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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 “准繁荣
“

思想及其对通货膨胀的态度

自从凯恩斯的＜＜就业、 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来， 半个多世纪中， 经济学界儿乎 一致
认为凯恩斯是通货膨胀政策的倡导者， 并将6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滞胀局面归咎于
凯恩斯的通货膨胀理论。

毋庸置疑， 凯恩斯作为第一 位系统地提出通货膨胀理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不仅研究
了通货膨胀的发生、发展过程， 具体地描述了通货膨胀的后果， 并且还指出， 通货膨胀使敢
府取得一部分国民收入， 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 种方式， 任何人也逃脱不了。 为此， 凯恩斯
曾被列宁称为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 但是， 据此并不能得出凯恩斯就是通货膨胀政策鼓吹
者的结论。

凯恩斯究竟是不是一个通货膨胀政策鼓吹者？凯恩斯对于通货膨胀究竟取何态度？应当
怎样认识凯恩斯的通货膨胀理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到如何评价凯恩斯及凯恩斯经济
学。 笔者认为， 这应当从凯恩斯通货膨胀理论的形成过程， 及其理论的主要内容， 尤其是从
凯恩斯的 “准繁荣” 思想中去寻找结论。

一、 凯恩斯通货膨胀理论的形成过程

笫一次世界大战后， 金本位崩溃。欧洲各国都发生了通货膨胀， 战后德国的通货膨胀特
别厉害。 1913年， 德国的纸币流通量（包括银行券）是29亿马克,. 到1923年底， 德国的纸币
流通呈达到49000亿亿马克，比战前增加了17000亿倍， 物价飞涨， 1913年粮食价格指数为100

的话， 1923 年11 月， 粮食价格指数上升到;11100 。 德国马克完全丧失了货币功能， 马克成了

糊墙纸。
这次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世界性通货膨胀， 前后持续了10年之久， 无论从持续的时

间和涉及的范围来看， 还是从严重程度来看， 都是空前的。 这种情况引起了英国经济学家
J.M.凯恩斯的注意。凯恩斯原是马歇尔的学生，是现金余额说的信奉者，后来受魏克赛尔理
论的启发， 注重货币理论研究， 发表了很多有关货币问题的著作、 论文， 他分析了当时通货
膨胀的原因、 过程和后果， 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就是这一研究的结果。 可以说， 凯恩斯
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第一 个系统地研究通货膨胀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后果的经济学家。 到
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为止是凯恩斯通货膨胀理论形成的第一 个阶段。 当时， 他对通货膨
胀的认识是双重的： 一方面表现出对通货膨胀的恐惧， 认为通货膨胀使货币购买力下降， 从
而使货币资本缩小， 动摇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垫础， 因为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是资
本积累和扩大CD'所以他提出要对货币实行管理， 并且非常具体地提出实行货币管理的各项
措施和办法@J另 一方面， 凯恩斯分析了通货膨胀的原因、 过程和后果， 又看到政府在通货
膨胀中取得了一部分国民收入，认为通货膨胀使货币购买力发生变化， 从而使通货膨胀也成
了一种税收，税名就是通货膨胀半， 政府If利用通货膨胀来取得一 部分国民收入，而且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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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逃脱不丁。

30年代大危机爆发以后， 资本主义世界陷入长期萧条。 1936年， 凯 恩 斯发表了＜＜就

业、 利息和货币通论＞＞ ， 这是一本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划时代的著作， 它标志着凯恩斯经济

学的建立。 在书中， 凯恩斯首先否定了萨伊定律， 认为现实的情况是需求远低于供给， 要使

资本主义经济摆脱萧条的困境， 就要从需求管理着手， 提高总需求， 解决危机， 其方法是通

过增发通货， 扩大需求， 提高就业水平。 凯恩斯把通货膨胀与就业水平密切联系起来， 比较

系统地提出了通货膨胀理论。 这是凯恩斯通货膨胀理论形成的第二个阶段。

194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凯恩斯又出版了«如何筹措战费＞＞的小册子， 设计丁 “通

货膨胀缺口 ” 模型， 从而完整地提出 “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 理论。 这可以被看作是凯恩斯

通货膨胀理论形成的第三个阶段。

在凯恩斯通货膨胀理论形成的三个阶段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第二个阶段，凯恩斯通货膨

胀理论的主要内容都是在这一阶段提出的。 在＜＜ 通论＞）中， 凯恩斯还全面地表达了他对通货

膨胀的认识和态度。

二、 凯恩斯通货膨胀理论的主要内容

由于凯恩斯是在表述其就业理论时提出通货膨胀问题的， 所以凯恩斯的通货膨胀理论与

其就业理论密切相关， 可以说凯恩斯的通货膨胀理论是其就业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凯

