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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充分信心的预期(是新古典经 济 学 理 论 的 一 个 基 本

假设)%通论&可以看成是对新古典这一假设之革命)凯恩斯的产量

决定过程可以理解为一个乘数过程#该乘数过程也同 时 反 映 为 一 个

市场交易过程*:);’1<中心的交易日)与新古典理论所隐含的交易过

程#即瓦尔拉斯的交易过程相比#:);’1<中心的交易日似乎更接近现

实#而这样一个过程也能很好地解释了货币 的 循 环)对 于 凯 恩 斯 理

论缺乏微观基础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其微观基础不存 在#而 这 恰 恰 是

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与新古典理论相比#凯恩 斯 理 论 更 适 合 于 解 释

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
!!关键词!充分信心的预期#市 场 交 易 过 程#货 币 循 环#宏 观 经

济学的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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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年前#凯恩斯所发表的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堪称经济学说史上

一次伟大 的 革 命)" %通 论&的 发 表 意 味 着 凯 恩 斯 主 义 经 济 学 的 诞 生#其 后#
它便很快地在西方传播开来)凯恩斯所提出的需求管理型的宏观经济政策更

是被各国政策竞相采用#以解决经济中所出现的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

等)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使凯恩斯思想流入中国#并或多或少地被政府用于调

控本国的宏观经济)
然而#凯恩斯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代表西方主流社会价值观的新

古典经济学的不断挑战)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产生于#$世纪?$年代西方

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大恐慌#这样一种产生背景注定了它对市场经济的解

释将无法体现亚当,斯密 ’看 不 见 的 手(的 至 理 名 言)正 因 为 如 此#它 在 某

种程度上与西方主流社会一向引以为豪的价值观相冲突)与此同时#由于传

统的凯恩斯理论#如GHBIJ 模 型 和 KHBKL模 型#其 理 论 体 系 不 够 完 整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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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对微观基础的讨论"#而 $通论%本身又极为晦涩难懂&由上述原因所招

致的新古典学派与凯恩斯学派之间不断的争论使得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

学显得极为混乱’复杂而又极具争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目前西方所流行

的各种 不 同 的 中 级 宏 观 经 济 学 教 材#如M)00, !"==!"和M3)(+&)0E !#$$$"
等#不仅在内容安排上#同时在作者的门派倾向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在中国#尽管许多学者并不排斥凯恩斯主义#甚至也认同与新古 典 学 派

相比#凯恩斯理论更适合于中国#但涉及具体的研究方法时#他们往往会不

知不觉地陷入新古典的分析框架&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凯恩斯主义在中国水

土不服&
本文中#我们将对经济学的两大学派#即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学 派 进 行

一定程度的梳理&我们认为#两大学派的主要区别来源于它们对市场经济的

不同理解&首先我们将回顾新古典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批判&批判

的目的并不在于否定该理论体系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和完整性#而是要揭示

该理论体系中有关经济人行为的一个基本假设&此假设是新古典理论体系构

建的一个关键&然而#这一假设是否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则是一个值得

商榷的问题&与此同时#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对新古

典学派这一假设的革命&接着我们将讨论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体系#并尝试着

理清凯恩斯理论体系中的一些盲点#回答人们对凯恩斯理论的批判&最后我

们将讨论两大学派的理论在中国经济的应用#提出凯恩斯主义更适合中国&

二!充分信心的预期"新古典的批判

新古典理论的核心是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分析&对于一种给定的 产 品#我

们被告知有两条相应的曲线(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它们分别反映了在不同

价格 !包括非均衡价格"水平 下 厂 商 和 家 庭 所 )愿 意*的 供 给 和 需 求&通 常

情况下#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而供给曲线则向上倾斜&两条曲线的交点

被称之为均衡点&该点上供给等于需求#市场得以出清&而与该点相对应的

价格则被称为均衡价格&当市场处于非均衡时 !即供给不等于需求时"#价格

会自动调整#并趋于均衡&此种情况不仅适用于一般的产品市场#同时也适

用于要素 !如劳动力"市场&
使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引以为豪的是#无论是供给曲线还是需求 曲 线#它

们都是通过经济人的最优化过程而导出的&因此#它们通常被认为是反映了

经济人行为的基本特征(理性和自私&为了使我们对新古典体系下经济人行

为的这种理性和自私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新古典体系

下经济人的决策是如何推导出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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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决策

首先$我们将讨论家庭决策%给定产品价格!"""N"$#$&$##$家庭将选

择需求$%" 使得

-)O&"$%"$$%#$&$$%##$ ""#

并满足约束条件

!"$%"’!#$%#’&’!#$%# #($ "##

以上$&"’#为家庭的效用函数(#为产品种类的数量((为家庭收入%该模

型的求解能使我们导出家庭对产品"的需求函数!

