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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

宋丽智 邹进文

内容提要 约翰
？ 梅纳德 ？

凯恩斯是国际经济学界极具影响 的人物 之一 ，他 的经济 思想在历

史上具有重大的 革命意义 。 以 1 9 3 6 年《就业 、利 息 与货 币通论》 的 出版为标志 ， 凯恩斯经 济思

想实现 了从关注货币 问题 向 关注 整个宏观经济 的 转 变 。
1 9 3 6 年之前 ， 中 国 学者对凯恩斯货币

理论的认识 与解读基本没有形成 系统 ，但基本接 受 了 凯恩斯通货管理 思想
；

1 9 3 6 年之后
， 凯恩

斯经济思想对 中 国经济学界产生 了 较为 广泛 的 影 响 ， 突 出表现在 中 国近代货 币理论体系 的建

立 、财政理论与就业理论的发展等 。 中 国学者还尝试比较凯恩斯与其他学派经济思想之异 同
，

对凯恩斯理论能否 中 国化提 出质疑 。 由 于政治 与 经济环境 的影 响 ，
近代 中 国对凯恩斯经 济理

论的研究 与现实经济政策 的应用 之间存在割 裂 ，这也反映 出这一时期 中 国经济学 的 内在张力 。

关键词 凯恩斯 近代 中 国 经济 学 货 币 就 业 财政

约翰
？ 梅纳德 ？ 凯恩斯是经济学界极具影响的人物之

一

，他活跃于 2 0 世纪上半叶 ，是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应对经济大萧条 、实现国家经济政策转型时期的枢纽人物 。 凯恩斯虽然与中 国没有直

接的接触 ，但是对于涉及中 国的许多问题他都有关注 。 早在 1 9 1 2 年 ，凯恩斯就曾在 《经济学杂志》

上撰文评论留美中国学者陈焕章的 《孔门理财学 》 （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英文版 ，

1 9 1 1
） ，指出 中

国学者 （ 如明初叶子奇 ）很早就懂得
“

格雷欣法则
”

和
“

货币数量说
”

。 1 9 1 8 年 ，在反对德 国赔款问

题上 ，凯恩斯还援引强加于中 国的
“

庚子赔款
”

为先例 。 1 9 3 7 年
，
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 ，他提出

英国和美 国应中断与 日本的全部贸易关系 。
1 9 4 1 年 ，凯恩斯提议对中 国进行经济援助 。

？ 或许缘

于此 ，
凯恩斯的传记作者罗伯特

？ 斯基德尔斯基在 《凯恩斯传 》 的中文版序 中总结道 ： 凯恩斯
“

确实

是中国的一个朋友
”

。
② 1 9 4 6 年 4 月 2 1 日 凯恩斯逝世 ， 中国《金融周报》予 以及时报道③ ； 中 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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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版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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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

凯恩斯爵士 于 4 月 2 1 日 以 心脏病不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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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年六十二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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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丽智 邹进文 ／ 凯恩斯经济思想在近代 中 国 的传播 与 影响

发表多篇悼念凯恩斯的文章 。
？

那么 ，
近代中 国学者是如何看待凯恩斯经济思想 ？ 又是如何对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做出 回应呢？

从 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 ，国 内理论界对于这
一

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与此相关的文献较少 。 本

文以在当时中国均产生
一

定影响的三部凯恩斯著作？为线索 ， 以 1 9 3 6 年 《就业 、利息与货币通论》

的出版为分界 ，系统梳理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发展转变对于中国经济学界的影响 ，并从经济思想史的

角度探察凯恩斯经济思想在中国 的传播与影响 。

凯恩斯《货币改革论》和 《货币论》两部著作的出版引发了 欧美货币金融讨论的高潮 ’ 同时也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的货币金融理论思想。 《货币改革论》针对英国第
一次世界大战遗留的货币失衡现

象提出了
一

系列批评和建议 ，认为
“

主要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 ，并辅以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的温和调

节 ’就可以稳定物价 ，克服萧条 ，恢复英国经济的均衡和繁荣
”

③
； 《货 币论》则将

“

《货币改革论》 中的

货币数量论加以修订 ，增加
一些被认为忽略了的因素 ，扩展成为

‘

货币价值的基本方程式
’

；并以此为

理论基础 ，论述了物价水平的稳定和经济的均衡
”

④
，从而建立 了一套货 币经济学的新体系 。

1 9 2 5

年 ， 《晨报》副刊国际版第 6 、 7 期连续刊登了凯恩斯的文章 《英国 币价与生活》 （上 、下 ） 。
1 9 3 1 年 1

月 ， 《 中行月 刊》书评栏 目 中介绍了凯恩斯的 《货币论 》
一书 ，

这是 目前掌握文献中近代 中 国学者最

早关于凯恩斯著作的评介 。 书评作者卢逢清将凯恩斯译为
“

经尼斯
”

，对《货币论》评价较高 。 卢逢

清认为 ：

“

经氏 （ 凯恩斯
——

弓
Ｉ 者 ）著此书之取材结构 ，博适周密殆无复加 ，在货币论著界中 ，

可称发

前人所未发最成功的尝试 。

”

⑤
《交行通信 》现代经济情报国 际经济版两次报道了凯恩斯要求发行

国际通货的提案 ，
虽然未加评论 ，但足见当时凯恩斯在国人货币研究领域中 巳产生

一

定影响 。
？ 此

时的 中国学界也正展开对于货币金融思想的探讨论证 ， 以寻求中 国货币体制改革的有效途径 ，应对

世界经济大萧条及西方各国经济复兴政策 的冲击 。 因此
，
凯恩斯的货币思想特别是通货管理思想

受到中国学界高度重视 。

（

一

） 对于凯恩斯货 币 思想的理论解读

1 9 3 0 年以后 ，货币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发生了根本变化 ， 中 国学者们理解和接受新的货

币理论存在一定困难 。 胡寄窗指出 ：

“

有的货币学家曾承认 自 己还看不懂凯恩斯的 《货币论》 ，是无

足为怪的 。

”

⑦原因大致有二 ：其
一

，
2 0 世纪 3 0 年代前后以货币学闻名 的中国学者大都是在 2 0 世纪

① 如穆惜珍《悼凯恩斯先生》 ， 《经济周报》 第 2 卷第 1 7 期
，

1 9 4 6 年 5 月 2 日
；
性初《悼凯恩斯 》 ， 《财政评论 》第 1 4 卷 第 4 期

，

1 9 4 6 年 4 月
；
向冰 《凯恩斯在经济学上 的贡献》

， 《励行 月 刊 》 第 2 卷第 2 期
，

1 9 4 6 年 4 月 。

② 三部著作分别 为 ： 《 货 币 改革论》 （
＜ 4 ＴｒａｃｔｏｎＭｏ ｎｅｔａｒ

ｙ
Ｒｅ
ｆ
ｏ ｒｍ ， 1 9 2 3 ） 、 《货 币论 》 （

4Ｔｒｅａｔ ｉｓｅ ｏｎＭｏｎｅ
ｙ ， 1 9 3 0

） 和《就业 、利息

与货 币通论》 （
7 7 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Ｚ 7 7

ｉｅ（ｗ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ａｎｄＭｏｎｅｙ ， 1
9 3 6 ） 。 前 两部著作集 中 闻述 凯恩斯的货 币思 想 ， 第 三部著作

则 主要关注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及政策建议。 1 9 2 0 年 ， 陶 孟和 与 其夫人沈性仁合译 《欧洲和议后 的经济 》 （ ＪｏｈｎＭａ
ｙ
ｎａｎｌＫｅｙｎｅ ｓ

，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ｎｓ ｅ
ｑ
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

1 9 1 9
） ， 并被纳入

“

新青年 丛书
”

出版 。 这是 目前掌握的资料 中 ， 中 国 学者对 于凯恩斯著作的

最早反应 。 不过 ，
该译本在 当时并未引起中 国学者的广泛关注 ，

可以说影响甚微
。

③ 刘 涤源 ： 《货 币 论 ？ 序 》 ， 〔
英

〕
凯恩斯著 ，何瑞英译 ： 《 货 币论》

上卷
，
商务印书馆 1 9 9 7 年版 ， 第 1 1 页 。

④ 刘 涤源 ： 《货 币 论 ． 序 》
，
凯恩斯 ： 《货 币论 》上卷 ，

第 1 2 页 。

⑤ 卢 逢清 ： 《 书籍介绍 〈货 币 论 〉 》
，
《 中行月 刊》 第 2 卷第 7 期

，
1 9 3 1 年 1 月

，
第 7 5 页 。

⑥ 参见 《现代 经济情报（ 四 ）
： 国 际新通货 （ 国际 经济 ） ：

世界 经济会议之提案 ，
英 国 轻斯氏之主张 》 （ 《 交行通信 》 第 3 卷第 1

期
，

1
9 3 3 年 2 月

， 第 5 4 贸 ） 和 《现代经济 （ 九 ） ：
轻斯氏之幽默语 （ 国 际经济 ） 》 （ 《 交行通信 》 第 3 卷 第 3 期 ， 1

9 3 3 年 6 月 ， 第 2 9 页 ） 。

其 中
“

经斯
”

