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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得知朱应庚先生早年翻译的《繁荣与萧条》将要再版，十分欣喜。
记得改革开放后，云南大学经济系恢复，朱先生任系主任。
不久，我留校，在朱先生领导下工作，而后又考上了研究生，也接受了朱先生的教诲。
    那时，国外原版的经济学名著在校园里是找不到的，有几本翻译的书也是很少见的了，哈伯勒的《
繁荣与萧条》是不多的译本之一。
更因为该书是朱先生的译著，我们就格外珍视，并引以为荣，当然更是要先睹为快了。
我相信，当时经济系的研究生们，不管是经济学说史专业还是其他专业，都读过这本书。
也因此，都有了对经济周期理论的基本理解。
这无疑对我和我的同学们今后的学术或各种生涯都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正是这样的原因，尽管我不是研究经济周期理论的，也愿意为这本书写些文字，以纪念已过世的哈伯
勒和朱应庚先生，以纪念那个渴求知识、追求真理的年代。
    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Gottfried Von Haberler)，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00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
，1923年获维也纳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25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1936～1957年，他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其间，于1950～1951年当选国际经济协会会长，1955年任美
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arean of Economic Research。
简称NBER)局长。
之后，于1957～1971年担任盖伦·斯通国际贸易讲座教授，1965～1970年为《经济学季刊》编辑，1965
～1978年出任美国财政顾问，1980年成为第一个获得安东尼奥·费尔特里内利奖的经济学家。
    哈伯勒的主要著述有：《指数的意义》(1927年)，《国际贸易》(1933年)，《国际贸易理论及其在商
业政策上的应用》(1936年)，《繁荣与萧条》(1937年)，《经济增长与稳定》(1974年)等。
    哈伯勒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他的《国际贸易理论及其在商业政策上的应用》是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
他第一次用机会成本概念重新阐述比较成本原理，将比较成本的古典理论置于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
，批判性地完善和补充了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而且用现代经济学语言建立了更加精确的分析范式，至
今仍是国际贸易理论的经典。
    而《繁荣与萧条》是哈伯勒研究经济周期理论的重要著作。
就他本人的理论贡献而言，与他先前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著作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同样的划时代意
义。
本书原为英文版，初版发表于1937年，由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印行。
初版问世后，在西方经济理论界掀起了关于经济周期问题的热烈讨论，并因此由国际联盟先后四次重
印，1957年首次由私人出版商印行。
    哈伯勒的《繁荣与萧条》一书可谓研究经济周期理论的集大成之作。
    首先，哈伯勒对l9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周期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梳理。
自1825年英国爆发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增长过程中繁荣与萧条的交替现象引起了众人关
注，关于经济周期的著述也可谓汗牛充栋，各种争论十分激烈。
在这样的背景下，哈伯勒产生了写作本书的动机：“只限于分析现存的各种经济周期理论，从而对经
济波动的性质及其各种可能的原因作出综合的说明。
”哈伯勒研究了此前各种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并将凯恩斯之前出现的经济周期理论划分为五大类别
：纯货币理论、成本改变论、消费不足论、心理理论、农作物收获论。
其中的第8章，哈伯勒专门对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观点进行了介绍，并评述了凯恩斯、
罗宾逊与瑞典学派的争论。
其实，这些争论并没有本质上的分歧，只是名词和概念的不同。
    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一时风行欧美。
应当说j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经济周期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宏观经济的理论基础，一个新的研究
方向明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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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哈伯勒十分赞赏凯恩斯理论。
他认为，所有理论都可以用凯恩斯的术语来表达，凯恩斯的理论工具与任何一种周期理论或周期中的
某些阶段都是相融的。
因此，哈伯勒的研究和表述都表明，是否以凯恩斯宏观经济分析为理论基础，已成为经济周期研究的
分界线。
此前的经济周期理论统称为传统经济周期理论，此后的经济周期理论则称为现代经济周期理论。
也就是说，哈伯勒总结的经济周期理论被称为传统经济周期理论。
由此，经济周期理论进入到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研究时代。
    其次，哈伯勒首次对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框架和逻辑作了明确的统一的论证。