$%" )*""($!"$!#$&$!##+ "?#

!!这里$我们有必 要 澄 清 两 点!第 一$一 般 情 况 下$我 们 会 被 告 知 收 入(
是给定的%显然$这是把家庭的消费决策孤立起来%然而$如果从新 古 典 的

)一般均衡*体系出发$我 们 会 发 现 收 入 来 自 于 家 庭 的 要 素 "如 劳 动 力#供

给%为简单起 见$我 们 假 定 家 庭 的 要 素 供 给 是 给 定 的$即 体 现 为 天 然 禀 赋%
这样$收入(就可以定义为

(),"-."’,#-.#’&’,/-./$ ">#

以上$/为要素种类的数量(,0"0N"$#$&$/#为要素0的市场价格(-.0 为要

素0的供给%
第二$家庭在作决 策 时$它 并 不 考 虑 给 定 的 产 品 价 格!" 和 要 素 价 格,0

是否为均衡价格%

"二#厂商决策

我们现在考察某一生产产品"的厂商%它的决策可以表示为!给定产品价

格!" 和要素价格,0$选择要素需求-%0 和产品供给$." 使得

-)O!"$."1","-%"’,#-%#’&’,/-%/#$ "P#

并满足约束条件

$." )2"-%"$-%#$&$-%/#$ "@#

以上$2"’#可以看成是企业的生产函数%对该模型的求解能使我们导出厂商

对要素0的需求函数和产品"的供给函数!

-%0 )%0"!"$,"$,#$&$,/#$ "!#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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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企业在作决策时#它同样不会考虑所给定的产品价格!" 和要素价

格,0 是否为均衡价格$

!三"充分信心的预期%%%新古典的基本假设

从上述对家庭和厂商决策过程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如下事实&
第一#无论是家庭还是厂商#它的最优化过程实际包括了两个方 面 的 决

策&供给和需求$而且#两种类型的决策是同时做出的$给定有关产 品 和 要

素的市场价格 !无论是否为均衡价格"#厂商一方面会做出产品的供给决策#
另一方面则做出其要素的需求决策$同理#家庭一方面会做出消费的需求决

策#另一方面则做出要素的供给决策$
第二#就同一经济人而言#其决策的有效性取决于供给和需求能 否 都 得

以实现$例如#家庭需求决策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在当前的产品价格水平下

家庭能否购买到它所愿意购买的产品数量#同时更取决于它能否在当前的要

素价格水平下出售它所愿意出售的要素供给$
第三#在整个决策过程中无论是产品价格还是要素价格都是给 定 的$家

庭和厂商并不考虑这些给定的价格是否为均衡价格$
第四#上述决策过程仅仅是一种臆想的确定过程$决策并非意味着交易#

唯有交易才能体现决策的有效性#没有交易的决策并不具有任何的现实意义$
第五#尽管在模型中#同一经济人的供给和需求决策是 同 时 做 出 的#然

而在现实中#与此相对应的两种交 易%%%出 售 和 购 买%%%却 存 在 着 一 定 的 时

间差$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古典均衡分析的背后隐藏着经济人 !企业和家

庭"在作决策时所持有的一个关于预期的假设$我们可以把这一假设称之为

’充分信心的预期($

充分信心的预期!给定产品和要素的市场价格 !无论均衡与否"#家

庭和厂商预期它们可以出售 !或购买"任何数量的其愿意出售 !或购买"
的产品和要素$

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上述所谓 ’任何数量(是指家庭和厂商通过优化

过程所得出的最优数量$我们以 ’厂商愿意出售的产品数量(为例 !见图""$
假如企业因生 产 函 数 的 不 同#其 可 能 的 供 给 曲 线 为 图"中 的3"#3# 或

3?$显然#它们是因不同的生产函数由企业的最优化过程!P"%!@"而导出的$
于是#在给定的产品市场价格4下#企业愿意出售的产品数量分别为5"#5#
和5?#即给出不同的供给曲线#我们会有不同的最优产量$特别地#当存在

规模效益不变使得企 业 的 边 际 成 本 为 常 数 时#企 业 的 供 给 曲 线 为 图 中 的3>#
此时企业的最优产量有可能为正无穷$按照充分信心的预期假设#无论最优

产量为多少 !甚至正无穷"#企业都预期它可以出售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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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企业所愿意出售的产量

显然"这一关于经济人预期行为的假设并不适合于一个充满波 动#不 确

定和信息不完全的经济社会$而这样一个社会却正是凯恩斯经济学所设想和

研究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关于 %充分信心&的预期假设并没有得到经济学家

们的足够关注$然而在浩如烟海的经济学文献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相

似的思想火花$例如"Q2’(10)/9 ’"=!!!R6>(曾 经 把 经 济 人 有 关 供 给 和 需

求决策的同时性称之为 %谜&’)(,-)34()而%3,S20’"=@P(等则把新古典学

派所定义的消费 者 收 入 *见’>(式+称 之 为 %概 念 上 的 收 入& ’(,1’,()3’(B
+,-2("而其需求则称之为 %概念上的需求&’(,1’,()3E2-)(E("使之与凯恩