为凯恩斯的译名之
一

，
其他译名如 凯衍斯 、凯 因斯等 。

⑦ 胡寄 窗 ： 《 中 国近代经济思想 史大纲》 ，
ｔ 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丨 年版

，
第 4 5 4 页 。

1 2 7



＆忒 ｊＬ淼窀 2 0 1 5 年第 1 期


2 0 年代前后从国外学习的货币学 内容 ，主要还是分析货币 的职能与本位制 问题 ；其二 ， 由于职务变

动等因 ，凯恩斯的 《货币论》并非
一气呵成 ，

而是数年来论文集结而成 ’前后并不连贯 ，其中思想也

多有发展改变 ，本来是支持货币数量说 ，最后却创立了储蓄与投资均衡说 。 所以 ， 当时中 国学者对

凯恩斯货币思想进行理论性解读 比较困难 ，仍处在混沌中摸索的状态 。 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杨端六 、

王烈望 、袁贤能等 。

真正开始学习推崇凯恩斯货币思想的是 国立武汉大学金融学专家杨端六 。 他给予凯恩斯及

其著作 《货币论》极高的评价 。 杨 氏指 出 ：

“

凯衍斯新出 的这部货币论是货币著述中之别开生面

的 巨作 。 凯衍斯为英 国新进经济学界之泰斗 。

”

①杨氏总结道 ：

“

他全书 的纲要是在用货币政策促

进工商业的繁荣 。

”

②同时 ，杨 氏也在反思中 国的货币制度 。 他将货币制度划分为五个等级 ， 中 国

的货币制度属于第一级 ， 即采用两种以上的金属作为货币 ，在国家行政 、法律不统
一

的条件下 ，货

币之间相互兑价无法维持 。 第二级货 币制度是指 国 内行政 、法律统一 ， 国 内货币兑价稳定 ， 但国

际汇兑失衡
，
例如欧洲各国 。 第三级是指 国内 币 值稳定 ， 国际汇兑平衡 ，但货 币购买力会发生变

化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和 战后 的美 国 。 第四级是指货 币 购买力也达到稳定的状况 。

杨氏认为当时西方和 中 国讨论的货币 学就是在第 四级内解决货 币如何稳定购买力的问题 ，
而凯

恩斯的 《货币论》也最为关注这
一

级货币制度 。 第五级货币 制度要求能够满 足人类的主观欲望 ，

具理想化色彩 。 杨氏高屋建瓴地分析了凯恩斯的货币思想 ，基本上把握了凯恩斯管理通货思想

主张 ，且联系中 国实际情况 ， 注重中西货 币制度的差异 以及探索中 国货 币制度改革 的大致前进

方向 。

上海和重庆交通大学副教授 、上海商学院教授王烈望也认真研读 了凯恩斯的《货币论》 ，说道 ：

“

轻斯之经济思想 ，变动极快 ，往往前后判若两人。

”

③他深人剖析凯恩斯 由主张到放弃金本位制 的

主要原因 。

一战以后国际形势发生极大变化 ，世界金融霸权左右 国际政治关系 ，黄金逐渐集 中于

美 、法二国 ， 战争赔款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 货币 制度在 于稳定对外汇价和安定国 内物

价 ，
而当二者不可兼得时 ，安定国 内物价则成为首选 。 在金本位制下 ’

国内经济与 国际经济联动 ， 国

内物价受国际影响较大 ，

“

轻斯思想敏捷 ，
观此情形 ，深觉金本位已无恢复之必要 ，遂毅然倡言废止

金本位 ，实施通货管理制
”

。
④ 什么是通货管理制呢 ？ 王氏认为 ：

“

管理货币乃系
一种受政府管理之

纸币 ，此种纸币含有
一客观之价值标准 ， 国家以管理方法 ，使此种纸币或合于其客观之价值标准 ，或

离开其客观之价值标准 。

”

⑤且指出 ，凯恩斯认为管理货币 制度是与当时政治经济状况最为切合的

货币制度 ，
因而 《货币论》 中所讨论的货币 即是管理货币 。

曾有
“

南马 （ 寅初 ）北袁
”

之称的 、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的袁贤能博士则主要阐释了凯恩斯的储

蓄与投资均衡说 ，认为凯恩斯的 《货币论》最大的贡献 ，在于修正了投资与储蓄的关系 。 袁总结凯

恩斯所论 ：

“

储蓄若与投资相等 ，那是 （如正统派所说 ）好的 。 不好的结果 （ 经济恐慌 ） ，并不是 因为

储蓄和投资太多 ，乃是因为储蓄与投资不平衡 。 换言之 ’就是储蓄大于或小于投资的缘故 。

“ ？袁亦

指出 ，凯恩斯的储蓄和投资都具有特别抽象的意义 ，与普通含义不同 ，这也反映出 《货币论》本身定

义的模糊性 。 但也进一步指出凯恩斯的贡献还在于提出储蓄和投资的失调决定了物价波动和商业

① 杨 端六 ： 《读凯衍斯货 币论 》 ， 《 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 》 第 2 卷第 2 号
，

1 9 3 1 年 6 月
， 第 3 7 5 页

。

② 杨端六
： 《读凯衍斯货 币论》

，
《 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 》第 2 卷第 2 号

，

1 9 3 1 年 6 月
，
第 3 8 4 页 。

③ 王烈望 ： 《轻斯之通货 管理论 》 ， 《
经济学季刊 》 第 6 卷第 2 期 ，

1 9 3 5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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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的产生 。 为 了使储蓄和投资二者平衡 ， 最重要的条件就是
一

国银行
“

不能专为 自 身计而定利

率的高下
”

，

“

也并不是要
一

个固定不变的利率
”

，

“

不过是要一个适中 的利率 ，能使一国的储蓄 ， 完

全都用于投资方面去
”

。
？

《货币论》是在分析各种经济现象的基础上 ，用代数方程式表示经济变量之间 的关系 ’ 中 国学

者投入大量精力研究著作中 的公式 ，如银行利率公式 、投资储蓄公式 、货币数量变动公式 、物价公式

等 。 虽然中 国学者对于凯恩斯著作的学习和理解做出了许多努力 ，但是 ， 由于凯恩斯所提出的新概

念本身比较模糊 ’加上当时中 国学者对于金融理论的认识有限 ，所以对于凯恩斯货币论理解上难免

有较大偏差 ，所做探讨亦缺乏统
一

的思路 ，
基本上难以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 。

（
二

） 凯恩斯管理通货思想在近代 中 国 的 实践

币制混乱 、流通不畅的问题长期困扰着近代 中 国 。 2 0 世纪 3 0 年代 ，世界经济大萧条爆发后 ，

西方国家纷纷放弃金本位制 。 1 9 3 4 年 6 月 ，年产银量 占世界总产量 6 6 ％ 的美国突然宣布实施 《购

银法案》 ，授权其财政部高价购买 白银 ，
此举造成世界银价飞涨 ， 中国 白银大量外流 。 如何改革币

制 、整顿金融 ，成为当务之急 ，关于中 国币制改革的讨论和筹划再现高潮 。

尽管对于凯恩斯旳 《货币改革论 》和 《货币论 》两部著作中 的货币 理论理解 尚 为有限 ， 但是

国人对其中的管理通货思想却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 顾翊群首先主张中 国采用管理通货制度 ，并

明确提出在中 国 实践 。 姚庆三 、 唐庆永 、 赵兰坪 、 杨荫溥 、张素 民 、谷春帆等也先后撰文 表示

支持 。

较早评述凯恩斯管理通货思想的学者是唐庆永 ， 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 ，
三江大学教授。

1 9 3 2 年 7 月
，
唐撰文指 出 ，

凯恩斯管理通货思想
“

虽 可谓之纸 币 本位政策 ， 而对于纸币背后物

价——金 ，却始终未尝抛弃 ，仍留作为准备之用
”

