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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36年2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
学理论的建立。
尽管它对宏观经济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其中很多饱受争议的内容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2006年7月3日至6日，在锡耶纳圣塔科伦坡的蒙代尔宫，全球顶尖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和宏观经济学
家齐聚一堂，共同纪念《通论》出版七十周年，从不同角度、不同视野对凯恩斯及其《通论》做出了
全新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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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伯特·W.狄蒙德（Robert W.Dimand）是布鲁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
兼职教授。
他是《凯恩斯革命的起源》（埃尔加和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8）一书的作者，是《博弈理论的历史
，第1卷：从开始至1945年》（罗特里奇出版社，1996）一书的合著者，是《女性经济学家辞典》（埃
尔加出版社，2000）一书的合编者，是《宏观经济学起源》（包括10卷，罗特里奇出版社，2004）一
书的编辑。
他曾经是康涅狄格大学、巴黎第二大学和第戎大学的客座教授。
他目前正在写作由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界的伟大思想家》之詹姆斯·托宾卷。
　　罗伯特·A.蒙代尔（Robert A.Mundell），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
他发表了许多作品，包括《国际经济学》（麦克米伦出版社，1968），《货币理论：世界经济中的利
息、通货膨胀和增长》（Goodyear出版社，1971）以及《二十世纪的再思考》一文（诺奖演讲，美国
经济评论，2000）。
　　亚历山德罗·维尔切利（Alessandro Vercelli）是锡耶纳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他是《宏观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凯恩斯和卢卡斯》（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一书的作者，是《宏
观经济学：研究策略的调查报告》（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一书的合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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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他阐明了一个市场的属性取决于价格机制：一个理想的市场是以自然价格为特征的，而实
际市场是以市场价格为特征的。
构成理想模型的自然价格机制被认为是一种均衡价格，市场价格围绕其波动。
这种均衡状态是动态稳定的，因为只要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之间有差异，自身利益就会试图减少这种
差异。
因此自身利益是市场体系的向心力，就如同牛顿天体力学中的地心引力这一角色（Skinner，1974，p.7
）。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前三卷中认为，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能以最优的方式配置资源，使人
们的福利达到最大化。
这一观点被冠以了“看不见的手”的说法，然而斯密只在这部书的第四卷提到了这一说法。
他创造这一词汇来强调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可以由市场协调，尽管现实的情况是个人都在追求自
己的私利而且没有在意他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为社会利益作出贡献。
这意味着作为一条基本准则，国家应该避免对企业自由以及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做不必
要的干预。
换句话说，尽管斯密没有抱有消除实际市场与完全竞争的理想模型之间差异的幻想，他所主张的自由
主义政策的目标仍然在于尽可能地接近事物（竞争性均衡）的理想状态。
　　斯密主张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在国内和国家间的自由流动。
他也特别强调了个人有权利居住在任何他们喜欢的地方。
　　正如在所有古典经济学家的心中一样，在斯密的心中，对市场“天赐”作用的欣喜从未脱离于对
它的缺陷的清醒认识。
因此，古典经济学家的自由主义，或者我们在这里所称的“古典的自由主义”并不否认国家这一重要
的经济角色。
“看不见的手”的观点意味着只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才应该被看做例外，而不是规则，国家作出的任
何对这一规则的侵犯都应该被认为完全正确。
在《国富论》的第四卷和第五卷，斯密具体分析了国家的干预被认为是正确的一些事例。
他还特别指出，国家必须通过促进正义、自由和平等，通过引导和保持市场内的自由竞争来确保经济
实现充分自由的可能环境。
经济自由以国家确保个人和财产的安全为前提，这需要国家通过提供对外来威胁足够的军事防御和打
击内部犯罪来实现。
这需要不受政府压力控制的司法的有效管理和建立在有远见的文化政策基础上的有效教育体制。
斯密也指出国家有责任去设计和管理税收体制，进而为公共支出提供资金或者减少不平等，同时赋予
了货币政策避免欺诈和通货膨胀压力的责任。
最终，国家必须为经济活动建设有效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传输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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