斯的 %有效需求&’2TT2+1’;2E2-)(E(相区别$

’四(瓦尔拉斯的交易过程

我们已经知道"在新古典理论体系中"经济人在做出经济决策时 是 假 定

其所提出的供给和需求 ’由最优化过程导出(都能得以实现"无论当前的市

场价格是否为均衡价格$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决策的实现有赖于市场的

交易$如果市场的交易使经济人的决策经常不能得以实现"那么我们有理由

相信"经济人将改变其决策方式$因此"对于交易过程的研究是评价新古典

决策理论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浩瀚的经济学文献中"我们不难发现瓦尔拉斯曾经对市场交易过程的

研究有过重要的贡献 ’参见 Q)30)<""A!>($更为惊奇的是"前文所述的关于

经济人的供给与需求决策能在瓦尔拉斯所提出的交易模式中得到充分的实现$
为此"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瓦尔拉斯的交易模式$

假定经济社会只存在着一个市场"这意味着所有的产品都必须在这个统

一的市场中进行交易$市场有众多的参与者!买方和卖方$然而"当 他 们 来

到市场时"却发现他们之间很难相互进行交易"因为首先他们都无法确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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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价格#所幸的是$市场 中 存 在 着 一 个 管 理 者 !)/+1’,(220"$他 的 作 用 在 于

报价%调价直至得出均衡价格#
所有的交易者 都 必 须 遵 守 如 下 规 则&当 市 场 管 理 者 报 出 一 组 价 格 以 后$

他们必须在该管理者所发下的表格上如实地填写在该组价格条件下他们所愿

意购买和出售的产品数量$即使他们知道该组价格并非一定是最后的成交价$
即均衡价格’即使他们知道这种填报过程需要重复多次#

当市场管理者获得各交易者呈报上来的表格后$他将计算出在该组价格

下交易者的供给和需求$并据此做出相应的价格调整&当某种产品的需求大

于其供给时$价格上调’反之则价格下调#由此$我们的市场管理者 可 以 报

出一组新的价格并等待交易者新一轮的填报#
瓦尔拉斯声称$如果交易者按照上述规则参与市场交易$那么在 反 复 多

次进行此过程之后$我们的市场管理者必将得出一组均衡价格&在该组均衡

价格下$所有产品的供给将等于它们的需求##

# 需要说明的是$瓦尔拉斯并没有利用数学方法来证明这一结论#这一工作则由近代数学家阿罗和德布

鲁完成#他们在这方面的杰出贡献为他们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们很容易发现$交易者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不受约束地按现有的报价填

报他的供给和需求$而无须顾忌他所填报的供给和需求是否能得以实现#交

易者知道这种填报过程仅仅如同一场游戏$所以他也无须对自己的填报负责#
而只有当均衡价格被报出以后$交易才被允许按均衡价格进行#

需要说明的是$这 一 报 价 和 调 价 过 程 仅 仅 是 一 个 均 衡 价 格 的 确 定 过 程$
它并没有涉及当均衡价格确定以后交易该如何进行#事实上$即使在均衡价

格确定以后$交易者也许仍然很难在众多的交易者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交易伙

伴$因此交易过程远未完成#有关问题我们将在下文继续予以探讨#
然而$这一交易模式也许只能算做众多传统交易模式中的一种$而 在 当

今社会中$我们很难发现它的踪迹#正如奈尔所指出的$(现在已经没有人把

这一被埃奇沃思 !*EC2S,01&"称之为 )讨 厌 和 令 人 无 法 相 信 的 过 程 !(,’<4
)(E/(+,(;’(+’(CE4()-’+<"*看 成 是 对 交 易 过 程 的 一 个 真 实 写 照+ !7233$

"=A$&R6""?"#

!五"凯恩斯陷阱

现在让我们的经济人离开瓦尔拉斯的交易市场$来到一个充满危机和不

确定 !但似乎又充满机遇和 诱 惑"的 经 济 社 会#很 显 然$在 这 样 一 个 经 济 社

会中$假定我们的理性经济人不具备 (充分信心的预期+#
当我们的经济人来到这一经济社会时$他会从事两种类型的交 易&买 和

卖 !或购买和出售"#然而到底是先买后卖还是与此相反？新古典学派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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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们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 们 的 理 论 体 系 中#有 关 $买%和 $卖%的 决

策是同时做出的"Q2’(10)/9 &"=!!’曾经把新古典学派这种买卖决策的同时

性称之为 $谜%#而非均衡经济学大师贝那西则更是在这一问题上纠缠不清"
例如#在他的 (市场非均衡经济学)一书的第四章中?#他对经济人在不同市

场上从事的 交 易 行 为 进 行 了 时 序 上 的 排 列"通 过 这 种 方 法#他 揭 示 了 某 一

$初始扰动%&’(’1’)3E’<1/09)(+2’在各个市场所引起的 $溢出效应%&<R’33B,B
;202TT2+1’"然而#在第七章中#他又放弃了这种时序#并重新回到了一致性

的假设"在他看来#尽管现实中经济人是有序地访问着一个一个的市场#然

而在研究中以同时性的方法描 述 这 种 行 为 却 是 绝 对 标 准 的 &M2()<<4#"=A#!

R6@?’"!