。
？ 同时指出 ，在中 国信用制度不健全 、 中央银行

发展落后的局面下 ，凯恩斯的这
一主张完全是一种理想化的纸币政策 。 所以 ，他主张 中国发行纸币

的原则一定是要有银块作为准备金 ，本质上是主张银本位制 。

1 9 3 3 年 4 月 ，顾翊群发表 《再论美国购银之危险性 》
一文

，举述西方国家放弃金本位 、实行管理

通货制 ，挽救了生产和贸易 ，
以此说明我国也应该实行管理通货制 。 他指出 ：

“

昔英国银行实业两

界 ，对于 Ｊ ．Ｍ ．Ｋｅｙｎｅｓ 氏所主张之通货管理制 ，避之若俛 ，
今则歌颂不 已 。 我 国 因美国购银 ，采用斯

制 ’愚信利多于害 。

”

③ 9 月 ，
顾再次撰文 ， 从理论上进

一

步论证了世界和 中 国为什么都要采取通货

管理制度 ，并系统地阐释其关于实行管理通货制度的思想 ，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控制货币数量来维持

物价平衡 。 但需要指出的是 ，此时顾翊群主张的
“

管理通货制
”

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发行不兑现纸

币 ，其最终 目 的还是实现金本位 。 顾翊群认为 ：

“

主张管理货币之学者 ，并不反对金本位 ，
且认为将

来世界必须实行管理制 之金本位 。 不过在今 日 情况之下 ，金之价值 ， 受国际影响 太大 ， 难 以管

理……故不得不改用便于管理之纸币 ，为 自 了之图 。

”

④

对于顾翊群的论说 ，
经济学界予以积极 回应 。 马寅初认为这是稳定银价的四个重要方策之

一

。
⑤ 何廉在提出美国抬银运动的对策时 ，几乎原话复述了顾翊群提出 的管理通货思想 。

？ 赵兰

① 袁贤能 ： 《轻斯著货 币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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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唐庆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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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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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也认为 ，顾翊群是最早提倡
“

管理通货制
”

者 。
？ 凯恩斯提出的管理通货论在 中 国学界引起强烈

反响 ，

“

管理通货
”

从此成为中 国经济学界的
一个重要名词 ，且为国 民政府的法币改革提供了重要

的理论依据 。

1 9 3 6 年 ，凯恩斯出版《就业 、利息与货币通论》 （ 以下简称《通论》 ） ，对《货币论》的观点做出 了

重大修正。 《通论》侧重于对全社会总供给 、总需求 、投资和消费等总量的分析 ， 提出加强国家对经

济的干预 、增加公共支出 、降低利率 、刺激投资和消费等宏观经济政策 ，
以实现充分就业 。

《通论》刚刚问世 ，英文版便在中 国上海 、汉 口等地出售 ， 陈岱孙 、巫宝三 、姚庆三等人先睹为

快 。
② 1 9 3 6 年 9 月 ， 留法归国 的财政金融专家姚庆三即在中 国经济学社上海年会上 引用了 《通论》

中 的观点 。
③ 1 9 4 1 年 ，

王兼士在《金融导报》上连续发文 1 0 篇译述凯恩斯的 《通论》 。 各大期刊杂

志上也刊登了多篇凯恩斯 《货币改革论》 、 《货币论》的译述。
④

随着凯恩斯《通论》在 中国 的影 响 日 盛 ， 中国学界对凯恩斯经济思想的研究逐渐深入
，
由 只关

注凯恩斯货币思想 ， 特别是管理通货思想 ，
逐渐转变为关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思想 ’其中包括凯恩

斯的货币思想 、财政思想 、就业思想等 ，并将其与西方传统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了 比较 。

（

一

） 中 国近代新货 币理论体系初 步建立

2 0 世纪 3 0 年代前后 ，
中 国学者翻译或自 撰的许多货币学著作虽命名为

“

新货币学
”

，但其内容

相对于凯恩斯的
一些著作 ，仍属于旧的货币学体系 。 直到 2 0 世纪 3 0 年代末 ， 中国货币学家开始更

多关注凯恩斯货币理论 ，有的还以凯恩斯思想为基础建构 自 己 的货币理论体系 。

在中国近代货币理论发展史上 ， 留法归国的财政金融专家姚庆三是较多且较早介绍西方货币

理论的知名学者之
一

。 他对凯恩斯的货币理论甚是推崇 ，认为其必将成为今后新经济学的柱石 ，

“

现代货币学者之在我国最负盛名者当首推凯恩斯
”

。
⑤ 1 9 3 7 年 6 月 ，姚庆三撰文 《凯恩斯货币理

论之演变及其最新理论之分析》 ，分 1 1 个专题详细阐述了凯恩斯的货币思想 ：货币改革论中之凯

恩斯 、货币论中之凯恩斯 、世界经济恐慌与凯恩斯 、凯恩斯就业理论之出发点 、消费天性 、公共建设

政策 、低廉资金政策 、储蓄与投资 、关于低利政策之其他问题、髙利政策是否可防止恐慌 、物价问题。

1 9 3 8 年 9 月 ，此文被收人《现代货币思潮及世界币制趋势》
一书 。 虽然姚庆三对于凯恩斯的新货币

理论大多述而不作 ，但他对凯恩斯货币理论的介绍和认识无论从及时性还是在系统性上 ，
都达到了

当时其他学者所没有达到 的髙度 。
？

较早对凯恩斯货币思想进行深入论介的 中国学者是陈国庆 ，他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 ，师

从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和袁贤能 ，
而后在天津达仁学院攻读研究生 。 读研期间 ，他撰写 了《凯因斯

① 赵兰坪 － 《 最近吾 国经济论战之回忆》 ， 《 时事 月 报》 第 丨 4 卷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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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3 6 年 2 月 ，第 9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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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的货币理论及其演变》
一书 。 可以说 ，这是我国最早深人研究凯恩斯理论的专著 。

① 陈指出 ：

“

凯

因斯先生的
一般理论推翻了传统的价值分配论与货币理论的分野 ，他把价值与价格打成

一

片 ’造成
一

部一般理论或是全体出产与雇佣的理论 。 这至少在方法方面 ，他 自 己也这样承认 ， 已经跳出传统的经

济学的范围 ，
而步人另

一

个崭新的境地 。

”

②因此
，
陈国庆是在理解 《通论》理论思想的基础上阐述凯恩

斯的货币思想 ，更为客观且更为深人 ，
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同时代西方学者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 。

陈国庆认识到《通论》 中 的经济思想主要围绕总产出进行论述 ，
而货币理论的 目 的也在于为总

产出服务 。 他探讨了 《通论》 的三个立足点 ：消费者倾向 、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论 ，讨论了 消费者和

投资者的心理法则以及消费函数 ，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货币理论中的流动性偏好 、货币 的供给与需

求 、银行如何控制货币量等问题 。 他非常清晰地指出货币扩张会降低利率 、刺激投资 、提高收入 ，并

在其中正确运用 了乘数理论 。 但是他没有涉及劳动力市场和总需求如何影响产出和就业问题 ，陈

国庆更加关注的应该还是凯恩斯货币思想 。

此时 ， 中国已经有学者以凯恩斯专著
“

三部 曲
”

的出版时间作为标准 ，将凯恩斯货币思想的发展分

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
“

现金余额说
”

，完全信奉 由英国剑桥大学教授 Ａ ． 马歇尔和 Ａ． Ｃ ． 庇古提

出的货币数量论 ；
第二个阶段为

“

货币价值的基本方程式
”

，是对于传统货币数量论的修正 ，将利率 、现金

余额以及各种物价的决定联系起来 ；
第三个阶段则为

“

物价的一般理论
”

，对货币数量论持反对意见 。
③

在诸多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

2 0 世纪 3 0 年代末至 4 0 年代 ， 以凯恩斯货币思想为基础建构货币理论

体系的货币学著作陆续问世 。 新的货币理论体系有别于以往主要分析货币 的职能与本位制的货币学

体系 ，
两部代表著作分别为马寅初的《通货新论》和刘涤源的 《货币相对数量说》 。

1 9 4 4 年
，

马寅初新

著 《通货新论》 ，着重分析稳定币制的问题 ，
借此评述费雪 、马歇尔 、庇古 、凯恩斯货币数量说的不同 。

他所强调的货币的需求强度 、预防意外支出 、交易利益 、生产和消费以及心理因素等 ，与凯恩斯就业理

论中的
一些必要因素如货币 的需求弹性 、货币 的边际效用 、货币偏好等

，
有着惊人的相似 。

？ 1 9 4 5 年
，

刘涤源出版《货币相对数量说》

一

书 ，用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建构其货币相对数量说 ， 弓 丨人均衡的概念 ，