在本书的第9～12章的分析中，哈伯勒主张对经济周期的研究围绕七个环节进行阐述：一般特征、高涨
、危机、萧条、复苏、反复性和周期性等现象产生的原因、国际复杂关系。
同时，哈伯勒在书中首次提出了关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周期与学术意义上的经济周期的区别。
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周期是指繁荣与萧条的更迭，而学术意义上的经济周期是指
从繁荣走向萧条时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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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的持续发展是人们所期待的事情，但这似乎成为人们的一个梦幻，因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势必会产生一个阶段的萧条。
经济的变化不仅影响经济产业的方方面面，还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诸如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从而
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

哈伯勒不仅收集当代西方各国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而且在此基础上给予深刻理解，对后人
探索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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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国)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 (Gottfried Von Haberler) 译者：朱应庚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
，Gottfried Von Haberler（1900-199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1934-1936年兼任国际联盟顾问；1936-1971年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期间，1950-1951年当选国际经济
协会会长，1955年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局长；之后，于1957-1971年担任盖伦。
斯通国际贸易讲座教授，1965-1970年为《经济学季刊》编辑，1965-1978年出任美国财政顾问，1980年
成为第一个获得安东尼奧，费尔特里内利奖的经济学家。
1937年发表的《国际贸易理论》被学术界公认为名著；同年为国联所撰写关于商业循环的专题研究《
繁荣与萧条》，全方位分析经济波动，此作品被认为是经济周期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朱应庚（1922-2004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
出生于云南玉溪，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后留学美国，获得美国密执安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1949年12月学成归国，一直执教于云南大学。
为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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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2章 纯货币理论第2节 霍特里先生的理论——般特征消费者支出的重要性霍特里先生对经济
周期提出了最充分、坚决的纯货币解释。
在他看来，经济周期乃是“一种纯货币现象”，意思是说，经济活动之所以会有变化，繁荣与萧条之
所以会此起彼伏，市面之所以转好转坏，“货币流动”是唯一的具有充分理由的原因。
当以货币计算的商品需求(即货币流动)增长时，商业即趋于活跃，生产将提高，价格将上涨。
当!需求藏退时，商业即趋于呆滞，生产将萎缩，价格将下跌。
货币流动，也就是以货币计算的商品需求，大体上是取决于“消费者支出”，也就是取决于收入项下
的支出。
然而，消费者支出所包含的，并不单是对消费品的支出，还有用作新投资品的支出，也就是消费者收
入项下供作储蓄和投资的那个部分。
(在欧文.费希尔提出的那个有名的交换方程里，“V”的定义是“交易速度”;如果换一个说法，将“v
”的定义作为“收益速度”，我们就可以用MV代替消费者支出。
但是，v既经规定为消费者支出对货币量的比率，这两个量值——MV和消费者支出——按照定义就彼
此相同;用这一个说法来代替那一个说法，结果就不会有多大意义。
)至于非货币因素，如地震、战争、罢工、农产歉收等，也许会引起普遍的贫困状态:而另外一些因素
，如农业收获变动、某些行业的过度发展(例如建筑业投资过度)，也许会引起只限于个别行业的局部
萧条。
但是要形成带有经济周期意义的普遍萧条——即资源闲置与工人失业成为普遍存在的情况——单凭非
货币力量或变故是无能国力的，除非能由引引起消费者支出下降，即货币流量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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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资本主义市场中不存在一个能把私人利益转化为社会利益的看不见的手，资本主义危机和失业不可能
消除，只有依靠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摆脱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
　　——凯恩斯经济的发展，之所以波澜起伏，外因只是引信，根子出在经济体系本身。
　　——哈伯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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