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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介绍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评析当代西方经济学思潮的通俗著作，内容所涉及的主要是20
世纪30年代迄至90年代的西方经济理论。
本书用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语言来评析、表达西方经济学艰深的逻辑内涵和丰富的内容，将学术著
作与实用教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作者的一次大胆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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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新古典综合派　　193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6年)的《通论》出版后，
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出现了一场“凯恩斯革命”。
此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凯恩斯主义逐渐成为风靡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的“新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们也纷纷对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进行注释、补充和修订，编造了形形色色的经济波
动论、增长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等。
所有这些在凯恩斯《通论》这部著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代　　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统称为“
后凯恩斯经济学”。
　　后凯恩斯经济学发展到l950年代末至l960年代初，形成了两大主要支派，一是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
·萨缪尔森、詹姆士·托宾和罗伯特·索洛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亦称“后凯恩斯主流经济
学”)；另一主要支派是以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庇罗·斯拉法和尼科拉·卡尔多等人为代表的“
新剑桥学派”(亦称“凯恩斯左派”)。
本章专门评介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主张。
　　第一节　“凯恩斯革命”及其意义在这一部分，主要介绍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渊源——凯恩斯经
济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经济政策主张。
　　20世纪初，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矛盾不断激化，
陷入了重重困境。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大危机，各国经济陷于长期萧条，失业问题日趋严重
。
到l933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4．9％，英国的失业率也达到21．3％，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者超过了3
000万。
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大量的失业和生产过剩，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显得无能为力，
这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学的第一次危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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