并考虑到生产弹性 、时间因素及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数量与物价关系的影响 。
⑤

此外
，
曾 留学英国伦敦大学 、剑桥大学 ，聆听过凯恩斯课程的藤茂桐 1 9 4 5 年出 版的 《货币新

论》
一书亦评价了凯恩斯的货币理论 ，认为

“

凯氏的理论 ， 在于探讨短期均衡 ，并非分析动态经济程

序
”

。
？ 对于凯恩斯的投资与储蓄恒等 、利息理论 、倍数理论等都进行 了介绍和评析 。 同样留学于

英国剑桥大学的樊弘于 1 9 4 7 年出版 《现代货币学 》

一

书 ，他将货币理论的发展分为货 币价值研究

时期和货币经济研究时期 ，认为后
一

时期的研究范围更为宽广 。
⑦ 樊弘指出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属

于货币经济理论 ’并重点介绍了投资储蓄理论和利润利息理论 。

当然 ， 民国时斯亦有学者对凯恩斯货币理论持批驳的观点 ，代表人物是著名的 自 由 主义经济学

家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蒋硕杰 。 1 9 4 3 年 ， 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办的 《经济学刊 》

① 遗憾的是 ，
暂无法找到 《 凯因斯 氏的货 币理论及其演变》这一专 著 ， 因 此本 文主要关 注陈 国 庆 同期在 《经济 学报 》发表 的

论文 《新经济理论与 新货 币 理论》 。 其侄女婿的回忆录中 曾提及陈 国 庆与 凯 恩斯的私人交往 ， 原 文为
“

凯 因斯 曾 为此 亲笔致 函作

者
，
称赞他在 东方从事这项研 究工作难能可责 的精神及取得的成就

”

。
ｈ
ｔ ｔ
ｐ ：
／／ ｅｄｕ． ｉｆｅ ｎ

ｇ
．ｃｏｒａ／

ｇ
ｕｎｄｏｎ

ｇ
／ｄｅｔａ ｉ ｌ

＿

2 0 1 1
＿

0 3／ 2 1／ 5 2 7 4 6 7 5
—

0 ．ｓｈｔｍｌ ｏ

② 陈 国庆 ： 《 新经济理论与 新货 币理论》 ， 《
经济学报》 第 1 期

，

1 9 4 0 年 5 月
， 第 2 1 1 页 。

③ 参见钟淦恩 《 凯恩斯 的货 币理论 （
上 ） 》 ， 《

经济汇报》 第 7 卷第 1 0 期 ， 1
ＳＭ 3 年 5 月 1 5 曰 。

④ 马寅初
： 《通货新论 》 ，

商务印 书馆 1 9 4 4 年版 。

⑤ 刘涤源 ： 《 货 币相 对数量说》 ， 中 华书局 1 9 4 5 年版 。

⑥ 张家骧 、 万安培 、 邹进文编 ： 《 中 国货 币 思想史》 下
， 第 1 0 8 4 页 。

⑦ 樊弘 ： 《现代货 币 学》 ，
商务印 书馆 1 9 4 7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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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ａ

）上发表《论投机与收入的稳定性 》
一文 ，对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进行批评 ，并对凯

恩斯有关投机性货币需求如何能够使投资冲击转化为支出波动 的说法提出挑战 。 他采用 2 0 世纪

2 0 年代大繁荣时期和 1 9 2 9 年股票市场崩溃时的美国统计资料支持 自 己的论点 。
？ 蒋硕杰的有力

批驳 ，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当时的 中国学者对于凯恩斯经济理论并非完全盲从 。

（
二

） 中 国近代财政思想的新发现

凯恩斯虽然没有财政学专著问世 ，但是《通论》 的出版却标志着西方财政理论的
“

革命
”

。 凯恩

斯主张扩大政府职能 ，
塑造

“

大政府
”

的主体特色 ，政府不再仅仅充当
“

守夜人
”

的角色 ，
而应积极干

预社会经济活动 ；
他一反传统财政理论中的

“

就财政论财政
”

，转而
“

就经济论财政
”

。

当时 ，关注国际经济学的中国学者很快对西方财政理论的这
一

“

革命性
”

的变化做出 了反应 。

姚庆三的 《现代货币思潮及世界币制趋势》
一

书专门分两节
“

公共建设政策之理论
”

和
“

公共建设政

策之例证
”

介绍了凯恩斯的财政理论和财政政策 。 在财政理论方面 ，姚庆三主要介绍了凯恩斯财

政理论对传统平衡预算理论的冲击 。 他认为 ，传统的平衡预算理论以每
一

年度预算平衡为 目的 ，而

当时的财政新思潮则以长期预算平衡为 目 的 。 姚赞成后者 ，试图用经济周期理论进行分析解释 。

在经济衰落时期 ，政府税收减少 ，
同 时又应积极推进公共建设 ，

以增加就业人数 ，
导致支出反而增

加 ，所以赤字在所难免 ，
但此种亏空可以用繁荣时期的预算盈余来弥补 ；

在经济繁荣时期 ，政府税收

既可增加
，
同时因失业人数减少 ，公共建设亦可从缓进行 ，使得支出反而减少 ， 因此预算不但可以平

衡
，
且或反有盈余 ，此种盈余即可用于抵偿衰落时期的财政赤字 。 所 以 ，

从短期看 ， 预算不平衡 ， 财

政不健全 ，而从长期看 ，预算可以达到平衡 ，财政是健全的 。
② 在财政政策方面 ，姚庆三主要介绍 了

受凯恩斯财政思想影响的美 、德 、意等国实施的公共建设政策 ，认为这些国家通过公共建设促进了

经济发展 ，解决了就业问题 ， 中国应该仿行 。 他指 出 ：

“

罗斯福总统挟美国丰富之资金 ，
以实现其复

兴计划 ， 固无足奇 ，
而贫困如德 、意 ，竟亦能完成其伟大之公共建设 ，何哉 ？ 盖德 、意两国在独裁政治

之下 ，其政府当局能以坚决之毅力 ，抛弃 自 由放任之传统政策 ，
而采用有计划之统制政策固耳。 我

国失业问题之严重 ，甚于德国 ，
而荒地太大 ，粮食不能 自给 ，尤酷似意 国 ；

公共建设既可解决失业问

题
，
又可发展 国民经济 ，德 、意两 国之经验 ，

不亦足资吾人之取法乎？

”

？姚庆三还主张运用公债来推

动公共建设 。 他建议学习德 、意两国 ，设立国民经济建设委员会以统筹公共建设特别预算 ， 以公债

政策作为筹款的主要方式 ，外加利用外资 。 姚庆三熟识凯恩斯的投资乘数财政理论 ，认为
“

社会所

得之增加额亦必远较此项公共建设之原投资额为大 ，其倍数可称为投资倍数
”

。
④ 这从

一

个侧面证

明 了增加政府投资的合理性 ，基本上把握了乘数理论的实质 。 总的看来 ，姚主张的财政政策是基于

凯恩斯财政理论和美 、德 、意等国 的实践 ，关键点在于利用公共建设 ，增加财政赤字来推动经济建

设 ，

“

这可能是中 国最早的类似政策建议
＂

。
⑤ 1 9 4 0 年 3 月 《财政评论》刊 出的徐宗士 《英国经济学

家凯恩斯》
一

文 ，对凯恩斯在财政学上的贡献也给予很高的评价 。 文章开篇指出 ：

“

假使我们要指

出 近代经济学界
一

颗最灿烂的明星 ，我们不能不推崇凯恩斯 。

”

该文认为 ，

“

凯恩斯的学说 ，不但影

响了英国经济政策 ，
而且与各国现行经济设施 ，亦不无联系 。 美国罗斯福总统所行新政与亏空财政

政策 ，
以及德国 国社党所行经济财政政策 ，不难于凯恩斯学说中找寻理论的依据

”

ｏ
？

① 蒋琐杰
：

“

Ａ Ｎｏ ｔｅ ＯｎＳ
ｐ
ｅｃ ｕｌａ ｔ ｉｏｎＡｎｄＩ ｎｃｏｍｅＳ

ｔ
ａｂ

ｉ
ｌ

ｉｔｙ ， 

“

Ｅｃｏ ｎｏｍ ｉ
ｃａ

，


Ｖｏｌ．  1 0  （ 1 9 4 3 ）
， ｐｐ

．
 2 8 6
￣

2 9 6 。

② 参见姚庆三 《现代货 币 思潮及世界 币 制趋势 》 ， 国 民经济研究所 1
9 3 8 年版 ， 第 2 4 5

—

2 4 6 页 。

③ 姚庆三 ： 《现代 货 币 思湖及世界 币制趋 势》 ， 第 2 4 9 页
。

④ 姚庆三 ： 《凯恩斯货 币理论之演变及其 最新理论之分析 》 ， 《 国民经济》 第 1 卷第 2 期 ， 1
9 3 7 年 6 月 ， 第 7 4 页 。

