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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自进入现代经济发展以来，迄今已有120至200多年的历史。
他们在这长时期的发展中，以相当的增长速度.达到了目前这样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产值水平。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平顺地前进的，而是在波动巾发展前进的。
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增长的表现是，在增长了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经济的下落，或者负增长，其后就
是经济的逐渐复苏，而后义进入经济的扩张期，在这之后经济又陷入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波动形式，是周而复始一再重复出现的，至今仍然如此。
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在这种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中发展前进的。
　　经济增长、经济危机与周期是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研究中的极为重要的课题。
　　本书足对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现代经济发展后，其国民（内）生产总值和人均产值增长
率的长期趋势、经济危机与周期问题，以及有关一国确定某种增长速度同时又保持经济的稳定性应考
虑的因素，进行分析。
　　本书共九章。
第一章论述了，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重心的问题。
阐释了一国只有在国民（内）生产总值和人均产值的较高增长率下，该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较快地
提高和社会各种事业才能较快地发展前进。
这也就是何以发展是硬道理的实质所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增长与波动>>

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现代经济发展后，对其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产值增长率的长期
趋势、经济危机和周期问题，以及有关一国确定某种增长速度同时又保持经济的稳定性应考虑的因素
，进行分析。
并以美国战后的经济危机和周期为例，论述了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经济周期长度和经济危机中
各部门受影响程度的差异等问题。
着重讨论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中社会总资本的内涵和用生产价格表现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发展的
关系问题，探讨了在现代经济发展中一国如何来取得既能达到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同时又保持稳定性
的问题。
    全书脉络清晰，观点鲜明，内容丰富，对于理解经济危机和周期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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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济周期是总合的经济活动的波动，其所以受到人们普遍的关注并不断深入地对其进行研究，是
由于这种周期性的波动渗透到经济的每个部门，如：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等。
　　在现代经济的运行中，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产出的波动，相当正确地反映了整个经济的
波动，从而反映了经济周期。
　　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部门是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主导部门。
制造业部门的活动与整个经济中投资、就业、价格及金融市场等的活动有着极为密切的相互依赖与相
互影响关系。
因此，制造业产出的波动，它的繁荣或危机就会很快波及到经济的其他部门，从而形成整个经济的波
动。
　　目前，在经济学的著作中，公认若制造业部门产出或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连续两个
季度持续的下降，就算发生了一次经济衰退（危机）。
由于对是否发生了经济衰退（危机）是这样定义的，因而在实际经济中，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某
国在某年虽发生了经济衰退（危机），但就整个经济说仍是正的增长而不是负增长，某国在某年其制
造业产出或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按年率计）虽然连续下降了两个季度，但其降幅不大，而另两个季度
的增长幅度又较大，这样，就整年说，该国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仍能是正的增长，这是完全可能的。
日本在1992年就是这种情况。
日本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按年率计）在1992年第二季度是零增长，在第三季度是下降了1.6％，就是
说相继下降了两个季度，按公认的定义，它发生了一次经济衰退（危机），但日本在1992年第一、第
四季度国民生产总值是有一定增长的，因此，就1992年整年说，日本在该年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仍是
正的增长，增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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