? 参见M2()<<4&"=A#’"

然而#必须说明的是!无论如何#就某一经济人 而 言#交 易 毕 竟 是 有 序

的"接下来#我们将尝试着回答前面所提出的 $先买还是先卖%的问题"首

先#不妨假定我们所考查的经 济 人 &家 庭 或 厂 商’是 先 买 后 卖"如 果 此 种 情

况成为可能#那么我们的经济人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两个约束!&"’他必须有足

够的资金来支付其购买*&#’他必须能够预期到他可以出售与此购买行为相关

的产品或服务"
显然#如果我们的经济人并不具有充分信心的预期#则第二个条 件 不 能

满足"此时即使他有足够的资 金 &如 采 用 借 款 等’来 支 付 他 的 购 买#他 仍 然

会首先从事他的销售活动 &如获得合约和定单等’"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经济

社会中#企业即使拥有足够的资金#它也不可能为一些无法确定销路的产品

去购买原材料和劳动力等"同样地#在无法知道是否可以出售#或者可以出

售多少要素服务的情况下#家庭也不可能计划和从事其消费"
因此#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经济社会中#我们可以预见人们将首 先 从 事

他们的销售活动#即大家都会先卖"然而#假如所有的交易者都将先卖后买#
那么经济社会中的需求从何而来呢？如果没有人试图首先需求#则整个经济

系统将不会运转"就新古典学派而言#这是凯恩斯因强调经济社会的不确定

性而为新古典设下的一个理论陷阱#我们不可能在新古典的理论体系中解决

此一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方法论上的革命！

三!有效需求理论"凯恩斯之革命

我们已经看到#新古典的经济学理论隐藏着一个关于经济人预期行为的

假设#即所谓 $充分信心的预期%"我们同时指出#这样一个关于经济人预期

行为的假设并不符合一个充满波动+不确定和信息不完全的经济社会"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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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一个经济社会却是凯恩斯经济学所设想和研究的#接下来$我们将考

察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为了使读者对凯恩斯理论$特别是凯恩斯的产量决

定理论有一个直观的了解$我们不妨模仿一下瓦尔拉斯$构筑一个关于交易

过程的故事#

!一":);’1<中心的一个交易日%%%虚构的故事

假定我们所考虑的经济社会有一个特殊的地方$称之为交易中 心#在 那

里$人们按已公布的价格 !如价签上标示的价格"进行交易#> 然而与瓦尔拉

斯的交易过程所不同的是$在这里我们无须让所有的交易者都集中在一起听

从市场管理者的报价#事实上$整个中心被划分成不同的场地和摊位$被不

同的厂商所租用#我们可以进一步假定$生产相同类型产品的厂商$他们的

摊位被要求放在一处$以保证价格的传递是有效的 !尽管各个厂商的生产基

地分散在全国各处"#这样一个交易中心很像美国纽约的:);’1<中心和中国广

州的广交会$在那里$经常会有不同的交易会和展示会#

> 关于价格的决定我们将在随后予以讨论#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假定一个特殊的星期一$它具有如下特点&!""所有

的生产合约 !包括企业与企业之间和企业与个人之间"都已到期$因此所有

的生产活动都已在上星期五停止#!#"各个厂商都有一定数量的存货$使得它

们无意进货或生产更多的产量 !如果没有新的订单"#!?"每个家庭都有足够

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和一定数量的存款及现金#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厂商来到中心的目的有两个&第一$它 必 须 出 售 自

己的存货或获得新的产品订单’第二$它必须购买新的投入以用于生产#然

而$由于所有的生产合约都已过时$而存货又是足够的$因此它的首要任务

是销售$即它必须首先守在自己的摊位等候买主的到来#只有在获得新的订

单 !或其存货减少到一定数量"时$它才会考虑购买新的投入 !或进货"#
就家庭而言$由于它们的工作合约已经到期$未来能否有新的工 作 仍 然

未知$而与此同时$它们又有足够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它们来 到 市 场

的目的首先在于出售自己$以获得新的工作合约#如果成功$它们也许会使

用口袋里的钱买点奢侈品回家享用#
我们试想$在此种情况下$整个交易中心应该是死气沉沉(冷冷清清的$

因为每一个经济人 !厂商和家庭"都在等待%%%等待买主的到来$等 待 出 售

自己的产品 !或劳动力"#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在等待自己的买主首先出现$那

么交易又如何启动呢？

由此看来$为了打破这一潭死水$我们需要有一个特殊的交易者 来 到 中

心$该交易者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只买不卖$或先买后卖#现实中有没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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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者呢？有！他们是投资者"政府和出口商#投资是一 项 长 期 支 出$它

