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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主义研究的宏篇巨著

——刘涤源教授主编的《凯恩斯主义研究丛书》评介

徐长生

　　1997 年底, 正当武汉大学出版社把刚刚赶印出来的国家

“九五”重点图书《凯恩斯主义研究丛书》首批 5 卷本, 送到该丛

书总主编刘涤源教授病榻前时, 这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 85

岁老人却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他竟未能亲眼目睹自己毕 20 年

心血而成就的重要学术成果, 令人感到无限的遗憾和悲痛! 但

是, 他却给人类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和永恒的纪念。

刘涤源教授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和研究西方经济

学的知名学者, 在武汉大学执教达半个多世纪之久。他与谭崇

台教授共同主编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1983 年武汉大学出版

社初版) , 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系统介绍和评价西方经济学的代

表作之一。

在刘涤源教授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 花费时间最

长, 投入精力最多, 学术影响最大的是他晚年对凯恩斯主义这

个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的研究。研究的最初成果体现在

《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评议》(1989 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一

书中。该书是刘先生的专著, 主要对凯恩斯本人的经济学说进

行了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入剖析。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

界的高度评价。《世界经济》、《经济学动态》等 10 多家刊物发表

了书评, 称该书为“凯恩斯主义研究”的新突破,“对凯恩斯主义

最成功的研究”,“一部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开创性著作”,“评析

当代西方经济学著作的典范”,“剖析凯恩斯理论的成功之作”

等等。后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刘先生又带领一批中青年学

者 (大多是他指导过的研究生) , 把凯恩斯主义研究进一步扩展

为系列专著丛书。按刘先生生前的宏伟规划, 这套丛书共包括

12 卷, 现已问世的是首批 5 卷。刘先生生前多次谈到, 希望该丛

书的出版能够“以凯恩斯主义为突破口, 在研究当代西方经济

学说方面, 倡导一种既严谨又具开拓精神的研究学风”, 从而把

我国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下面对《凯恩斯主义研究丛书》前五卷的主要内容和特色

作一简介。

第一卷《凯恩斯经济学说评论》, 共 15 章 41 万字。该卷除了

确立本丛书的写作基调和研究方法以外, 主要是研究和评价凯

恩斯本人的经济思想的前因后果以及理论体系的主要组成部

分。内容包括导论, 凯恩斯其人其事, 凯恩斯革命的时代背景、

思想渊源, 凯恩斯思想的发展过程, 就业一般理论总评, 消费倾

向理论评论, 投资引诱理论评论, 工资理论和就业理论评论, 货

币理论评论, 经济危机理论评论, 凯恩斯主义的兴衰演变和历

史地位。

第二卷《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发展》, 共 14 章 40 万字。该卷

是评价凯恩斯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演变和发展, 即第二

阶段的“后凯恩斯主义”理论。主要内容包括后凯恩斯主义经济

学的产生和发展, IS—LM 模型、消费理论、投资理论、货币和利

息理论、收入分配理论、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理论、投资理

论、货币和利息理论、收入分配理论、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

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综合派、新剑桥学派、“两个剑桥之

争”、一般非均衡理论。该卷对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主要组成部

分以及流派都作了详尽深入的介绍和评价。

第三卷《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共八章 30 万字。该卷介评

了凯恩斯主义演变的第三阶段即 80 年代后的“新凯恩斯主义”

理论的发展, 特别是在“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这一新研究领

域的进展。主要内容包括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历史发展, 商品市

场中的价格刚性, 劳动市场中的工资刚性以及隐含合同理论、

集体谈判理论、效率工资论、交错合同理论, 非价格和工资学派

的不完全市场和合作失败理论、交叠世代模型。

第四卷《从〈货币论〉到〈通论〉——凯恩斯经济思想发展过

程研究》, 共 7 章 18 万字。该卷深入研究了凯恩斯本人经济思想

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 详细叙述了《通论》这部西方宏观经济学

奠基之作的创作史。内容包括 1930 年以前凯恩斯的主要著作,

《货币论》中的凯恩斯思想, 凯恩斯思想转变的动因 (经济和社

会环境、学术土壤) ,《通论》体系的形成——胚胎、雏形、蒂落。

第五卷《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述评》, 共 6 章 35 万字。该卷

集中评述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主要部分, 包括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对外经济政策、收入政策、人力政策, 并对半个多世

纪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利弊得失进行了总的评价。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 这套 150 多万字的五卷本丛书全面

展示了凯恩斯主义产生和发展演变的全过程, 对其理论和政策

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评价。其总的特色,

体现在刘涤源教授所一贯倡导的对待包括凯恩斯主义在内的

西方经济学的科学严谨的态度: 第一, 对学说本身力求学懂弄

通, 介述务须确切而不失原意, 切忌一知半解, 肤浅臆断, 误入

歧途。该套丛书从纵横两方面对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部

分都作了客观详实的介绍和归纳总结。第二, 以马克思主义实

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方法, 在介述的基础上, 对凯恩斯主义理论

作出深入细致的评论, 摆事实, 讲道理, 明辩是 (下转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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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 与此相应地, 分别产生于计划

