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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思想上来看，亚当·斯密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创始人，他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也构建起了现代
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而凯恩斯革命则摆脱了对于斯密经济理论的盲目追随，其主张利用政府
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思想，又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本书为“读懂经济学大师系列”之一，对凯恩斯其人以及经济学理论作了详细的介绍，是广大读者掌
握和了解凯恩斯的一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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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达洋，男，1978年出生于江苏沭阳，1996年9月至2000年7月就读于南京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
学位，赴广东短暂工作一年多后，又选择辞职考研，于2002年考入天津商业大学产业经济专业攻读硕
士学位，师从刘书瀚教授，2005年6月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至今。
200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思想史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贾根良教授。
近5年来，在产业政策，创新政策，商业经济等领域先后发表文章40多篇，参与教育部与省级课题多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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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06年，意气风发的凯恩斯参加了文官考试，并梦想着考入英国财政部成就自己的政治抱负。
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也许是当时负责文官考试的财政部官员无法理解已经崭露头角的凯恩斯新颖
的经济思想的缘故，他自认为最强的数学和经济学都成绩平平，尤其经济学的成绩竟然是他所有成绩
中最差的一门。
很多年以后，再和朋友谈起此事的时候，凯恩斯仍然愤愤不平地说，也许那些考试官员对于经济学的
理解还不如当时他这个年轻人懂得多。
然而得益于逻辑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科目都顺利拿到第一的名次，使得凯恩斯在这次文官考试中的
总成绩仍然名列第二，只是与他梦想中的财政部职位失之交臂，最终只能进入相对不重要的印度事务
部担任一名下级职员，由此开始他的政治生涯。
　　在印度事务部任职时期，凯恩斯的工作非常轻松，基本上每天就喝喝茶，看看报，聊聊天，并没
有太多的实质性的工作。
为了不虚度时光，凯恩斯选择把他最主要的精力都放到了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
上，他把绝大多数时间都用在自己的博士论文的撰写上，并利用这段时间赢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当然，这一时期的从政经历在凯恩斯的一生中并非是完全没有意义，他增加了对于印度社会的了解，
尤其是对于印度金融制度的改革、金汇兑本位制的价值的兴趣，为他后来的经济研究提供了很多宝贵
的素材。
　　看着自己心爱的弟子在一个不能发挥自身价值的工作岗位上无所事事的浪费着自己的青春，一直
很欣赏凯恩斯的马歇尔老师觉得很是心痛，于是他再三建议凯恩斯辞去公职，并为他保留了一个在剑
桥大学讲授经济学的教师工作。
1908年，在马歇尔的多次邀请下，也出于对印度事务部平淡工作的失望，凯恩斯暂时放弃了从政的梦
想，辞去了印度事务部的工作，回到母校剑桥大学任教，走上了职业经济学家的道路。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阴。
凯恩斯一直梦想成为一名政治家，然而由于各种阴差阳错的原因，在考取文官以后他却并没有实现自
己的政治抱负。
而当他决定放弃自己的政治家梦想返回母校担任大学教师之后，无意之间又重新走上了政治家的人生
道路，甚至一度成为当时英国政府的高官。
　　由于凯恩斯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突出表现，同时又得到当时社会上最为权威的经济学家马歇尔
的青睐和帮助，他逐渐在英国的经济学家的圈子中取得了很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并开始以经济学专
家的身份参与很多政府部门的经济决策，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继续他的政治家生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作为当时英国社会中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被邀请进入他一直梦想
的舞台——英国财政部，从事战时的经济事务决策与协调工作。
在一战结束后，他还被任命为英国财政部的首席代表出席了巴黎和会。
战争结束后，强烈的报复心使得当时几乎所有的英国政府官员，包括普通英国公众，都极力主张向战
败的德国索取巨额赔偿金，以弥补英国在战争中巨大的军费开支和战争损失。
然而作为英国在巴黎和会谈判过程中的最高负责人，凯恩斯却看到，当时战胜的协议国所提出的250亿
英镑的赔偿金额，远远超过了战败的德国政府的承受能力，必将导致德国经济的崩溃。
与此同时，德国为了筹集战争赔款，就不得不竭力扩大自己的出口贸易，必将在国际市场上产生对英
国产品的强有力的竞争。
　　另一方面，在当时的金本位制的货币制度下，英镑与黄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要向德国索取
过多的战争赔款，在大量德国战争赔款涌入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英国流通中的货币数量的急剧增加
，这就有可能造成英国英镑的大幅贬值，会给英国带来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甚至可能会摧毁英国的
经济。
因此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公然批评要求德国巨额赔偿的社会舆论。
通过与主张高额战争赔款的当时社会主流思想的多次论战，逐渐奠定了他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声誉，使
得他被更多的英国民众所认识。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读懂凯恩斯>>

　　然而，凯恩斯的观点并没有被巴黎和会所接受，各战胜国仍然坚持向战败的德国索取巨额战争赔
款。
也正由于自己的意见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1919年6月他愤然辞去在英国财政部的职务，重新返回剑桥
大学任教。
　　心不有甘的凯恩斯回到剑桥大学后，没有老老实实的当他的经济学老师，而是在剑桥开设一门新
课“和约的经济意义”，对于当时的巴黎和约进行抨击，并对未来的经济形势表示担忧。
因为当时剑桥的学生们都迫切想了解凯恩斯这位当时最具声誉的经济学家是如何看待战后国际关系的
，想听听他这个当事人对于巴黎和约的最为专业的评论，这门课一时间居然成为在剑桥大学最受学生
欢迎的课，每次上课时教室总是挤得站无立锥之处。
　　一战结束后，伴随着德国战争赔款的大量涌入，在获胜的协议国中果然出现了凯恩斯所提到的通
货膨胀及经济衰退。
事实充分证明了凯恩斯独到的经济分析视角，这也为他在经济理论学界赢得了更为深远的国际影响。
　　在一战结束之后，随着对于当时金融制度与经济危机的深入分析，他开始探索是不是可以通过有
效的政府政策重建国际金融制度，推动经济增长。
在这段时期，他开始把目标集中到了自亚当·斯密时代开始就在英国所确立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上
了，开始公开攻击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机制原理，主张通过政府投资公共建设来增加就业，利用政府干
预来弥补私人市场经济的不足，把政府与市场的作用结合起来。
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的“看得见的手”的思想开始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起来。
凯恩斯也开始从一名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家转变为一名西方经济理论的革命者。
这一时期的研究为他以后提出“看得见的手”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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