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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警示金融危机的狼烟冉冉升起，刺杀危机妖魔的利剑又在哪里？
　　自2008年下半年爆发20世纪大萧条以来全球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对危机原因的分析和克服危机的
对策就成为热门议题。
　　左翼经济学家痛打自由主义，认为都是金融自由化过度导致的后果；马克思主义者则干脆宣布危
机再次证明资本主义的腐朽垂死，再次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人类；自由主义者针锋相对，强调
是美国货币当局按凯恩斯主义制定的错误货币政策惹的祸。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至于对策，有人反对凯恩斯主义性质的大规模政府开支。
有人主张既不消费也不投资，紧紧捂住流动资产渡过难关。
有人沮丧地提出（虽然并不主张）只有战争才能摆脱危机。
　　西方谚语说，太阳下面没有新物。
国学强调，温故而知新。
在此战胜金融危机的紧要关头，重温当年大萧条的历史格外必要。
　　学弟井奎的近作《走出萧条的经济学圣经》，是一部回顾那段历史的通俗易懂的佳作。
它清晰地描绘了大萧条的可怕境况，用当代人熟谙的语句详尽转述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一部针对大萧条做出解释、提出对策的经典著作）的基本论点，其间穿插凯恩斯生平的生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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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还不关注宏观经济吗？
就业、投资息息相关。
本书是凯恩斯宏观理论指南，全面透视失业，投资和社会有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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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井奎，醉心于经济思想史的学者。
生平三事，亦三愿读书、译书、教书。
意在脱心志于俗谛，培学术，固根基。
译有《经济学中的事实与虚构》、《科斯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耱（帕金版，张军主译）等。
于浙江财经学院教书三载之时，被学生评为“感动财院十大人物之一”，其他浮名早已不记得，唯此
深以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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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凯恩斯年谱参考书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出萧条的经济学圣经>>

章节摘录

　　第一章　黑云压域：《通论》写作的年代　　第一节　战后的岁月　　战争似乎离得很远，好比
是别人的大学里举行的足球比赛。
　　——海明威《永别了，武器》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惧和混乱之后，西欧的许多知识分
子对于当时主导世界的西方文明产生了怀疑，纷纷悲叹文明的衰落和即将灭亡。
这种迷惘、失望和焦虑的情绪笼罩在西欧国家，人们迫切地渴望回到过去的繁荣和理性之中。
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世界经济似乎重新走上了正轨，美国成了这一波世界经济复兴的发动机。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繁荣的景象遍及各地。
这一时期接连主持美国联邦政府的是3位共和党总统，因而他们的政策带有明显的保守主义色彩。
他们自信如果政府尽力地促进私营工商业主的利益，那么繁荣将会缓缓地渗入社会的各个阶层。
　　当时的美国政府努力为国内的工商业创造最有利的环境。
1922年通过的关税法案使得高额的关税壁垒足以确保美国的制造业垄断国内市场。
与此同时，政府还着手执行一项大规模的减税计划，避免征收高额的所得税来妨碍对新兴工业的投资
。
总统柯立芝曾经无比认真地说：“建起一座工厂的人就是建了一座神殿。
政府通过对公共支出实行厉行节约的制度可以比任何其他措施更能消除经济弊病。
”美国国会也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同意把过高的利润税和公司税大幅度削减。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私营工商业主受到了很多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包括建设贷款、允许承办
邮政事业以及其他间接补助。