的回报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无须以近期的生产合约为必要条件$况且

从投资到形成生产能力同样需要一段时期%而对政府和出口商来说$显而易

见地$他们的交易目的只是为了购买#正因为 如 此$对 于 这 三 项 支 出&&&投

资"政府支出和出口$人们给予一个特殊的名称$即所谓的 ’自需求( ))/B
1,(,-,/<E2-)(E*#

现在$假定我们的投资者来到某一建筑公司的摊位#经过一番艰 苦 的 讨

价还价$终于敲定生意!由该建筑公司承建一座大楼#于是$该建筑 公 司 的

经理们便开始忙碌起来了$他们不停地穿梭于各个摊位间以订单和合约的形

式购买建楼所需的钢材"水泥和人工等#接着$那些生产钢材"水泥 的 厂 商

及刚签下新合约的工人们也开始活跃$他们欣喜地来到各个摊位前提出自己

的需求#于是我们看到整个交易中心开始变得热闹起来$呈现出一片繁荣的

景象#然而$如果没有新的自需求产生$这种繁荣的景象不可能持 久$因 为

由我们那位投资者所带来的一系列反应&&&通常被称之为 ’引致需求( )’(B
E/+2EE2-)(E*使其与自需求相区别&&&最后会收敛于零#P 因此$当所有的

反应归于平息后$我们的交易中心将重新陷入死寂&&&在希望中等待 着 新 的

自需求者的到来#

P 有关这一收敛结论的证明将在随后给出#

我们可以称这一反应上的静止为均衡#它不同于通常的供需均 衡$它 是

经济社会对我们先前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反应所达到的均衡#显然$它是一种

动态意义上的均衡#
然而$我们不 应 该 认 为 这 种 静 止 可 以 在 现 实 社 会 中 观 察 得 到#事 实 上$

我们的交易中心恐怕没有静止之时 )除了周末*#因为经常会有新的自需求者

来到我们的中心$使得在前任自需求者所引起的反应静止之前$又激起一轮

新的需求连锁反应#而每一项自需求所引起的反应均需要一段时间$因此在

现实中我们很难区分 )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区分*某项交易是对哪项自需求的

反应#然而$在经济分析中$我们不妨把现实生活中所观察到的交易和需求

想象成是由以前的某项或多项自需求所引起的反应#

我们把由某项自需求所引起的反应 !体现为一系列的引致需 求"称

之为由该项自需求所带动的乘数效应 !-/31’R3’202TT2+1"#

我们的故事尽 管 简 单 抽 象$然 而 它 反 映 了 凯 恩 斯 产 量 决 定 理 论 的 本 质#
而凯恩斯的产量决定理论通常又被称之为 ’有效需求理论(或 ’乘数理论(#

)二*从货币循环看:);’1<中心的交易日&&&进一步的讨论

上述对:);’1<中心交易过程的讨论也可以看成 是 货 币 在 实 体 经 济 中 的 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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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和流动#
无论是传统的凯恩斯还是新古典理论$都是把货币看成是一种 存 量$并

进而用供给和需求方法对其进行研究#然而$货币既是存量$也是 流 量#作

为存量的货币$它 也 同 时 伴 随 着 交 易 在 不 同 的 经 济 人 之 间 循 环 往 复#那 么$
货币的循环是如何进行的呢？

对于货币循环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魏克赛尔的 %利息与价格&#@ 在某种程

度上$现代货币微观经济学中的许多研究可以看成是沿着魏克赛尔的思路所

进行的#为此$我们的讨论也将从魏克赛尔最著名的 ’三角(困境开始#

@ 参见 Q’+U<233!"A=A"#

首先$让我们重新回到瓦尔拉斯的交易过程#假定我们神秘的市 场 管 理

员通过报价和调价$使得现有的市场价格等于均衡价格#这样$他就完成了

使命$离开了自己的舞台#接下来$各交易者之间将在给定的均衡价格下展

开交易#考察三个经济人)K*M和%#其 中 经 济 人 K所 拥 有 的 商 品 !商 品

K"由经济人M所需求+M所拥有的商品 !商品M"由%来购买$而经济人%
的商品 !商品%"则为经济人K所忠爱 !见图#"#此时$交易将如何展开？

图!!魏克赛尔的 !三角"困境

第一$我们发现$如果没有货币$此时交易将非常困 难#因 为 交 易 者 K
所需求的并不是M所愿意供给的$尽管M所需要的商品由K提供#第二$即

使我们假定交 易 者 手 中 有 货 币$但 仍 然 存 在 着 一 个 谁 将 首 先 购 买 !或 付 出"
的问题#作为一个一般的交易者$如本例中的K*M和%$他们来到市场不仅

为了购买$同时也为了出售#于是$如果经济中存在着某种不确定 性$我 们

没有理由相信其中任何一个人会首先购买,,,如果K首先向M购买$而%最

后没有向K购买$则K有可能破产#然而$如果没有人愿意首先购买$则交

易就不可能展开$货币也就不可能流动#这使 我 们 重 新 回 到 了 前 文:);’1<中

心交易日的开始#
魏克赛尔的 ’三角(困境的例子再次证明$为了使交易得以展 开$我 们

必须有一个特殊的交易者$他来到市场的目的只是为购买$而不是出售$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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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付出而不 是 收 入"正 如 前 文 所 指 出 的#现 实 中#这 样 的 交 易 者 确 实 存 在#
他们是投资者和其他自需求者"投资者 $和其他自需求者%的购买行为事实