⑤ 参见孙 大权《 中 国 经济学的成长
——

中 国经济学社研究 （
1 9 2 3
—

1 9 5 3
） 》 ， 第 2 7 9 页 。

⑥ 徐宗士  ： 《英 国经济学 家凯恩斯》 ， 《 财政评论》 第 3 卷第 3 期 ， 1 9 4 0 年 3 月
， 第 1

6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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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丽智 邹进文 ／ 凯恩斯经济 思 想在近代 中 国 的传播 与影 响

1 9 3 6 年 《通论》 出版后 ，
虽然凯恩斯财政理论很快就传入 中国 ，但是对于宏观经济发展与经济

政策等具体实践方面影响甚微 。 主要原因在于战时中 国财政窘迫 ，
通货膨胀严重 ，缺乏运用凯恩斯

财政理论 、政策等现实社会经济条件 。 中国学者更多关注的是战时财政 ，
无论战时税收论还是战时

通货膨胀论均以筹集战费为主要 目标 ，从而忽视了公共建设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
三

）
就业理论的争鸣和阐释

严格意义上说 ，凯恩斯的 《通论》 思想并不仅仅起源于 1 9 2 9 年世界经济大萧条 ， 可以更早地追

溯到 2 0 世纪 2 0 年代英国经济的长期慢性萧条 。
？ 在长期慢性的萧条过程 中 ，失业成为

一

个关系

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受到 了凯恩斯的极端重视 ， 《通论》的全称即是《就业 、利息与货币通论》 。 世

界经济大萧条后 ，失业问题越发凸显 ，
也引发 了 中国学者的积极思考 。

1 9 4 6 年 ，关于
“

中 国是否已经达到充分就业
”

问题
，
学术界再次展开 了

一系列 的争论 。
② 引起

这场争论的是徐建平 ，他的观点是 ：

“

就 目前的 中国就业情形讲 ， 因为本国货的价格仍在上涨 ， 固仍

可从
‘

货币 的有效需求增加而就业量不增
’

来推论
‘

业 已充分就业
’

。

”

③吴大业也支持中 国 已经达

到充分就业的观点 ，表示 ：

“

我们认定现在通货膨胀之下 ，有效需要已经太多 ，
达到

‘

过分就业
’

。

” ④

并进
一

步指出 ：

“

当有效需要 （ 即社会总支出 ） 增加时 ，就业反应 已无弹性 ，
即 到 了克因斯的充分就

业 。

”

⑤他们都认为当时中 国的通货膨胀致使 中 国 已经达到充分就业 ， 因此明确反对政府再发行货

币来刺激经济增长 。

对此 ，徐毓枬 、甘士杰 、丁忱两 、桑恒康等人表示反对 ，认为中国没有达到充分就业。 徐毓枬曾

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 ’亲 自聆听过凯恩斯讲课 ，并在中国高校系统讲授凯恩斯的通论课 。 他还是凯

恩斯《通论》 的最早翻译者 ，实际上早在 1 9 4 8 年他的译稿就已经完成 ， 由于时局动荡不安 ，直到 1 9 5 7

年才由三联书店出版 ，
后由商务印书馆再版 ，列人汉译名著丛书之

一

，直至今天还在不断翻印 。 针对
“

中国已经达到充分就业
”

论
，徐毓枬于 1 9 4 7 年在《经济评论》上连发两篇文章加以反驳。

⑥ 徐毓枬指

出 ， 当时确有
一

种理论认为通货膨胀可以致使经济达 到充分就业 ， 但需要一定的理论前提 ， 如 ：

“

（ ａ ）货币工资在未达充分就业以前 ，
不随物价之涨而涨 ，但

一达充分就业 ，则与物价作同 比例的增

加 ； （
ｂ

）劳工间有 自 由竞争 ，雇主可以在最低廉时雇用工人 ，故在未达充分就业以前 ，
已就业者怕未

就业者竞争 ，不敢抬高货币工资
； （

ｃ
） 通货膨胀对于消费倾向本身并无多大影 响 。

”

⑦而这三个前提

在当时的 中国都不成立。

财政金融专家甘士杰更加着力于中国的现实问题 ，他指出凯恩斯 的充分就业理论是建立在英

美高度工业化的经济社会和 自 由放任的经济组织基础上 ，与中 国仍处于落后的农业社会且人为统

制 因素过盛的局面有着天壤之别 。 中 国农民 占全国人 口总数 8 0 ％以上 ，并没有完全就业
；

新兴工业所

提供就业机会比重较少 ，
且

“

人浮于事
”

、

“

毕业即失业
”

现象非常多 。 他指责通货膨胀和战争对于中

国经济的破坏 ，
并进

一步表示政府强迫劳工增加工作 、从 国外输人新式生产设备 、提高工人生活水准

① 方福前
： 《从 〈货 币 论〉 到 〈 通论 〉

——凯恩斯经济思想发展过程研究》 ， 武汉大 学 出 版社 1 9 9 7 年版 ， 第 3 7 頁 。

② 早在 1 9 4 2 年 1 0 月
，
杨叔进 即撰文 《

“

充分就业
”

理论与我 国战 时经济政策 》 ，
载 于《

经济建设季刊 》 第 1 卷 第 2 期 ， 第 9 2
—

1 0 8 页 。 文 中指 出 中 国学者 已经在按照凯恩斯的理论讨论 中 国是 否达到 充分就业 问题。

③ 徐建平 ： 《 目 前 中 国 已达充分就业 》 ， 《
经务评论》 第 2 卷第 2 期 ，

1 9 4 7 年 1 0 月 1 1 日
， 第 8 页 。

④ 吴大业 ： 《有效需要过 多还是不足 ？ 答徐疏枬先生 》 ， 《 经济评论 》 第 2 卷 第 1 2 期 ，
1 9 4 7 年 1

2 月 2 0 日
，第 1

4 页 。 关于过度

就业问题 ，
可参见吴大业 《再论超充分就业与 生产 ： 答邵循恺先生 》 ， 《 经济评论》 第 2 卷第 2 0 期 ，

1 9 4 8 年 2 月 3 1 日 。

⑤ 吴大业 ： 《就业与 生产——并答李立 中 先生 》 ， 《 经济评论》 第 2 卷 第 8 期
，

1 9 4 7 年 Ｉ Ｉ 月 2 2 日
，
第 6 页 。

⑥ 参见徐毓枬 《 目 前 ｔ 国是否 已达到充分就业》 ， 《 经济评论 》 第 〗 卷第 2 2 期
，

1 9 4 7 年 8 月 3 0  0 
；
《再论 目 前 中 国是否达到充

分就业 ： 兼论增加生产之道 》 ， 《 经济评论》 第 2 卷第 1 2 期 ， 1 9 4 7 年 1 2 月 2 0 曰 。

⑦ 徐毓枬 ： 《 目 前 中 国是否 已达到充分就业 》 ， 《 经济评论 》 第 1 卷第 2 2 期 ， 1 9 4 7 年 8 月 3 0 曰
， 第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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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增进效能等都可以使就业量大大增加 ，产量也因此可以增加 。 所以 ’ 中 国并没有达到充分就业 。
①

理论与现实相结合 的反驳似乎更具说服力 ，

“

中国没有达到充分就业
”

论 占据了上风 。

“

充分

就业
”

之争表面上是经济名词之争 ，实质上是对于西方经济理论理解不同而产生的争论 ， 归根到底

是在关注讨论中 国是否可以增加就业 、如何增加就业的问题 。 因此
，这场争论虽然看似荒唐 ，

但确

实具有
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经过讨论 ，徐毓枬越发认识到凯恩斯就业理论不适用于中 国现实 ，遂专门撰文介绍凯恩斯的就

业理论 ，
探讨在以私人企业为主的资本主义体系下为什么会存在短期失业现象 。 他阐述了摩擦失

业 、 自愿失业和非 自 愿失业的概念和特点 ，并从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的决定理论人手 ，得出短期失

业缘于投资小于储蓄的结论 。 还将就业的变动理论引 申运用到如何解释经济周期 。 最后 ，他肯定

了凯恩斯的主张 ， 即在维持以私人企业及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下 ， 国家应该运用

