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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7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经发展成为百年不遇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危
机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体系的变化和未来的走向，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现有经济理论的深刻反思和
重新认识。
    对于经济危机的认识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角；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的视角。
西方主流经济学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做是一种自然、自发和最优的经济组织形式，因而，其观点或
者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全面危机的可能性，或者把危机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政策和行为的偶然失误以
及外部因素的冲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否认政策和行为的失误以及外部冲击的影响会引发经济危机，但是，它并不满足
于对于经济危机的这种现象层次的解释，而是试图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
身的内在矛盾运动中去寻找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爆发的原因、内在的逻辑和演变的趋势，并从中
寻找解决危机的具体措施和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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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的比较优势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关于经济的
均衡关系　　人们对国民经济能否平稳运行的疑问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当时不定期到来的生产过剩危机，尽管其程度、波及范围和破坏力等还相对较小，但它足以引起人们
对经济发展前景的担心——生产的增长存在某些内在尺度的经济体，一旦生产超过这些尺度，产品就
有可能无法售完，就会导致经济灾难。
魁奈构建并一再完善他的《经济表》，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统治阶级对经济平稳运行的
要求，也反映了他们试图找到制约经济平稳运行的要素和作用机制，以实现驾驭经济的幻想。
对经济危机的担忧逐渐被危机的现实发展所应验。
到了萨伊、李嘉图、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等人研究国民经济问题的时代，局部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正
在加速演变为世界性普遍危机，除了李嘉图之外，其余的人都亲眼看到了1825年世界性普遍生产过剩
危机的发生，西斯蒙第甚至亲身经历了1837年的世界性生产过剩危机。
危机的现实发展使其表现形式得以充分展露，也使学者们能够从多角度观察经济周期演变的作用机制
、表现形式及要素。
　　我们可以从危机理论史中找到一些极为相似的特征，即各种危机理论尽管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
这些理论的创造者都把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看作是一系列均衡条件、比例关系和连续性条件的满足，
把经济危机、经济衰退等现象看作是这些条件遭到破坏后的强制性恢复过程，所以研究的重点基本上
集中于导致均衡、连续、比例关系遭到破坏的原因、传播的途径、形成周期的原因、周期长度和周期
各阶段及其特征等方面。
相关的成果是否具有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各理论模型中的均衡关系、连续性关系和比例关系是否具有
客观性，导致这些关系周期性失衡、中断和失调的作用机制是否具有必然性和规律性，反危机或经济
衰退的对策是否能解决根本问题，等等。
危机理论的这些特征表明，采用比较分析法可以有效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长处，从而能够有
效地回答本书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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