上是一种 资 金 $或 货 币%的 注 入#从 而 成 为 货 币 在 实 体 经 济 中 循 环 的 起 点

$这里#所谓的实体经济由一般的商品和劳动力市场所构成#它并不包括金融

和货币市场%"
现在考察图?"投资者的支出6可以被理解为货币循环流程的起点"当交

易完成以后#该部分货币从投资者的存款账户中流入相关企业 $第一轮企业%
的账户"这将使这些企业的生产7"N6得 以 实 现#并 产 生 相 应 的 利 润"利 润

中的一部分!" 将成为企业的利润留存#并存留在企业的账户上#从而退出循

环"收入中的其余部分#包括支付的劳动力工资,"&利润分红%" 和购买的原

材料/"#则分别流入相关家庭 $第一轮家庭%和相关企业 $第二轮企业%的

存款账户中"其中#家庭收入("N,"V%" 中的 一 部 分8" 将 用 于 消 费#从 而

流入相关企业 $第二 轮 企 业%的 账 户 之 中"而 其 余 部 分." 则 成 为 家 庭 储 蓄#
从而退出循环"现在#流入第二轮企业的货币金额为8"V/""它相当于第二

轮企业的收入总 额7#"显 然#它 们 中 的 一 部 分!# 将 成 为 利 润 留 存 而 退 出 循

环"其余部分 则 继 续 循 环#分 别 流 入 第 三 轮 企 业 和 第 二 轮 家 庭 的 存 款 账 户

之中"

图!!实体经济中的货币循环

我们可以想象#此种循环将不断持续下去"然而#由于在 每 一 轮 的 循 环

中#总有一部分货币以储蓄 $包括企业的利润留存和家庭储蓄%的形式被滞

留下来从而退出循环#市场中流动的货币将越来越少"我们可以想象#如果

没有新的货币通过投资及其他自需求的形式注入#则货币循环最终将收敛于

$#于是我们证明乘数过程是收敛的"这也同时意味着储蓄 $即从循环中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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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货币"必将等于投资 !即一开始注入市场并启动循环的货币"#
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上述关于货币循环的讨论只涉及商品和 劳 动 力

市场$我们并没有考虑金融和货币市场#与此同时$我们假定投资者有足够

的存款$使得他们能够支付对于固定资产的投资#然而$投资者的资金又从

何而来？或者说$投资者是如何筹资的？筹资使得货币在金融市场中得以流

动和循环！关于货币循环更进一步的讨论请参见龚刚 !#$$P$第十四章"#

!三"基本假定

我们已经通过一个关于市场交易的简单而抽象的故事对凯恩斯的产量决

定理论 !或有效需求理论"有一个直观的了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这

样一个交易过程也意味着货币在实体经济中的循环#这里我们必须说明的是$
由这一交易过程所反映的凯恩斯的产量决定理论与新古典理论完全不同%在

新古典理论体系下$产量由生产能力所决定#图"中企业所愿意出售的产量

!或最优产量"显然与生产能力有关#在宏观上$这可以体现为产量由生产函

数决定#然而$按照凯恩斯理论$产量是由市场需求所决定#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建立在如下几个假设基础上%

假定!!家庭以现已实现的收入 !02)3’W2E’(+,-2"而不是概念收入为基

础作消费决策#同理$企业的产量决策受产品市场需求的约束#

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所谓企业的市场需求可以体现 为 订 单&合 同$或

者在具有足够信息条件下对需求的估计#显然$家庭和厂商的这种决策思维

反映了凯恩斯所一再强调的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决策行为#
正是经济社会的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家庭和厂商对未来并不充满信心$从而

使得他们在作决策时不得不小心谨慎#企业和家庭在上述情况下所提出的需

求可以理解为有效需求$这与前文所讨论的新古典学派的概念需求具有质的

不同#

假定"!企业有足够生产能力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也就是说$整个社会一

般情况下存在着生产能力的过剩#因此$需求的实现不受供给的约束#

这里$我们有必要对生产能力这一概念作进一步的补 充 说 明#首 先$如

果考察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数据$生产能力利用率 !或资本设备利用率"在制

造行业一般都在A$X左右$而且从来没有超过"$$X#其 次$生 产 能 力 利 用

率的确定本身也具有非常大的弹性$因为它显然取决于资本设备的运转时间#
如果我们按照每天八小时运转来统计计算$那么如果考虑加班加点$实际最

大可能的生产能力可以远远大于由统计所得出的生产能力#这也同时说明现

实中有关生产能力对需求的约束几乎是不存在的#

假定#!企业的价格和产量决策是分开的#价格在企业决定产量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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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为是给定的"

许多教科书在论述凯恩斯理论体系时#都假定价格不变"这容易 给 人 一

种感觉#认为凯恩斯的整个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一种价格刚性的基础上#正是

由于价格的刚性 $即价格不变%才使得经济处于非均衡"如果离开了价格的

刚性#让价格能随供求压力上下浮动#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就不复存在了"笔

者认为这是一种错觉"事实上#凯恩斯的产量决定理论并不受价格是否允许

波动的影响"这里主要的考虑是价格和产量的决定过程是分开的"关于凯恩

斯的价格理论#我们将在下文中予以讨论"

