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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凯恩斯主 义最成功 的研 究
一评刘涤源著 《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评议 》

’

凯恩斯 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

论 》 以下简称《通论 》
,

创立了凯恩斯

主义的理论体系
,

也开创了现代西方经济学

的历史时期
。

凯恩斯主义 自产生 以来
,

尽管

有它兴衰起伏的变化
,

但直到今天仍不失为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两大思潮之一
。

因此
,

为

了适应我国当前更加开放的要求
,

切实深入

地研究凯恩斯主义是十分必要的
。

应 当 看

到
,

我国学者对凯恩斯主义的研究
,

早在

年代
,

即《通论 》刚刚出版两年之后便已开

始
,

而且半个多世纪 以来也一直成为热门的

研究课题之一
,

成果不少
。

但在我看来迄今

为止
,

最成功的研究成果莫过于前不久由经

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刘涤源教授撰著的《凯

恩斯就业一般理论评议 》一书 以 下 简 称

备评议 》 此书的基本特点是
,

始终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以大量翔实的资料和

无可辩驳的事实为依据
,

对《通论 》学说及

其形成过程
、

原因进行了全面
、

系统的深入

分析
,

并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
,

堪称

是一部少有的传世之作
。

根据作者的计划
,

《评议 》是他对
“

凯恩斯主义研究
”

三卷本

的上卷
,

其余中卷《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发

展 》
,

下卷《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述评 》
,

则

由他主编
,

并即将陆续出版
。

可见刘教授对

凯恩斯主义的研究计划是十分宏伟的
。

下面

我仅就《评议 》的一些特点
,

谈谈一孔之见
。

一
、

实事求是
,

明辨是非

我认为
,

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实

事求是
,

明辨是非
,

是《评议 》第一个最显

著的特点
。

通观全书
,

作者始终遵循马克思

丁 冰

的辩证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
。

该 书 的
“

导论
”

明确指出
,

凯恩斯主义与所有当代

西方各派经济学一样都具有两个共同特点

一是确认资本主义制度是永存的
,

抹煞其剥

削本质
,

而只围绕着一些现象形态
、

次要因

素作出各种不够深刻的
,

似是而非的
,

以至

错误的论断
、

理论和规律 , 二是比以前传统

经济学更为明显地反对马克思主义
。

面对这

种情况
,

刘教授认为
“

我们必须坚持马克

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

摆事实
、

讲道

理
,

以理服人
,

既不骂倒一切
,

一 棍 子 打

死 也不盲目信奉拜倒在它的脚下
。 ”

并且

强调指出
“

在明辩是非中
,

⋯ ⋯我们应当

以马克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准绳
,

既要对凯恩

斯经济学那些似是而非
,

以致错误的理论加

以辩驳
,

又要对那些具有现实感
、

合乎资本

主义经济现实态势的论点和论断
,

深入细致

地认真分析
,

适当地加 以肯定
。 ”

刘教授是

这么说的
,

也是这么作的
。

例如
,

《评议 》在对凯恩斯消费倾向论

的分析中
,

一方面通过对消费者 的 阶 级 分

析
,

确认在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就不存在一个

统一的
、

超阶级的
、

适用于全体消费居 民的

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另一方面又对其某

些论点作了适当的肯定
。

如说在资本主义社

会中
,

消费需求不足及其对经济危机和失业

间题至关重要的论点
,

以及把消费倾向同收

入直接联系起来的论点
,

和在一般富裕户中

确有可能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趋 势 的 论

点
,

等等
,

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

又如
,

《评议 》认为
,

凯恩斯的投资引

诱理论是不同于传统投资理论的一种独特
、

·

刘涤源著《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评议 》, 经济科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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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领而复杂的理论结构
。