恩斯通货膨胀理论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两个方面：

首先， 凯恩斯认为通货膨胀对就业量有重大影响。 凯恩斯认为就业规模同实际工资率成

反比， 实际工资越低， 就业越多， 要扩大就业， 消除危机， 就要降低实际工资。 凯恩斯认为

降低实际工资有两种方式： 一是实行灵活的货币工资政策，降低工人的货币工资，使实际工资

水平下降， 但这会引起工会及工人的反抗， 二是实行灵活的货币政策， 即增发通货， 使物价

水平上升， 使实际工资水平下降。 这样， 就把通货膨胀问题提出来了。

凯恩斯认为， 由于社会上常有许多人患有一种错觉： 当通货膨胀发生时， 仍以为币值是

稳定的， 从而会作出一 些 “朦胧的” 选择＠ （即患有 “货币幻觉” )。 而另外一 些信息比

较灵通的企业家则能按原来比较低廉的价格买进劳动力和生产资料， 从而扩大了就 业和产

量。 凯恩斯的这一 思想后来被菲利浦斯利用并加以发展， 形成了著名的菲利浦斯曲线。

其次， 凯恩斯又指出， 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增发通货都会引起通货膨胀的。 凯恩斯认为＄

通货膨胀是在充分就业已经实现以后出现的一种特殊情况。 当社会上还有闲置的生产设备、

失业人员和其他没有充分利用的生产资源， 即未达到充分就业时， 供给具有较大的弹性， 增

加货币供给址会通过降低利率而刺激投资， 投资又会通过乘数作用， 使国民收入或社会总产

悬、 总就业量成倍增长， 这时增加的货币会全部被产量的扩大所吸收， 可使物价保持不变，

即在非充分就业悄况下， 增发通货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当未被利用的生产设备、 失业人员和其他生产资源逐渐减少， 就业量逐渐增加时， 增加

投资会引起劳动边际生产力下降， 物价也会随着有效需求的增加而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 增

发的通货只有部分是被产量的扩大所吸收。 不过， 这时物价上涨速度要小于货币增长率。 凯

恩斯称之为半通货膨胀。

可见， 凯恩斯所提出的通货膨胀， 就是指： 在充分就业条件下， 由于货币供给量过多或

货币流通速度过快而形成的适度需求， 促使一般物价水平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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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凯恩斯的 “准繁荣” 思想及其对通货膨胀的态度

半个多世纪来， 人们根据＜＜通论＞＞普遍认为凯恩斯是通货膨胀政策的 鼓吹者。 这实在是

一种片面的理解。 从＜＜货币论＞＞到＜＜通论＞）、 ＜＜如何筹措战费＞l>, 从中我们非但看不出凯恩

斯是 一个通货膨胀政策的鼓吹者， 而且也看不出凯恩斯对通货膨胀持有明显的肯定态度。何

况， 这些书中却有好些地方表现出凯恩斯对通货膨胀是持否定态度的。 在＜＜货币论»中， 凯

恩斯提出要用货币管理来使得 “物价和报酬两方面都能对受管理的货币体系所厘订的任何终

极目标产生有效的效果” I。 在＜＜通论＞＞中， 他提出以 “准繁荣” 这一 经济政策目标， 来防

止通货膨胀的出现。 在＜＜如何筹措战费＞＞中， 凯恩斯提出， 为了控制战时的 总需求膨胀， 避

免出现 通货膨胀缺口， 要采用强迫储蓄的办法以控制总需求规模， 待战争结束、 总需求降低

时， 再把强迫储蓄起来的货币 用来支出， 以避免需求下降。

如果说， 凯恩斯在写＜＜货币论＞）时， 尚处于对通货膨胀恐惧之中， 因而提出的货币管理

主张还不足以证明凯恩斯是通货膨胀政策的否定者的话， 那么凯恩斯在＜＜通论»中所提出的
“准繁荣 ” 思想以及后来提出的 “强迫储蓄论” 就足以表明凯恩斯对通货膨胀政策是持否定

态度的了。

凯恩斯在写作＜＜通论»时， 正面临若资本主义世界的 一场空前大危机。 大萧条所带来的

严重后果威胁若各资本主义国家。 凯恩斯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为维护资本主义制 度， 他

所考察的对象和要解决的 问题就是如何摆脱帘条。 整个＜＜通论＞）就是围绕着如何摆脱萧条这

个主题而展开的。 但是 ， 作为 一 个经济学家， 凯恩斯对问题的认识又是比较实际的。 他认

为 “商业循环之所以称为循环，尤其是在时间先后及期限长短上之所以有规则性，主要是从资

本边际效率变动上产生的"3。 他提出 “补救商业循环的良方，不在取消繁荣， 使我们处于半

衰退状态， 而在取消衰退，使我们永远处于准繁荣情况。” '， 这就是凯恩斯所追求的经 济 目

标。 处在那个时代，凯恩斯没有不顾现实地提出永久繁荣的要求，而是采取了现实主义 态度，

提出了使资本主义经济保持在准繁荣状况。 “准繁荣” 即接近繁荣阶段。 这 一“准繁荣“ 目

标的提出， 一方面表现了凯恩斯的现实主义风格， 另 一方面也反映了凯恩斯对通货膨胀问题

的态度。

因为 凯恩斯认为通货膨胀只是 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出现的经济现象， 而繁荣又是 充分就业

