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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货币政策是一把有力的双刃剑，用对了，可以维持经济的健康发展，反之则会危害经济安全。
” 　　货币政策对国家经济体系的管理来说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经济动荡时期。
当经济危机来临时，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货币政策来应对？
 　　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著作之一《美国货币史：1867－1960》的一章，《大衰退》深刻
剖析了20世纪最惨烈的一次经济衰退，并对美联储当时失败的货币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
美联储完全可以阻止经济萧条的恶化，然而，它并未担负起管理货币体系，缓解银行业恐慌的职责，
导致了大衰退的爆发。
书中详实的历史数据和犀利透彻的分析，揭示了货币供应在经济调控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正确的政策会减少危机，否则，一次小衰退可以演化为大危机。
目前，由美国引发，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正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新的形势下，政府究竟应该采取怎样
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危机？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不朽巨作仍能带给我们极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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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米尔顿·弗里德曼，美国经济学家，以研究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史、统计学、及主张自由
放任资本主义而闻名。
1976年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在消费分析、货币供应理论及历史、和稳定政策复杂性等范畴
的贡献。
《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的作者。
他的政治哲学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优点，并反对政府的干预。
他的理论成了自由意志主义的主要经济根据之一，并且对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美国里根以及许多其他
国家的经济政策都有极大影响。
 
　　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1941年加入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担任助理研究员。
她是美国经济学会的优秀研究员，美国艺术与研究院的研究员。
在其杰出的职业生涯中，施瓦茨对经济周期、银行业、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等课题的研究都做出了重
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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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专家推荐　夏业育序言　本·伯南克新版序　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导言　彼得·伯恩斯坦前言引
子第一章　货币、收入、物价、流通速度、以及利率 　股市崩盘，1929年10月 　第一次银行业危机的
开端，1930年10月 　第二次银行业危机的开端，1931年3月 　英国脱离金本位制，1931年9月 　大规模
公开市场回购的开始，1932年4月 　1933年的银行业恐慌 第二章　影响货币存量变化的因素 　股市崩
盘，1929年10月 　第一次银行业危机的开端，1930年10月 　第二次银行业危机的开端，1931年3月 　
英国脱离金本位制，1931年9月 　大规模公开市场回购的开始，1932年4月 　1933年的银行业恐慌 第三
章　银行业倒闭潮 　银行倒闭的影响 　银行倒闭的起源 　联储体系的态度 第四章　大萧条之国际篇 
第五章　货币政策的发展 　股市崩盘，1929年10月 　从股市崩盘到英国脱离金本位制，1929－1931年 
　英国脱离金本位制，1931年9月 　1932年的公开市场买入计划 　1933年的银行业恐慌 第六章　其他
可选政策 　1930年1月到1930年10月底 　1931年1月至1931年8月底 　1931年9月到1932年1月底 　可动用
的黄金储备的问题 第七章 为什么货币政策如此无能？
 评《美国货币史》词汇表主要资料来源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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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货币、收入、物价、流通速度以及利率　　股市崩盘，1929年10月　　第一条划分线落
在1929年1O月，也就是股市崩盘的时候。
股价在1929年9月7 日达到了最高点，标准普尔综合指数（当时的成分股只有90只）站上了254点的高位
，之后4周的下跌显得井然有序，并未引起恐慌。
实际上，10月4日股指下滑到228点后，又在10月10日反弹到245点。
然而，之后便一路下跌，到23日引发了恐慌情绪。
24日，大量证券遭到抛售，成交量近1300万股。
1O月29日，股指跌到162点，日交易股票量近1650万股，而9月份时，日均交易量仅400万股多一点。
股市崩盘反映在货币存量的剧烈波动上，货币存量波动则源于银行活期存款的剧烈波动，这主要反映
了纽约市内的银行给证券经纪人和交易员贷款的猛增——因为其他银行的此类贷款急剧减少。
多亏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迅速有效地采取行动，通过公开市场买入为纽约市的各银行提供了更多的准
备金，这次调整进行得井然有序，尤其是此次崩盘对公众持有的通货并无影响，它的直接经济影响仅
限于股市，而且并未让储户对银行失去信心。
　　随着股市崩盘，经济萧条也不断升级。
从1929年8月经济繁荣鼎盛时期到股市崩盘的这两个月内，美国的生产力指数、批发物价指数以及个人
收入指数折算成年率分别下降了20％、7.5％和5％。
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这三项指标的降幅略微增大，分别达到27％、13.5％和17％。
总的看来，到1930华10月，生产力下降了26％，物价下降了14％，个人收入下降了16％。
货币存量的走势则从水平整理变为温和向下，在1929年10月前总体上升的利率也升的经济衰退之一。
　　毫无疑问，股市崩盘也是受导致经济严重紧缩的潜在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
同时，股市的崩盘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衰退，它改变了环境氛围，影响了商界人士以及普通公众的思
维方式，在曾经对新纪元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播撒着动荡的种子。
人们普遍认为，股市崩盘削弱了消费者和企业的消费或投资意愿，更确切地说，它削弱了他们花钱购
买产品或者服务的意愿，不管利率、物价和收入处于什么样的水平，他们都更乐于留有更多的现金。
这种对现金流的需求导致了资产负债表的重大变化，人们纷纷抛售股票，买入债券，或者干脆卖掉所
有证券，而把现金牢牢抓在手里。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衰退>>

编辑推荐

　　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著名经济学家彼得·伯恩斯坦作序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典力作　
　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著作之一《美国货币史：1867－1960》的一章，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
弗里德曼，安娜·施瓦茨著作　　分析美联储在大萧条时期所起的作用，强调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为
今天金融危机中央行的行动提供借鉴　　《华盛顿邮报》作为“我们时代的推荐读物”推荐　　中国
中信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　常振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央人民政府驻香
港联络办公室经济部副部长　巴曙松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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