政府不仅将战争期间严格控制的全国铁路交给私人经营，同时也把战争期间归政府所有并由其经营的
商船队出售给私人。
　　另外工作效率的提高也极大地促成了这种繁荣的景象。
美国生育率的下降、移人人口的诸多限制以及科学方法在商业上的持续应用，极大地促成了工作效率
的提高。
在这短短的10年里，虽然美国的人口只增加了12％，但是工业生产量几乎增加了1倍。
其中科学方法的大量应用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经济学家密契尔这样写道：“自从1921年以来，美国人民比以前更能有效地把智慧应用于逐日的工作
上面⋯⋯把科学使用于工业的整个过程比以前更为深入了。
人们还作了不断的试验，把科学应用到管理、工会政策和政府的行政事务方面去，使效率更为增加。
”　　私营工商业主从新机器和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中尝到了甜头，急速地开始扩张，其中以汽车制
造、电气设备和房地产业为龙头。
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等汽车业巨头蓬勃发展，它们几乎垄断了全美国90％的小汽车和货车市场。
汽车业的兴旺发展带动了其他许多的行业，加速了整个经济的运转速度。
尾随汽车产业之后便是电气设备制造业。
当时电气设备产品的使用范围很广。
许多工厂都开始转向电气化，家庭主妇也十分乐意购买电熨斗、吸尘器等用具。
在这10年里，美国电力的生产增加了1倍以上，而同时电气产业的产值几乎增长近3倍。
经济繁荣表现最为显著的一个方面便是房地产业的异常活跃。
伴随着现代建造技术的运用、房屋租金的高涨、个人财富增加所刺激的需求，纽约的大楼如雨后春笋
般拔地而起，建设速度惊人，有86层高耸如云际的摩天大楼也在1931年建成完工。
许多民众都以未来的收入为抵押，进行分期付款的购买。
房屋贷款的户数到1924年为止10年里从3103935户增加到8554352户。
这同时又导致了金融业的异常繁荣。
　　在那位沉默寡言、惜字如金、嗜睡出名的柯立芝总统当政期间，美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史称“柯立芝盛世”。
自满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出萧条的经济学圣经>>

1928年总统柯立芝向国会议员进行工作汇报时说：“我们国家可以满意看待现在，乐观展望未来。
”然而在这种繁荣的局面下暗藏着巨大的危机，整个美国正处于摇摇欲坠之中。
　　第二节　危机暗藏　　20世纪20年代美国巨大的繁荣背后，它的经济体系存在着严重的漏洞。
某些行业并没有分享到美好的时光，煤矿业由于受到来自石油的竞争，进入一个衰退期。
棉花和羊毛纺织业也因为新的合成材料出现，特别是人造纤维的竞争而停滞不前。
　　美国经济中最为薄弱的农业，随着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下跌，农民为此苦恼不已。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场主要在欧洲，导致欧洲的农业产量大幅下降，美国、加拿大、阿根廷
等国的农民趁机扩大了他们的生产。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9年结束时，欧洲的农民重新开始了他们的农业生产活动，导致全世界范围内
粮食出现过剩，粮食价格大幅度地下跌，1921年的玉米价格只是1919年的1/3。
棉花、小麦和生猪的价格更是跌了一半。
农民的生产成本显著上升。
美国农民为了适应竞争除了需要购买昂贵的机械工具外，还面临着其他国家的高额关税和粮食进口配
额的问题。
　　同时由于技术的进步，农民更加广泛地使用化肥，农作物亩产数量继续向上增长，随之而来就是
农产品价格跌到了谷底，土地的价格严重贬值，从1920年的700亿元下降到1927年的581亿元。
审多农民面临破产的境地，每1000个农庄的破产率从1920年的0.21跃升到1928年的1.2以上。
农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收入与其他行业的收入脱了节。
尽管国会中农业区的议员集体做了努力，但是政府对改善这一情况并无多大作为。
哈丁总统反对将直接援助农业作为原则问题来讨论。
“每一位农场主都是大企业家”，他宣称，“除非牺牲掉仍然使农场成为国家真正的公民精英宝库的
美好的个人主义，否则要在他们中间取消竞争将是不可能的。
”在哈丁总统执政期间，国会强化了调控铁路运费和粮食交易的法律，并使农民贷款更加容易。
但是国会没有采取任何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的行动。
对国外进口的农产品实行高额的关税也丝毫没起任何作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岁月里，美国工人们不仅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而且权利也遭到了很
大的损害。
在20世纪20年代，每年都有大约2.5万人死于工伤事故，10万人终生残疾。
仅在纽约市就有200万人生活在廉价的公寓里。
这些公寓大多缺乏必要的生活安全措施。
同时随着400万的退伍军人加入到劳动的大军，工作岗位竞争比以往更加激烈。
许多公司由于发觉利润下降，开始着手削减工人的福利待遇。