的 一个必要条件7） ， 达不到繁荣就达不到充分就业， 当然也就不能产生真正的通货膨胀， 所

以这 一“准繁荣” 目标又可看作是 凯恩斯用来防止通货膨胀的 一 种手段或途径。 凯恩斯作为

一个比较严肃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决不是凭一时兴起而杜撰出“准繁荣” 这 一 概念的。 在

＜＜通论»中 ， 他在第二十一章 “物价论 ” 中论述了通货膨胀问题之后， 紧接着在第二十二章
“略论商业循环”中就提出了 “准繁荣” 这一经济目标， 当然不是一种随意的安排， 而是为

了表明他对通货膨胀的态度。 从 ＜＜货币论））到＜＜通论＞），再到＜＜如何筹措战费»，凯恩斯在对

待通货膨胀问题上的态度基本上是 一 致的，只不过由于各个时期所面临的客观经济情况不同，
任务不同， 他在表述其观点时所用 的方法也有所不同而已。 在＜＜货币论＞）中直接表达了他希

望控制货币措， 以消除通货膨胀的思想， 在＜＜通论））中以间接的方式表达了要防止通货膨胀

的思想。 而在1940年， 当他发现， 由于英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趋于充分就业状态，

直接面临通货膨胀威胁时， 他便断然提出要通过 “强迫储富” 来控制总需求规模， 以对付通

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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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 我们可以把凯恩斯对于通货膨胀问题所表现出的态度归纳为以下几个要点：

1. 真正的通货膨胀是在充分就业条件下， 需求过度而引起的物价水平普遍上涨的一 种

经济现象， 它给资本积累带来不利影响。

2. 为了避免出现真正的通货膨胀， 资本主义经济应以 “准繁荣” 为目标。

3. 一旦出现通货膨胀缺口， 政府应通过需求管理控制总需求规模来消除通货膨胀。

长期以来， 之所以会认会凯恩斯是一个通货膨胀政策的鼓吹者， 凯恩斯经济学是资本主

义经济滞胀的渊源， 其主要原因是和凯恩斯学派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所谓 “发展” 有关。 当

然， 凯恩斯经济学作为一 种旨在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经济理论， 不论其多么现实和实

用， 由于其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它是不可能

按照凯恩斯的愿望， 使资本主义经济一直保持“准繁荣＂ ， 资本的本性会使其贪婪追逐更高

利润而不顾后果。 另外一方面， 是由千凯恩斯学派的一些经济学家， 为了迎合垄断资本需

要， 为了保待资本主义的所谓繁荣， 提出在达到经济繁荣以后， 只要还有潜在的GNP，就应

继续实行需求膨胀政策， 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滞胀， 这些都应当和凯恩斯的通货膨胀理

论区别开来， 不能混为一谈。

(l)参见凯恩斯： （（货币论）） （上卷）第132页。

＠参见凯恩斯： （（货币论》第七篇 ＇｀ 货币的管理” 。

＠参见凯巴斯： （（通论）〉第250页。

＠参见凯恩斯： （（货币论〉〉（下卷）第182页。

©参见凯匣斯： «通论〉〉第271页。

＠参见凯匣斯： （（通论〉〉第278页。

令参见凯恩厮： ｛（通论〉〉第279页。

（上接第 46页）活动， 它本质上侵犯了专业银行的经营权， 模糊了专业银行的产权关系， 成

为专业银行不能企业化的又 一重要原因。 因此， 要改革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的调控方式， 将

直接半直接的调拧转为完全的间接调控。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 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

验， 在完善金融市场基础上， 利用 “三大法宝 ” 是正确的取向。

经济活动中， 经济调控间接化， 赐予每个经济单位以充分而自由地发挥各自的 “聪明才

智 ＇＇， 利用 一 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创造社会财富的机会。 不过， 经济单位的活动自由是相对

的， 它不但要遵循市场规则， 而且要符合社会公德。 在计划体制下， 国家的行政命令可以有

效地约束企业行为。 而经济调控间接化使得行政命令失去应有的效率， 需要找到另外的手段

来约束经济单位的行为， 弥补因行政命令的撤除而形成的 “真空 ＇， ， 这就是法制。 法制是市

场经济有一个良好运行秩序的保护伞， 它保障交易公平， 竞争公正， 防止不道德行为的发

生。 专业银行以盈利为目标， 脱摆宏观调控职能， 其行为相应就要受到法律的约束， 其享受

的权利更需要法律来保护。 因此， 建立包括银行法在内的一套完整的金融法规体系， 将随着

市场经济的建立而提上议事日程。 当前， 有些法律设置的条件还不具备， 制定 一些条例作为

过渡性法规， 不失为恰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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