这种新型理论
,

就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现象形态而言
,

确

实要符合投资活动的现实情况一些 但在实

质上说
,

它显得更是围绕着现象 形 态 兜 圈

子
,

从而把投资活动的剩余价值剥削这种阶

级实质隐蔽得更深 了
。

在具体谈到资本边际

效率实即预期利润率时
,

作者认为
,

从现象

形态的概括而论
,

作为投资决择的主要依据

和指针
,

预期的利润率要比现实利润率更为

切合经济现实一些
。

因此
,

凯恩斯的资本边

际效率比马歇尔的利润率不仅显很新颖
、

复

杂而细密
,

也更符合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实

际 然而
,

在另一方面 ,
这也表明

,

凯恩斯

的利润理论 比马歇尔的利润理论更为庸俗
。

因为利润的实质不过是剩余价值的具体转化

形态
。

马歇尔的利润理论虽然隐瞒了这一实

质
,

但并不回避对利润性质的研究
。

因为它

的利润理论所研究的重点就在于论证利润的

性质是企业家管理才能的报酬
。

而凯恩斯的

资本边际效率论
,

却把利润理论 的 研 究 重

点
,

从论证利润的性质转移到考察利润率的

波动动态并规划其对策上
,

而且在这方面进

行了不厌其详的烦琐论证
。

因此 凯 恩 斯 的
“

这种极为庞杂的利润理论体系
,

在庸俗辩

护的轨道上比马歇尔滑得更远
,

把剩余价值

的实质关系包裹掩盖得更厉害
,

更不易被一

般人所察觉
。 ”

《评议 》第 页
。

二
、

透彻分析凯恩斯主义的 形 成

过程

《评议 的第二个特点是
,

它并不限于
“

筑业一般理论
”

本身的评议
,

而且对其形

成过程和时代背景作了深入透彻的分析
,

脉

络清晰
,

入情入理
,

令人读之
,

一 目了然
。

刘教授认为
,

《通论 》是 年代世界资本主

义经济大危机的产物
,

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破

产的产物
。

它对新古典经济学既有继承
,

也

有很大背离
,

号称
“

凯恩斯革命
” 。

但 这

“

革命
”

并非突然发生
,

而是随着经济政治

形势的发展卜 主要经过
“

三部曲
”

的变化而

最后完成的
。

第一部是 年出版的《货币

改革论 》
,

提出以市场调节为主导型的货币

调节方案 第二部是 。年出版 的 货 币

论 》
,

提出以他的货币价值基本方程式的理

论基础的货币调节方案 第三部是 年出

版的《通论 》
,

提出以财政干预型为主导的箱

求管理方案
。

如果说第三部是凯恩斯经济学

的理论体系臻于完成之作
,

则前两部虽然已

有凯恩斯主义的若干萌芽
,

但基本上还是滞

留于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范畴之内的著作
。

《评议 》还详细论述了在《货币论 》出

版之前的头一年即 年出版的 劳合
·

乔

治能办得到吗 》的理论意义
。

刘教授指出
,

这是凯恩斯为支持自由党首领劳 合
·

乔 治

的兴办公共工程的 竞 选

纲领
,

而与休伯特
·

亨德森

合写的一本小册子
。

它表明
,

凯

恩斯的经济战略目标已从过去稳定物价
,

恢

复均衡转向解决失业 政策措施也从过去强

调货币调节转向财政投资
,

兴办公共工程

同时还隐含有投资倍数思想的萌芽
。

因此
,

“

这本小册子是一本具有
‘

革命
,

因素的著

作
,

算是
‘

凯恩斯革命
,

的开端
”

《 评

议 第 页
。

然而使人费解的是
, 、

为什么凯恩斯既然

已在 年就已开始主张通过财政投资去兴

办公共工程的办法来解决失业间题
,

而到英

国失业问题已更加严重的 年出版的 货

币论 》却并没有对这办法继续加以坚持
,

而

相反地是强调采用货币政策的利率调节去稳

定物价和恢复均衡呢 西方学者对此有过种

种解释
。

例如
,

有的认为
,

凯恩斯 年主

张只办公共工程时
,

已是他写作《货币论 》

很晚的阶段
,

以致这种主张无法在该书中反

映出来 有的又认为
,

凯恩斯在 年主要

是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
,

因支持乔治竞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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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兴办公共工程的
,

但在 年 出 版 的

《货币论 》中
,

凯恩斯却是作为一个经济学

家来探讨适用于世界各国的普遍纷济规律和

政策措施
,

因而撇开 了只适用于一国一时政

治需要的兴办公共工程的意见 ①
。

我认为
,

这些解释都是比较勉强的
。

在《评议 》中
,

刘教授直截了当地指出
,

这不过反映了凯恩

斯的
“

就业一般理论的思想发展过程是充满

着反复和矛盾
” ,

是一种思想 回生状态
” ,

而且这种
“

回生状态
”