与此同时，部分资本家甚至搬用了战时的制度，大量增加使用工人密探和间谍，还不时求助于警察。
工人们忍无可忍，要求提高工资所举行的罢工此起彼伏，然而一次也没有成功。
主要原因在于工会组织陷入了极度衰弱的境地，工人们缺乏联合的阵线，往往单独行动，因而屡屡失
败。
　　在诸如解决失业问题方面美国政府也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进展。
就业人数上升得很少，甚至没有上升，跟不上人口增长的步伐。
在某些行业中，例如采矿、铁路、农业等，就业人数实际上还下降了。
例如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受雇于制造业的工人数量从1920年1月的757100下降到1928年7月的509700人。
根据保守的估计，即使在经济最繁荣的岁月里，失业人数也保持在150万人左右。
换言之，这种失业状况不会是由于平常所谓的技术性失业导致的。
因为自从工业革命开展以来，技术性失业或多或少的存在，但是数量绝不如此庞大，一定还存在着更
为深层次的原因。
　　因此空前的繁荣建立在不稳定的基础上，庞大的工业利润进入了少数社会上层人士的口袋。
占社会1％的上流社会中1/10家庭的收入，等于占社会42％的社会底层家庭收人的总和。
而这些人的巨额财富并没有投资到工厂，却流入了股票市场，带来了大牛市，最终这个巨大的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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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爆破了。
　　第三节　黑色星期四　　1928年春，随着美国总统竞选活动的升温，各个候选人竞相赞美美国经
济的奇迹，受此刺激，股市也加速了上升的步伐。
有些保守的股票经理人开始表达他们心中的担忧，警告民众说大多数股票价格已经严重超高。
但是民众对此言论却嗤之以鼻。
　　1929年上半年，股票价格再攀新高，投机热潮席卷全国。
许多美国人用他们毕生的积蓄进行股票买卖活动。
街上的出租车司机一面开着汽车，一面向乘客建议应当购买哪只股票。
路旁擦皮鞋的小童也向人积极推荐当天的热门股票。
然而到了9月份，好景到头了，股市开始出现波动。
但同时大多数的分析观察家依然顽固地认为股市正在处于一个震荡调整期，很快就会恢复上升势头。
最终在1929年10月的最后10天。
集中了美国证券历史上一连串刻骨铭心的日子。
　　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天色阴沉，下着小雨。
投资商约翰·瑞德早早地起床，开着自己的黑色福特车来到纽约证券交易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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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通论》对经济思维和经济实践的影响是深远的。
“凯恩斯革命”远不止是一个形象的比喻。
自从这本书1936年出版以来，至少到1960年代，大多数职业经济学家们，尤其是其中最为杰出的那部
分，都标榜自己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
　　——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我多亏凯恩斯的帮助，才能把微观经
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精华吸收过来。
我赞赏凯恩斯与正统的经典经济学家在理论领域中展开的决斗。
觊恩斯挺身而出，起来反对传统的谬误。
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经济学革新运动，真理将使我们自由，也会被我们充分享用。
　　——詹姆斯·托宾（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将得主）　　也许我们要稍早一点宣称，《通论》和达
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一起构成过去一百多年中出现的最重要的著作。
　　——阿尔文·汉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他是一位天才，而作为一位政治经济学者，他对专
业人士和一般群众的思想都有着世界范围的影响⋯⋯要想找出一位能与之相比拟的经济学家、我们必
须上溯到亚当·斯密。
　　——英国《泰晤士报》1946年为凯恩斯撰写的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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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
　　萧条过去了吗？
公共投资何以挽回颓势？
降薪能拯救失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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