在

增加供给的同时也能够创造需求!但对扩散技术

生产出来的成熟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是递减的!
而由于技术扩散带来的成本降低会提高厂商的供

给弹性&也就是说技术进步速度加快带来的供给

和需求两方面的增长是不对称的&一旦需求发生

波动!经济就可能面临生产过剩(价格水平下降的

潜在危险&自 +###年以来!主要经济体的通货膨

胀率都普遍下降7详见表 %8!先进经济体自 +##+
年以来通货膨胀率下降到 +.以下!是自 ’3"#年

以来的最低水平&虽然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可以给

资源配置效率带来深远的利益!但是过低的通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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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 胀率!如 "#以下$%在需 求 相 对 不 足 的 冲 击 下

会增加转向通货紧缩的风险!&’(%"))*+$,通货

膨胀率下降的同时伴随着失业率水平的上升%反

映了生产能力的闲置及资源的非充分利用,因而%

美国经济乃至全世界经济要经历一段时间的增长

减速甚至衰退是自然的%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世

界经济供给能力大大提高所导致的一种趋势!易
纲%"))"$,

表 - 主要经济体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 #

通货膨胀率!./&的变化$ 失业率

"))0 "))" "))* "))1 "))0 "))" "))* "))1
发达国家及地区 "2" 023 024 02* 325 -21 -26 -2-

美国 "24 02- "20 02* 124 324 -2) 326
欧元区 "21 "2* "2) 02- 625 42- 523 524

德国 025 02* 02) )2- 625 42- 523 524
日本 7)26 7)25 7)2* 7)2- 32) 321 323 321

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 025 02) 023 026 120 120 121 12"

说明8"))*年和 "))1年为 &’("))*年 5月预测数值,
资料来源8&’(!"))*9$,

"2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下降阶段必然会孕

育新一轮的技术创新%正是技术进步从一个周期

到另一个周期的变化形成了经济史上影响深远的

几次产业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从一个长波进入另

一个长波,作为本次产业革命主导的信息技术已

在全球扩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已显不足%而极

有可能成为下一次产业革命主导产业的生物技术

产业还处于孕育和积累时期%因而经济结构必然

要经历调整的过程,美国经济在世纪之交所经历

的这种变化正是这种结构调整的反映%因而%:处
于两次产业革命间歇期的美国经济只能走上增长

减速甚至衰退之路;!华民%"))"$,目前可能是处

于一个技术转型<过渡性的阶段%这正是资源从旧

产品的生产领域向新产品的生产领域转移的一种

必要的调整阶段,自经历了这一阶段的衰退后%迎
来的可能是又一轮的经济长波,美国经济模式在

促进知识与技术创新方面的优越性保证了他能够

迅速地进入更新一轮的创新%并继续保持在新一

轮创新中的领导地位,美国经济的这次调整如果

是在孕育高一个层次的创新活动%则不但对美国

经济的复苏及强劲增长有重要意义%对避免陷入

世界性经济萧条更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8
华 民!"))"$8=对美国经济的再认识>%=国际经济评论>第 00

70"期,
世 界经济年鉴编审委员会!"))"$8=世界经济年鉴>%经济科

学出版社,

?? !")))$8=世 界 经 济 年 鉴>%经 济 科 学 出 版 社 年 版%")))
年版,

许永兵<徐圣银!"))0$8=长波<创新与美国的新经济>%=经济

学家>第 *期,
易 纲!"))"$8=萧条经济的回归8一个世界性的 课 题>%=国 际

经济评论>第 37-期,
赵涛!0544$8=经济长波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麦 迪森!0556$8=世界经济两百年回顾>!中译本$%改 革 出 版

社,
熊彼特!055)$8=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

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范 杜因!054-$8=创新随时间的波动>!中译本$%载 于 外 国 经

济学说研究 会8=现 代 外 国 经 济 学 论 文 选>!第 0)辑$%商 务 印 书

馆,

&’(2@ABCDEFGHIDJDKLIMNOFDDPQRORSRTB%UVWXY"))*Z%

[\\V8]]̂ ^̂ 2X_‘2aWb] cd\cWeZY]Vf+g]‘\]̂ ca]"))*])0]hZ\Z]

Xehcd2[\_2

&’(2CDEFGHIDJDKLIMNOFDDP!CHM$%icV\c_+cW"))*+%

[\\V8]]̂ ^̂ 2X_‘2aWb]cd\cWeZY]Vf+g]‘\]̂ ca]"))*]2

&’(2:.afYhjc‘YZ\Xaekc9a_clYa+ZY/Wa+Yc_2;CDEFG

HIDJDKLIMNOFDDP%UVWXY"))*9%kad020%VV20070*2

maWbcegae%j2n2:&e‘aW_Z\Xaeoc9[eaYabpZeh\[cqi

r9aea_p2;sKBELIRJHIDJDKLItBuLBv%’ZW9["))0%VV207"62

!截稿8"))*年 0)月 责任编辑8宋志刚$

)0

技术进步与经济波动8
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

以美国为例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