四!微观基础"""对凯恩斯经济学的伪挑战

我们已经看到#凯恩斯的产量决定理论 $或有效需求理论%可以看成是

在对新古典假设 &充分信心的预期’的批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按照该理论#
产量的决定过程可以理解为一个乘数过程"该乘数过程同时也可以反映为一

个市场的交易过程#即我们所说的:);’1<中心的 交 易 日"与 新 古 典 理 论 所 隐

含的交易过程#即瓦尔拉斯的交易过程相比#:);’1<中心的交易日似乎与现实

更为接近"与此同时#这样一个过程同时也能很好地解释货币的循环"
然而#凯恩斯理论也同时受到了学术界#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家 们 的 批

判#而其中最为主要的批判是指凯恩斯理论缺乏微观基础"这里#所谓缺乏

微观基础是指凯恩斯体系中的许多行为方程并没有像微观经济学中的分析那

样#从经济人的最优化过程中导出"此种形式的分析通常被看成是违背经济

学鼻祖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行为特征的基本假设#即经济人在从事经济活

动时总是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私利"尽管在#$世纪!$年代以前#传统凯

恩斯理论这种 缺 乏 微 观 基 础 的 &弱 点’并 没 有 引 起 经 济 学 家 们 的 足 够 重 视#
然而随着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严谨#凯恩斯理论的这一 &缺陷’已开始

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那么#凯恩斯理论真的缺乏微观基础吗？事实上#所谓 &缺 乏’并 不 意

味着 &不存在’#而完全有 可 能 是 还 没 有 被 发 现#还 需 要 我 们 去 研 究 去 揭 示

)))而这正是经济学的魅力所在！实际上#正是对凯恩斯理论微观基 础 的 研

究#形成了当今经济学领域的两大学派之一!新凯恩斯学派 $72SF24(2<’B
)(<%"! 接下来我们将介绍部分新凯恩斯理论对凯恩斯微观基础的研究"

! 另外一个学派为现代新古典学派$72S%3)<<’+)3<%"该学派的研究是为了建立以传统完全竞争型的微

观经济学分析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其代表理论为实际商业周期$YM%%理论"有关文献综述请参见龚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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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价格决定的微观基础###新凯恩斯黏性价格模型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在凯恩斯理论体系下$产量和价格的决定过 程 是 分

开的%这里$我们将首先讨论价格的决定过程$即新凯恩斯的黏性价格模型$
这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近年来最为主要的贡献%A

A 关于新凯恩斯价格黏性理论的经 典 文 章 可 以 参 见%)3;,!"=A?"$Y,12-920C!"=A#"$J)(U’S!"=AP"$
Q,,ET,0E!#$$?"和%&0’<1’)(,$*’+&2(9)/-)(E*;)(<!#$$P"等%

首先我们必须说明的是$这里所讨论的企业必然是垄断或垄断竞争企业$
而不是完全竞争企业%一个完全竞争的企业不仅具有完全充分的信心$即相

信其最优产量能在给定的市场价格下出售出去$同时它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

而不是制定者%因此$当我们讨论企业的价格决策时$我们所涉及的企业自

然是垄断或垄断竞争企业%与此同时$垄断或垄断竞争企业按所面临的市场

需求曲线作决策$这和凯恩斯关于企业的产量决策受市场需求约束的思想是

一致的%
假定一开始$企业所预期的市场需求曲线为*$ !见图>"%注意$就企业

而言$真实的市场需求曲线是不可知的%因此$它只能按预期的市场需求曲线

作决策%假如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为9:$边际收入曲线为9;$$则企业一开

始所制定的最优价格为4$%我们可以想象当企业确定好最优价格4$ 以后$它

会把最优价格4$ 公布出去$例如$把它印在菜单和价签上$或刊登在广告上%

图!!新凯恩斯黏性价格模型

现假定在企业所公布的价格4$ 上$市场的实际需求为5< 而非5$$则有

理由相信$企业这时会对自己所预期的市场需求曲线做出调整%假定调整后

的预期市场需求曲线为*<$此时$企业新的最优价格应为4"%现在我们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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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的是!企业是否会即时调整到新的最优价格4"？

需要说明的是"调整价格不是没有成本的#这种成本不仅包括菜 单 成 本

$-)(/)3+,<1%"如重新制定产品价目单 $菜单%所需的印刷费用等"同时也

包括因不断更改价目表所造成的企业形象损失#显然"从形象损失上看"调

整成本与调 整 的 幅 度 和 频 率 有 关#调 整 幅 度 越 大"形 象 损 失 就 越 多#例 如"
消费者也许能够接受PX的价格上调"但很难忍受"$$X的价格上涨#与此同