租税制度 、利率以及其他方法来干预投资与储蓄 。
② 为了进

一

步明晰就业理论发展的脉络 ，徐毓枬

还详细对比庇古和凯恩斯的就业理论 ，
试图厘清二者之间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

③

曾 留学西欧多国的褚葆
一也撰文介绍了

“

供给创造其本身之需求
”

的
“

叟依 （萨伊 ）法则
”

与凯

恩斯
“

以市场之有效需求为其推论之核心
”

的就业理论的差异 。 他认为 ，凯恩斯在就业理论方面的

最大特色是宏观分析 ，是
“

以整个经济制度之活动为其分析之对象
”

，
而

“

以前各家之理论 ， 每多着

眼于局部经济机构之观察 ，对于细微末节不惜反覆检讨 ， 而于全局变动 ，及整个趋势反加忽视 ，致蹈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讥
”

，而凯恩斯
“

则跳出显微镜分析之限制 ， 而用望远镜加 以观察 ， 向整体经济

学迈步
＂

。
④ 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的万典武 1 9 4 8 年发表《凯恩斯派与古典派关于充分就业的论

争 》
一文 ，分析了凯恩斯与古典学派在充分就业方面的歧见 。 该文指出 ，古典派首先假定充分就业

已经存在 ，他们对失业问题不加讨论 ，认为只要市场完全而劳动力又有完全的流动性 ，则充分就业

的情形必然与静态均衡同时达到 。 而凯恩斯则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衰退为背景 ，创造出因缺乏
一

般的
“

有效需求
”

而发生
“

非 自愿失业
”

的学说 ，并提议以增加投资来刺激繁荣 ，从而消灭
“

非 自愿

失业
”

，达到充分就业 。
⑤

1 9 4 9 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浦山在其博士学位论文 《技术进步与就业》

一

文中秉持反对

新古典经济学的立场 ，坂依于新崛起的凯恩斯主义 。 他依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凯恩斯的收人决

定理论 ，
建立了一个包含技术进步的模型 ，

运用静态与动态 比较方法分析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 。

他认为 ：

“

自从凯恩斯的 《就业 、利息与货币通论》 出 版以来 ，
在劳动力就业的经济理论方面已 经取

得了许多进步 。 特别是作为凯恩斯理论重要贡献的消费函数 的决定因素和作为近来所有动态商业

周期理论基石的弓 Ｉ致投资支出的决定 因素这两大问题 ，
无论是在理论构建还是在统计估计方面都

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

”

？在论文中 ，浦山多处征引凯恩斯 《通论》

一

书的观点分析就业问题 。

总而言之 ，关于就业理论 ，学者们更多的是从理论层面讨论这
一

问题 。 大批学成归 国的 中国 留

学生成为这场讨论的主力军 ，讨论中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多是 国际上经济学的前沿问题 ，就业理论的

相关概念 、逻辑关系 、最终结论以及政策建议等均列为讨论的对象 。

① 参见甘士杰《 凯恩斯 （ Ｊ ．Ｍ ．Ｋｅｙｎｅｓ ）论充分就业 ：兼论中 国 目 前是否 已达 充分就业 》 ， 《新 中华 》 第 6 卷第 1 0 期
，

1 9 4 8 年 5

月 1 6 日
， 第 4 4— 9 页 。

② 参见徐敲枬《 凯恩斯就业通论 简述》
， 《社会科学 （ 北平 ） 》第 4 卷第 1 期 ，

1 9 4 7 年 1 0 月 ， 第 9 1 

一

1 0 8 页
。

③ 参见徐毓枬《就业通论 以前 的皮古教授之就业理论 》 ， 《社会科 学 （ 北平 ） 》 第 4 卷第 2 期 ，
1 9 4 8 年 6 月 ， 第 2 9

—

5 4 页 。

④ 祐葆一 ： 《凯恩斯 氏的就业理论 》 ， 《 实 业金融 》 第 1 卷第 2 期 ，
1 9 4 8 年 7 月 ， 第 1 1 页 。

⑤ 万典武 ： 《 凯恩斯派与 古典派关于 充分就业的论争》 ， 《财政评论 》 第 1 8 卷第 1 期
，

1 9 4 8 年 1 月 ， 第 4 9
一

5 9 頁 。

⑥ 浦山 ： 《 浦山集 》
，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2 0 0 6 年版

，
第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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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与其他 学派经济思想的 比较研究

在凯恩斯与其他学派经济思想的 比较研究中 ，海外中 国留学生是最为重要的
一

个群体。 其中 ，

曾于 1 9 2 2— 1 9 2 7 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的袁贤能 、
1 9 3 7— 1 9 3 9 年在英国剑桥大学

进修的樊弘 、 1 9 4 7
—

1 9 4 8 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的雍文远等起了主要的推动

作用 。 在 国内攻读学位的老一辈经济学家 ， 如胡代光等 ，
也进行了相关研究 。

雍文远是较早进行比较研究 的 中 国学者之
一

。 1 9 4 5 年 ，他准确把握西方经济学发展 的脉搏 ，

对哈耶克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进行了 比较。 雍文远深人分析二者理论上的差异 ，认为同样是解释

经济衰退和失业增加 ，哈耶克用的是
“

投资过剩说
”

，而凯恩斯用的是
“

投资消费不足说
”

，
因而结论

不同 。 并进
一

步表明 ，认为如果达到充分就业 ，哈耶克的理论是正确的 ；而如果没有达到充分就业 ，

则凯恩斯的理论更加实用 。 雍还分析了哈耶克的货币 中立思想和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思想 。 他支持凯

恩斯提出的国家对投资市场进行掌控的主张 ，认为在有效需求不足时 ， 国家可以 自行投资以补救 自 由

投资市场的不足 ，

“

此种公共投资政策如果运用得当 ，
不仅可以提高

一

般就业水准 ，
而且可以避免经济

恐慌的发生
”

。 在谈到中 国的现实问题时 ，
雍认为 中 国 当时的主要 问题是通货膨胀下有效需求过

剩 ，解决中国 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遏制通货膨胀。 他说 ：

“

其实 ，要将西洋任何人的全部学说无条

件地来解释中 国战时问题 ，都是很危险的 。

”

①

樊弘不仅比较了凯恩斯和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异同 ， 而且对凯恩斯和传统剑桥学派经济思想进

行了 比较 。 樊弘推崇马克思经济思想 ，他直截了 当地指出 ，

“

凯衍斯的研究始终亦 尚未跳出 马克思

的巨掌之外
”

。
？ 认为 ，

马克思所暗含的利润率大于 、小于 、等于利息率的思想涵盖了凯恩斯 的思

想 。 樊弘同时也肯定了凯恩斯独特的学术贡献 ，认为其在马克思理论基础上 ，探讨了生产技术不变

条件下的失业问题 ，具有相当程度的创新性 。 而马克思较凯恩斯伟大之处 ，在于马克思认为不消灭

资本主义 ’失业问题将是永远存在的 ’所以无产阶级必须要夺取政权 。 樊弘认识到经济学的新旧理

论是有传承关系的 ，而且会随着经济状况变化而不断发展完善 ， 因此
，
他继而对凯恩斯和传统剑桥

学派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比较。 他通过分析剑桥大学教授罗博生 （
Ｄ．Ｈ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ｏｎ

） 与凯恩斯长约 1 0

年的争论 ，试图将两种思想融合在
一

起 。 他认为凯恩斯和传统剑桥学派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对立 ，
而

是可 以取长补短 ，相得益彰 。 所 以 ，

“

更伟大的经济的理论 ，应 当建筑在兼有二者之长而无其短的

更高一级的基础之上
”

。
？

袁贤能则主要比较了凯恩斯和穆勒的经济思想 ，
他开宗明义地指出 ，凯恩斯的理论

“

亦始终未

跳出弥尔 （
ＪｏｈｎＳｔｕａｒ ｔＭ ｉ ｌｌ

） 的巨掌之外
”

。 他认为凯恩斯的理论不是新发现 ，

“

只不过是正统学派

的学说的推论罢了
”

，但他也肯定了凯恩斯的
“

小小贡献或修正
”

， 即弥补了传统经济学派的缺点 ，

承认了失业问题的存在 。
④

胡代光则将凯恩斯与亚当 ？ 斯密和马克思相提并论 ， 指出凯恩斯和马克思
“

已经做了正统派

理论的叛逆
”

，

“

他们都根据另一种假定 ，
建立另

一

种理论结构
，

以解析现社会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活

动
”

