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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把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简称《通

论》)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建立的标志。50多年来，宏观经济

学得到了极其迅速的发展。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反映了国

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也反映了经济学本身的进步

。因此，回顾一下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是很有意义

的。 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建立 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于30年

代不是偶然的，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学

本身发展的结果。 30年代的大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经

济学的转折点。严重的失业、史无前例的衰退宣告了自由放

任政策的失败。人们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摆脱这种困境的

另一条出路国家干预经济。一向以自由放任著称的英国企图

通过中央银行的金融调节与政府支出的增加来减少失业，北

欧宁静助小国瑞典增加了财政支出，实施了社会福利政策；

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国，罗斯福开始实施他的新政。这一切标

志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新时期的开始。新的时期需要新

的理论。新的理论应该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探讨其运行规律，

证明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并为这种干预出谋划策。这样，宏

观经济学的建立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而这一任务由凯恩

斯来完成也许只是一种偶然。现代宏观经济学是作为国家干

预经济的结果出现的。 现实经济的发展要求宏观经济学的建

立，而经济学本身的发展也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了条件。托宾

认为： "四个不同而又相关的发展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



础。"这四种发展是：国民收入核算理论与方法的建立；凯恩

斯《通论》的发表；经济计量学的建立；以及数学的发展及

其在经济学上的运用。 国民收入核算理论与方法是也2030年

代形成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契尔，库兹涅茨，以及他们所主

持的国民经济研究所，和美国商务部对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

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把以前对国民收入的研究系统化

、理论化，解决了有关国民收入核算的定义、概念和衡量方

法等基本问题，确立了现代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基本结构，

并将这一体系运用于实际。宏观经济学要研究经济中总量的

决定及其变化，而国民收入核算正是提供了这些总量的决定

及其变化，而国民收入核算正是提供了这些总量的数值。因

此，没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建立，现代宏观经济学就是不

可想象的。 凯恩斯的《通论》被称为现代宏观经济的"大宪

章"。这就是因为《通论》在以下这些方面力现代宏观经济学

莫定了基础：第一，突破了传统的充分就业均衡理沦，建立

了一种以失业为特点的经济均衡。第二，把国民收入的决定

与变动作为宏观经济学的中心。第三，用总供给与总需求的

均衡分析来说明国民收入的决定与变动。第四，建立了以总

需求分析为中心的宏观经济学体系，并把总需求分为消费与

投资，提出了消费函数理论与投资理论。第五，把货币分析

与经济分析融为一体，彻底抛弃了传统的二分法。第六，论

述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与具体作法。现代宏观经济学正

是在凯恩斯这些贡献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从这一意义上

看，说凯恩斯是现代宏观经济学之父并不是夸大其词。 经济

计量学也是在2030年代形成的，与此相关的则是数学较广泛

地运用到经济学中。这种发展为以后宏观经济模型的建立，



以及运用宏观经济模型来进行经济预测和政策制定有着重大

的意义。 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战后西方各国在

由战时经济转到和平重建时，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界人士认为

，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家干预是通向经济繁荣的唯一道路

。1944年英国政府发表了《就业白皮书》。1964年美国国会

通过了《就业法》。这两个历史性文件都把全面干预经济、

促进充分就业和经济繁荣作为国家的最主要职责。这表明战

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也是战后

经济学上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全盛时期"的深刻经济与社会根

源。 战后全面地发展了凯恩斯主义，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

体系的是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即新古典综合派(或称后凯思

斯主流派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他们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主

要在这些方面： 第一，用ISLM模型来概括凯恩斯主义的基本

内容。ISLM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J希克斯在1937年提出来的

。这一模型用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方法来解释凯思斯的

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第二，围绕ISLM模型发展与完善了消费

函数理论、投资理论、货币需求理论，以及货币供给理论。 

第三，总供给分析的提出。这包括对劳动市场的分析、总需

求总供给模型的建立，以及对通货膨胀等现实问题的分析。 

第四，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动态化与长期化。凯恩斯偏重于比

较静态与短期分析。凯思斯主义者们则将这种分析动态化与

长期化。动态化是引入时间因素分析均衡的变动，长期化则

是研究经济长期的趋势。 第五，开放经济理论的研究。凯恩

斯的研究是封闭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开放经济理论则是

要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国民收入的决定，以及对外贸易

、汇率、资本流动等对一国经济影响和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



。 第六，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建立与应用。战后克莱因等人

力图把凯恩斯主义理论与经济计量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建立

了包括许多变量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 第七，宏观经济政策

的研究。包括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不同的经济政策，以及对经

济政策理论的研究。 由以上可以看出，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

学家们全面而系统地发展了凯恩斯主义，使现代宏观经济学

成为一个严密而丰富的学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迄今为止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体系仍然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主流

。 三、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70年代初西方图家出

现的滞胀打破了凯恩斯主义一统宏观经济学天下的局面。凯

恩斯主义地位的动摇被称为经济学中的第二次危机(第一次危

机是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地位的动摇)。这次危机不仅使凯思

斯主义学派内部的矛盾激化，而且也使非凯思斯主义宏观经

济学得以迅速发展，并成为足以与凯思斯主义抗衡的力量。

这是70年代以后，现代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 凯恩斯主

义的基本特点是主张国家积极地干预经济，而非凯恩斯主义

的基本特点则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通过发挥市场机制

的作用来稳定经济。他们之间在理论与政策上的分歧都是由

这一点而产生的。 在非凯思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是

以美国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货币主义的出

现被认为是经济学上的一次革命对抗凯恩斯革命的革命。 在

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中还有在80年代受到里根政府偏爱

的供给学派。这一学派把减税作为理论与政策的中心，尽管

在理论上还很不成熟，但在经济政策方面却有一定的影响。 

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学派对现代宏观经济的发展有重大

的作用。这首先是从更多角度分析宏观经济运行，促进了宏



观经济学的多元化与深入化，使理论更接近于现实。其次补

充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不足，也促进了凯恩斯主义经

济学本身的发展。最后，在政策上纠正了凯恩斯主义国家干

预所引起的种种弊病，论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市场机制的

作用这一重要问题。 理论的发展并不取决于理论本身，而取

决于社会对理论的需要程度。正如美国经济学家R多恩布什

与S费希尔所说"实际上，宏观理论的发展与当代经济问题是

紧密相关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在30年代大危机时期产生

并说明了摆脱这种危机的出路。货币主义是在60年代形成的

，它提出了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方法，供给经济学在80年代

初变得时髦是因为它提出了一种通过减税来摆脱经济困境的

简单易行的办法。"把这段话作为对现代宏观经济学建立与发

展的总结也许最恰当不过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