经济时期和市场导向改革的过渡时期的自上而下城市化和自

下而上城市化两种模式必然会同时并存; 第六, 如果说在中央

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自上而下城市化模式中不同城市的投

资主体单一, 发展方式雷同的话, 那么, 市场导向改革时期的自

下而上城市化模式则是众多各具特色的典型的区域城市化发

展模式的总称; 第七, 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是一个从体制外入

手, 由外围、局部逐步向核心、整体推进的渐进性改革, 因此, 中

国城市化发展模式及其制度安排与变迁的路径是: 计划经济型

一元城市化 (自上而下城市化) →转轨经济型二元城市化 (自上

而下城市化和自下而上城市化) →市场经济型一元城市化。由

于已经发生了的有关制度变迁和正在进行着的制度变迁业已

改变和正在影响着中国的城市化模式与进程, 而这种相关制度

安排与变迁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城市化模式与进程的独特性,

因此,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 中国自下而上城市化进一步发展存

在着较大的制度潜力。

研究城市化发展的理论支点新。如果说作者对中国城市化

的发展研究所得到的一些结论和观点较之其研究成果有新意

的话, 那么除了作者采用的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视野外, 更为

主要的原因是作者首先“发现”一个研究城市化发展的“全新”

的理论支点。这里所说的理论支点是指城市化的生成 (及发展)

机制, 因为它是研究城市化发展的逻辑起点。《创新》作者关于

城市化生成 (及发展) 机制 (包括产业结构转换是城市化的动力

机制、经济要素流动与集聚是城市化的实现机制、制度安排与

变迁是城市化的推阻机制) 的论述是作者自己独到的创见。作

者提出的三位一体的城市化生成机制理论, 不仅从整体要素分

解与相互联系的角度剖析了城市化进程启动与推进的内在机

理, 而且还在较现有理论更深的层次上解释了“超前城市化”、

“同步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这三类发展型城市化模式。其意

义不只是限于理论层面, 而是同时富有较强的实践价值, 它不

仅有助于人们解读我国改革开放前 30 余年的“滞后城市化”模

式和 20 世纪 60 年代“极具中国特色”的“反城市化 (an t i- u r2
ban izat ion)”现象, 而且能够使接受“三位一体机制论”的人们清

楚地找到加快中国城市化步伐的可行之路。由于制度安排与变

迁在城市化进程中处于核心地位,《创新》作者运用比较制度分

析方法对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及其制度特征的分析以及对中

国城市化生成机制的独到见解, 因而使《创新》成为在中国城市

化发展研究领域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新成果。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 曾国安)

(上接 123 页)非, 以理服人, 既不骂倒一切, 也不盲目信奉。该

套丛书与国内其他介绍西方经济学的教材和专著相比, 评论部

分特别突出, 夹叙夹议, 重在评论。第三, 关于凯恩斯主义理论

和政策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借鉴、参考和利用问题, 坚持取其

精华, 洋为中用, 既反对全盘否定, 也反对食洋不化。刘涤源教

授认为, 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借鉴和参考

西方经济学包括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是必要的, 但必须从我

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决不可生吞活剥地照搬外国的东西。我国

国情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 如果生搬硬套, 盲目引进,

势必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危害。例如, 刘涤源教授坚决地

批评了我国改革开放中借鉴凯恩斯主义教义的两大失误: 一是

盲目鼓吹“高消费”, 导致严重的奢侈浪费; 二是胡乱引进“温和

的通货膨胀有益论”, 采用通货膨胀政策刺激高速经济增长, 结

果几度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局面, 阻碍了改革开放的顺利推

进。

该套丛书在理论上的创新, 也是刘涤源教授对凯恩斯主义

研究的杰出贡献,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 对“凯恩斯革命”内涵的重新阐释。刘涤源教授将凯

恩斯革命归结为两大突破: 一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学说史

中, 凯恩斯是从外因论转到内因论的首创者, 即从资本主义经

济体系的内部去寻找经济危机的原因, 确认有效需求不足是资

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常态; 二是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中, 凯恩斯是

从自由经营论的旧观念转向政府干预论的新思潮的开创者, 促

成了现代宏观经济学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诞生。

第二, 对凯恩斯主义历史地位的客观评价, 确认凯恩斯主

义以其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病症确认、病因诊断和对症处

方, 与其他西方经济学新老流派相比, 确实具有相对优势, 这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它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病

象看得比较准确; (2) 它明确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有缺陷, 一为失

业, 二为收入分配不均, 有加以改进的必要; (3) 在理论上, 它有

“有效需求不足”作为病症的焦点, 紧紧围绕这个焦点而展开其

独特理论体系的构思和塑造。 (4)主张政府干预, 用财政政策和

货币政策去弥补私人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 (5) 在观察和分析

问题的方法上, 采取总量分析和非均衡分析方法, 开创了现代

宏观经济学。

第三, 确认 80 年代以来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实行

的经济政策是“没有凯恩斯主义的凯恩斯效应”。虽然西方各国

政府没有公开打凯恩斯主义的旗号, 但实行的政策显然带有凯

恩斯需求管理方案的印记。刘涤源教授称之为“隐性凯恩斯主

义”。他把 1992 年美国大选后来克林顿上台执政看成是近半个

多世纪以来国家干预论与自由放任论这两大经济思潮兴衰交

替的第三个回合, 即凯恩斯主义卷土重来的标志。因为克林顿

政府制定经济政策以创造就业机会, 缓解失业问题, 振兴美国

经济为目标, 同自由经营论保守经济思潮有着明显的区别。反

思 1997 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所采取的经济对策, 我们可

以看到刘涤源教授的这一判断是深具洞察力和远见卓识的。

总之, 该套丛书的出版是我国经济学界对凯恩斯主义这一

现代西方经济学最主要的流派的一次大检阅, 把我国凯恩斯主

义研究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在当前面临全球性的经济衰

退和金融危机的条件下, 该套丛书的出版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 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武汉　430074)

(责任编辑: 曾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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