，虽然他们的理论本身未必完全正确 ’


“

可是他们却建立了不少正确的观念 ，提供了很多实际的

建议 ，颇有耐人深思的地方
”

。
⑤ 胡 氏的观点可以说 比较客观 、辩证 、不激不随 。

1 9 3 6 年 《通论 》 出版后 ， 中 国学术界围绕凯恩斯经济思想展开热烈讨论的 同 时 ， 中 国大学

① 雍文远 ： 《从海克与 凯恩斯的一般理论谈到 中 国的 经济问 题》 ， 《金融知识 》第 4 卷第 1
、

2 合期 ，
1 9 4 5 年 7 月 ， 第 5 2 、

5 4 页 。

② 樊弘 ： 《 凯衍斯和 马 克思 》 ， 《 经济评论》 第 1 卷第 8 期 ，
1 9 4 7 年 2 月 1 0 曰

， 第 3 页 。

③ 樊弘 ： 《 罗博 生和 凯衍斯 》 ， 《 学原 》 第 1 卷 第 6 期 ， 1 9 4 7 年 1 0 月 ， 第 7 7 页 。

④ 袁贤能 ： 《凯衍斯 与 弥尔 》 ， 《 经济评论》 第 1 卷第 1 4 期 ， 1 9 4 7 年 7 月 5 曰
， 第 1 4 、 1 6 页 。

⑤ 胡代光
： 《凯恩斯 与 马克思 》 ， 《财政评论 》 第 1 8 卷第 3 期

，
1 9 4 8 年 3 月

， 第 6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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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忒ｊＬ游窀 2 0 1 5 年第 1 期


经济系也开始设置系统讲授凯恩斯经济理论 的课程 。 凯恩斯经济理论被纳人大学教育体系 ，

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 中 国进
一

步传播的重要标志之
一

。 1 9 3 8 年上半年 ，
迈克尔 ？ 林德赛

（ Ｍ ｉｃｈａｅｌＬｉｎｄ ｓａｙ） 来到燕京大学 ， 他写了一本 《
Ｋｅｙｎｅ ｓｆｏｒ

Ｂｅｇ
ｉｎ ｎｅｒｓ 》 （ 《凯恩斯人 门 》 ） 作为教

材
，
正式开始宣讲凯恩斯理论。

？ 随后 ， 凯恩斯的教学与研讨在西南联大也得到推广
’
徐毓枬

成为主要的推动者 。 同期 ，
国立武汉大学 、安徽大学 、重庆大学等教育科研机构均有知名教授

系统讲授 、研究凯恩斯的经济理论 。 抗战胜利后 ，
南开大学成为凯恩斯理论的重要研究基地

之
￣＂

ｏ

受此影响 ，
当时不少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学位论文 ，是以凯恩斯经济思想研究作为选题 ， 这从另

一个层面反映出凯恩斯经济思想对于中 国经济学界的深远影响 。 如燕京大学的本科生学位论文有

《管理通货与稳定物价之研究 》 （吴奎龄 ，

1 9 4 0
） 、《就业理论之研究》 （董伟林 ，

1 9 4 5
） 、 《凯因斯国际

收支机构学说 》 （邓有宗 ，

1 9 4 6
） 、 《现代利息理论之争辩 》 （ 黄金环 ，

1 9 4 6
） 、 《从凯因斯就业理论看中

国工业建设》 （ 吴其进 ，
1 9 4 7

）等② ；武汉大学经济系 1 9 4 5 、
1 9 4 6 年本科生学位论文有 《凯恩斯银行利

率理论的分析与批判 》 （杨叔湘 ，

1 9 4 5
） 、 《凯恩斯金融学说述评》 （ 刘兆丰 ，

1 9 4 5
） 、《凯恩斯利息学说

的综合研究 》 （ 万典武 ，

1 9 4 5
） 、 《论凯恩斯价格决定之理论 》 （

王善同
，

1 9 4 6
） 、 ？凯恩斯货币理论述

评 》 （ 何爱友 ，

1 9 4 6
）等 。

③ 此外 ，于 1 9 3 9 年获武汉大学经济系硕士学位 、

一生致力于研究凯恩斯学

说的刘涤源 ，其硕士学位论文 《货币相对数量说》 即是 以凯恩斯经济思想为指 弓 丨构建其货币理论 ，

该论文获中央研究院
“

杨铨学术奖
”

。 南开大学 1 9 4 3 年人学 、
1 9 4 5 年毕业的第七届研究生雍文远

的学位论文选题为 《皮古与凯 因斯就业理论之比较研究》 ｏ
？

凯恩斯理论在西方世界不仅引 发 了经济学的革命 ，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 了 资本主义 的航

向 ，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纷纷援引凯恩斯经济理论来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 在 国际潮流 的带动

下 ， 中 国学界从开始探索认识凯恩斯 的货币 思想 ， 应货币 改革 的现实要求探讨其管理通货思

想 ， 到辩争与 中国 现实有
一

定差距的财政理论 、就业理论 （ 总生产理论 ） ，再到将凯恩斯理论与

传统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 比较研究 ， 中 国学者对于凯恩斯经济思想 的认识逐步深化 。
一部分

学者坚决支持凯恩斯经济思想 ， 但范围主要局 限在其管理通货理论 ， 如顾翊群等
；
也有学者对

凯恩斯经济思想持反对的观点 ， 如蒋硕杰等 ；
还有

一

部分学者在研读过程 中有破有立 ，如雍文

远 、胡代光等 。

相对而言 ，基于特殊的学科背景与学术脉络 ，海外留学生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认识更加深化 。

他们中的大部分学者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解读与分析讨论 ，但是他们在治学道路

上或多或少地采纳了凯恩斯的分析方法。 以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中 国学者为例 ，方善桂 、谢

强 、王念祖 、桑恒康等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均大量运用了凯恩斯的逻辑思路和分析方法 ，这表 明他们

①ＰａｕｌＢ ．Ｔｒｅｓｃｏ ｔｔ
， 

”

ＨｏｗＫｅ
ｙ
ｎｅｓ ｉ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Ｃａｍｅ ｔｏ Ｃｈ ｉｎａ

＂


，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
ｙ 

ｙＶｏ ｌ． 4 4
，Ｎｏ ． 2

（
2 0 1 2

） ， ｐｐ
． 3 4 4

＿

3 4 5 ． 迈 克尔 ？ 林德赛 （
Ｍ ｉｃｈａｅｌ Ｌｉｎｄｓａｙ ） 于 1 9 3 7 年就读 于英国剑桥大学

，
聆听凯恩斯的讲座 ， 熟识凯恩斯的学术思想 。 他接受庚子

赔款的
“

中 国文教促进基金会
”

项 目
，任教于燕京大学 。

② 参见燕京大学学位论文库 ，

ｈｔｔｐ ：
／／ｔｈ ｅｓ ｉｓ ． ｌｉ

ｂ ．

ｐ
ｋｕ． ｅｄｕ ．ｃｎ／ ｄｌｉｂ／Ｌｉｓｔａｓ

ｐ
？ ｌａｎ

ｇ 

＝

ｇ
ｂ＆ＤｏｃＧｒｏｕｐ ＩＤ

＝
 1 1

，

2 0 1 4 年  5月  2 7 曰
0

③ 参见王经伟 《 民 国 时期经济学学位论文经济思想研究——以 民 国时期 武汉大学 经济学 系 学位论文为研究视角 》 ， 博 士学

位论文 ，武汉 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 2 0 1 3 年 。

④ 参见李翠莲 《 留 美 生与 中 国经济学 》 ， 南开大学 出版社 2 0 0 9 年版
， 第 2 8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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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已经非常熟识。
？ 另外一个较为突出 的例证是关于国 民经济统计问题 ，

正

是基于凯恩斯创立的 以总量指标为主要分析对象的宏观经济学理论 ，
以国 家为本位的数量分析和

政策取向被强化 ， 国 民经济统计遂成为政策选择的依据 。 在这
一

领域 中 ， 留学哈佛大学并获得博士

学位的巫宝三②贡献较大 ，在联合国出版的《 国 民收人统计 1 9 3 8
—

1 9 4 7 年 》中收录了其所提供的中

国 1 9 3 3 、
1 9 3 6 和 1 9 3 7 年的国 民收人有关数据 。 另外 ， 曾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并获得硕士学位的统计