直到 年当他出席
芝加哥

“

世界性失业问题
”

会议时也还没有
改变

。

我认为
,

刘教授的这个论 断 是 正 确

的
,

有道理的
。

那么
,

凯恩斯后来为什么又转而坚决主

张兴办公共工程呢 刘教授正确指出
,

这主

要是由于在进入 年初
,

英国经济形势更

加恶化
,

促使凯恩斯不得不转而认真讨论公

共工程问题 同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
,

大

刀阔斧地推行
“

新政
”

的实验
,

对凯恩斯就

业一般理论的形成也起了加速的促进作用

加之
,

卡恩于 年提出的倍数理论也为公

共工程主张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

这样
,

凯

恩斯经过潜心研究
,

最后便于 年完成了

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的创建工作
,

并于

年正式出版了《通论 》
。

三
、

密切联系国内外现实生活
《评议 》的第三个特点是

,

密切联系国内

夕卜的现实生活
。

作者详细论述了凯恩斯主义

的历史地位和兴衰变化过程
,

并指出
,

由于

凯恩斯主义是以救治经济衰退与失业病症为
主攻方向的

,

因此
,

只要作为资本丰卑必然

伴侣的这种病症继续作崇
,

凯恩斯主义就会
以这样

、

那样的方式和格调
,

在一定程度上
发挥其救危扶倾的作用

。

在 年代末以来
,

它虽 已失去其
“

官方经济学
”

的宝座 ,
一

却远

没有消失其影响
,

甚至在美国克服 年代初

的经济危机中
,

它也起了有利的积极作用
。

在这次危机中
,

里根政府标榜实行供给学派

的减税政策
。

刘教授指出
,

但事实上 减税

并未引起投资
、

储蓄和人们工作积极性的加

强
,

也无助于消灭赤字
。 “

因此
,

美国这次

迅速而强劲的经济复苏
,

并不是供给学派经

济政策的功劳
,

而是靠凯恩斯主义刺激消费

需求的结果
”

《评议 》第 页
。

这 可

名之为
“ ‘

没有凯恩斯主义
,

的凯恩斯主义

效应
”

同上
。

我认为
,

刘教授的这个论

断是新颖而切合实际的
。

刘教授还指出
,

凯恩斯主义经过与 自由
主义思潮两个回合的斗争

,

由盛而衰了
。

那

么
,

今后又怎样呢 当时里根还未下台
,

刘

教授便预言
“

如果民主党获胜
,

凯恩斯主

义可能东山再起
,

⋯⋯如果共和党获胜
,

则

这第三个回合的胜负势将推迟才 能 确 定
”

评议 》第 页
。

后来共和党获胜了
,

他又进一步指出
“

随着西方各国经济形势

的发展和变化
,

一旦时机成熟
,

凯恩斯主义

仍然有可能以新的面貌东山再起
,

再居主导

地位
”

②
。

看来
,

这个预言正在变成现实
,

足见作者判断之准确
。

就我国情况而言
,

刘教授在说明凯恩斯

主义的某些分析方法和论点
,

诸如
“

总供给

一总需求
”

的分析方法
,

痛恨失业的观点
,

以及投资倍数原理等
,

对我国都 有 一 定 参

考
、

借鉴意义的同时
,

又强调指出
,

凯恩斯
主义的这个救治方案

,

从其社会哲学
、

时代

背景
、

主要旨趣到理论体系
,

都是与马克思

列宁主义经济学直接对立
、

与我国当前 以发

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的国情格格不入的
。

因

此
,

我们决不能
、

也不应整套照搬
,

否则
,

必将带来不应有的失误和严重危害
。

例如
,

在改革中
,

曾有人公开提倡
“

高消费
”

和鼓

吹
“

温和的通货膨胀有益论
” ,

就造成了严

重的不 良后果
。

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

必须

引以为戒
。

可见
,

《评议 》绝不是学究式的

单纯学术的探讨
,

而是一部与现实生活息息

相关的
,

一部富有现实意义的理论著作
。

总之
,

我认为《评议 》是一部难得的具

有很高学术水平的科学著作
。

它的出版
,

实
在是我国学术界的一大喜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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