学家金国宝于 1 9 4 8 年出版了 《凯恩斯之经济学说》
一

书 ， 因暂时无法获得相关资料留待 日 后进
一

步发掘 。

除了解读凯恩斯经济理论 、使用凯恩斯分析方法以外 ，许多中国经济学者也试图运用凯恩斯理

论来解决中 国的现实经济问题 ，提出具体的政策主张 ，如姚庆三主张设立 国民经济建设委员会 ，运

用公债来推动公共建设 ，这些主张从理论上而言 ，有助于推动当时经济发展 ；但事实上 ， 这些主张并

没有真正转换为现实政策 。 其中原因并不在于对凯恩斯经济理论认识上 的欠缺 ，而是因为 战争期

间 中 国政府关注更多的是战费的筹措 ，
而非经济的真正恢复及发展 。 从理论层面来看 ，凯恩斯理论

本是应对经济危机的产物 ，但在中 国却遭遇了恶性通货膨胀和战时经济的双重羁绊 ，
因而改变了其

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 。 这也是其在政策操作上所起作用较少的重要原因之
一

。
③ 由于凯恩斯理论

在政策操作上所起作用有限 ，

一些中 国学者对其是否适用于中国提出 质疑 ，他们的思辨最终落脚于

凯恩斯理论的 中国化问题 。

早在 2 0 世纪 4 0 年代初期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王念祖在学位论文 《工业化 、货币扩张 和通货

膨胀 ：
不发达 国家工业化进程研究 》写作过程中 ，就对此问题提出 疑问 。 他认为西方国家的萧条是

伴随着长期不景气的趋势和战后有效需求急剧下降而产生的 ，而中 国等发展 中国家的问题不是经

济萧条而是通货膨胀 ，
主要是 因为这些国家必将 以扩张货币 的手段刺激工业化 。 当时王念祖的导

师是被称为
“

美 国的凯恩斯
”
——汉森 （

ＡｌｖｉｎＨａｎｓｅｎ
，

1 8 8 7
—

1 9 7 5 ）教授 ，
王念祖在学术观点上却

“

和他唱反调
”

，表现出极大的魄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
④ 学者万一华也指出 ， 中国学者在讨论政府

贷款政策时 ，纷纷援用凯恩斯的理论 ，
结果观点大相径庭 ， 出现了 中 国是否 已经达到充分就业 的争

论 。 他认为 ，解决这
一

争论的核心应该在于深入讨论凯恩斯理论能否 中国化这
一

问题 。 他明确提

出
“

凯氏理论不能硬套在 目前的中国
”

。
⑤ 吴大琨也指出 ：

“

有些凯恩斯的信徒们把凯恩斯的那一

套
‘

理论
’

已完全无条件地搬到 中国来应用
——这显然是不适用的

”

；

“

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把充分就

业的理论硬套进中国 的社会里来 ，
不如先集中精力来把一些凯恩斯的基本著作 … … 翻译介绍进

① 方善桂于 1 9 4 1 年获得哈佛 大学博士学位 ， 博士学位论文题为 《经济周 期和国 际收支平衡 》 ； 谢 强 于 1 9 4 1 年 获得哈佛 大学

博士学位 ，博士学位论 文题 为 《
1 9 2 9 年 的转折 ： 主要周 期理论检验尝试 》

；

王念祖于 1 9 4 5 年获得哈佛 大学博 士 学位 ， 博 士学位论文

题 为 《
工业化

、货 币 扩张和通货膨胀 ： 不发达 国 家工业化进程研究》 ；
桑恒康 于 1 9 4 7 年获得哈佛大学博 士学位 ，

博士学位论 文题 为

《 资本形成机制 》 。 邹进文 ： 《近代 中 国 经济学 的发展
——

来 自 留 学 生博士论文的 考察 》 ， 《 中 国社会科 学》 2 0 1 0 年第 5 期
， 第 9 8

—

9 9 页 。

② 1 9 3 6 年 《通论 》 出版后 ，
正在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 的巫 宝三在 上海购 得

一 本
，
随后他赴美国哈佛 大学 留 学攻

读硕士 学位 。 留 学期 间 ，
巫宝 三认真研读 《通论》并大为 折服 ，

遂开始 向 国 内 钮极推广 凯恩斯 的总量分析 法 ，
建设 国 民经济统计体

系 ， 为 宏观经济 决策提供依据 。 1 9 3 9 年
，他重回哈佛 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跟随凯恩斯 门 下 高徒汉森学 习 宏观经济学 ， 同 时跟随库兹

涅茨学 习 宏观统计方法 ，研究北欧的 国 民收入 。

③ 需要补 充说明 的是 ，从统制经济到战 时经济 ， 中 国政府的 确实 施 了 千预经济的政策 ，但是 ， 这与 凯恩斯所提倡 的政府干预

经济是 不同 的 。 中 国实行统制 经济和战时经济 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德 国 历 史 学派 ，
而 凯恩斯的 国 家干预理 论和 中 国统制 经济

的兴起关 系不大 。

④ 参见王念祖 《我 的 九条命
——王念祖回忆录》 ，

中国財政经济 出版社 2 0 0 2 年版 ， 第 5 0 页 。

⑤ 万
一华 ： 《凯恩斯理论能中 国化吗？ 》 ， 《经济周报 》 第 6 卷第 9 期

，
1 9 4 8 年 2 月 2 6 Ｂ， 第 Ｖ 7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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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

”
？

在凯恩斯经济理论中国化问题讨论中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马寅初 。
1 9 4 8 年 8 月 ，马寅初出

版《财政学与中 国财政
——理论与现实》

一书 ，在
“

自序
”

中 ，他专门讨论了

“

凯恩斯的
‘

一般理论
’

与凯恩斯学派的主张于中 国是否适用
”

这
一

问题。 马寅初承认凯恩斯理论的巨大价值 ，但是他同

时强调中国是
一

个落后的农业国家 ， 因此 ，

“

不能以西洋最髙最新的学说来用于中国
”

。
②

马寅初从九个方面论证自 己的观点 。 第
一

， 中国 的小农经济中 ，
经营主与劳动力结为一体 ，无

所谓 自愿失业与不 自愿失业 ；
第二

，在中 国农村中 ，
储蓄者就是投资者 ，

二者 目标
一

致 ，所以投资等

于储蓄不会成为一个难题 ；
第三

，
中 国经济没有达到饱和点 ， 资本仍有较高的边际效率 ，而消费额只

有增加 ，

一时决无减少的趋势 ；第四 ， 中国 的农业经营是农民生存的支柱 ， 即使没有利润也会继续经

营
， 因而利率政策失效 ；

第五 ，劳动力在中 国缺乏流动性 ；
第六

， 中 国的分配不均是在地主与佃户之

间 ，不在劳动力与资本家之间 ；第七 ，在 中国农业经济的现阶段 ， 物资不会过剩 ，
因此类似西方 的经

济恐慌决不致发生 ；第八 ， 中国的现状是百废待兴 ，大规模的工程无法随举随停 ，政府亦无法利用公

共工程投资的增减来调整经济 ；第九 ， 中国政府贪污腐败 ，财政赤字必将产生危机 。

马寅初从中国的具体现实 出发 ，
也即从理论的最初假定入手 ，来探讨凯恩斯理论的中国化问

题 ，得出的结论是 ：

“

凯恩斯的大著以及凯恩斯学派的学 移植于我国 ，实有格格不人之弊 。

”

且进
一

步指出 ：

“

若再就与本国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毫无关系之外 国学说加以详尽的讨论与争辩 ， 实是
一

种精力与时间的浪费 。

” ③可见
，在中国遭遇了具体化与适用性问题的不仅仅是凯恩斯理论 。

总而言之 ，凯恩斯经济思想在中 国的传播 ，对于近代中国经济学界及其理论发展的确起到
一

定

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 遗憾的是 ，它在近代中国并没有像当时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那样能转化成适应

各国现实的经济政策 。 这应该是当时中 国的客观环境使然 。 中 国经济学者清楚地认 ｉ只到 ，在当时

的环境下理论与现实不可同 日而语 ，他们赞成政府的
一些政策选择的同时 ，

也追求 、信仰西方主流

经济理论 。 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割裂 ，反映了这
一

时期中国经济学的 内在张力 。

〔 作者 宋丽智 、邹进文 ， 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 院 副 教授 、教授 ，武 汉 ，
4 3 0 0 7 3

〕

（责任编辑 ： 潘晓 霞 ）

① 吴大琨 ： 《介绍一本关于凯恩斯研究的专 书 》
，
《经济周报》 第 6 卷第 1 7 期

，

1 9 4 8 年 4 月 2 2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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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马 寅初
： 《财政学与 中 国财政——理论与 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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