时"调整的频率越高"形象损失也会越多#偶尔的调价一般能被客户所包涵"
一个价格多变的企业则最终会被客户所抛弃#有理由相信"当这种调整成本

达到一定程度时"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将不会对价格进行调整"即使

它知道当前的价格并非最优#
由此可见"在新凯恩斯的价格黏性模型中"企业在面临市场需求 发 生 变

化时"对价格的调整会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滞后"或者说"价格的这种调整可

能是黏性的!价格的调整既不及 时"也 不 会 一 步 到 位 $即 不 会 一 下 子 调 整 到

最优%#经济学们把这种价格变化模式称之为价格黏性#

$二%有界限的理性!凯恩斯产量决定理论的微观基础

我们接着讨论凯恩斯产量决定理论的微观基础#我们知道"在凯 恩 斯 理

论体系下"产量由需求决定#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凯恩斯的这种 产 量 决

定理论并不是没有微观基础的#事实上"正如Z,(C)(EH2--320$#$$@%所

分析的"这种按需求决定的产量决策同样可以理解为经济人的 &理性’行为"
只不过这里的 &理性’应该被看成是 &有界限的理性’$9,/(E2E0)1’,()3’14%"
即在产量决定的最优化模型中"新增一个关于市场需求的约束条件#正是这

个约束条件使得经济人不再具备充分信心的预期"从而更接近 现 实(((与 新

古典的经济人相比"其理性程度更高#
给定产品和要素价格4和= 及市场需求>%"凯恩斯理论体系下企业的

产量决策问题可以写成

-)O4>1=? $=%

受约束于

> )@$?%" $"$%

> #>%+ $""%

以上"> 为企业所 要 生 产 的 产 量"@$)%为 生 产 函 数"其 中 资 本 存 量 为 给 定

值"从而劳动力?为唯一可变的生产要素#显然"如果没有约束条件 $""%"
这一决策问题与新古典的产量决策没有任何区别#

在我们开始求 解 这 一 问 题 之 前"有 必 要 说 明 一 下 这 里 所 给 定 的 价 格4#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在凯恩斯体系下"价格和产量的决定是分开的#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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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们已讨论了新凯恩斯的黏性价格模型$我们可以假定这里的价格4已

经由该模型所决定#并且已被企业所公布$企业正是在这种给定的价格条件

下来进行产量的决策$因此#尽管我们的模型!="%!"""看上去如同完全竞争

型的产量决策模型=#然而#我们仍然不应把这里的企业理解成一个完全竞争

型企业#企业的垄断性体现在它的价格决定上$

= 当然#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新的约束条件!"""$

首先#让我们撇开约束条件 !"""#从而回到新古典的分析框架内$由于

这里的成本仅来自于劳动力#而劳动力又通过生产函数与产量直接相关#即

?N@["!>"#于是#企业的成本函数8!>"可以写成

8!>")=@1"!>"# !"#"

将其代入目标函数!="#我们得到如下一阶条件&

4)9:!>"# !"?"

以上#9:是企业的边际成本#即9:!>"N8A!>"#其中#8!>"由公式 !"#"
给出$公式 !"?"表明#如果我们不考虑市场需求对产量的约束#企业的最

优产量应该在边 际 成 本 等 于 产 品 的 价 格 处 到 达#令 这 一 最 优 产 量 为>"$显

然#我们可以把这一最优产量>" 看成是新古典的最优产量#它是无界限的#
即不受市场需求的约束$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只有当经济人持有充分信心的

预期时#他 !她"才会考虑按这一产量>" 进行生产$
现在#我们开始考察加入约束条件 !"""$此时#经济人不再具备充分信

心的预期#从而其产量受市场需求>% 的约束$图P为我们分析了企业在此种

情况下的产量决策$

图!!有界限的理性!凯恩斯体系下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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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P中我们假定"一开始企业所预期的市场需求曲线为*#给定这 一

预期的市场需求曲线和由此导出的边际收入曲线9;"我们得到企业所制定的

价格4"我们假定这一价格已被公布"从而企业的产量决策是在给定的4情

况下做出#如果企业具有充分信心的预期"这时它的产量将为>""即产量满

足条件 $"?%#
现假定在企业 所 公 布 的 价 格4 上"市 场 的 实 际 需 求 为>%""即>%N>%"#

显然"由于此时>%$>""而约束条件 $""%告诉我们"实际生产的产量> 必

须小于或等于>%"于是企业会选择在>% 上进行 生 产#然 而"如 果 我 们 假 定

在企业所公 布 的 价 格4 上"市 场 的 实 际 需 求 为>%#"即>%N>%##注 意 此 时

>%%>"#由于当产量超过>" 时"其边际成本会大 于 边 际 收 入"因 此 企 业 会

选择在>" 上进行生产#
上述分析让我们看到"决策问题$=%&$""%的解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 )
>%" >% #>""

>"" >% %>"&
’

( +

以上">" 满足公式 $"?%#

$三%生产能力过剩的假设

这里"我们还想说明的是"在图P中"如果我们 按 照 传 统"把 市 场 的 供

给定义为给定的价格条件下企业所愿意出售的产量"则当价格为4时"供给

为>""于是"在垄断竞争情况下"市场一般是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只有当

企业在制定价格时过分低估了市场的需求"如在图中实际的市场的需求曲线

为*. 时"供不应求的情况才有可能出现#注意"此时企业的供给为>""而

市场需求则为>%##
上述分析为我们佐证了前文的假设#"即企业一般会处于生产能力过剩的

状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过分的供给显然是与企业在制定价格上

的垄断行为分不开的#于是"我们再次证明"凯恩斯的微观基础不可能建立

在完全竞争的企业行为基础上"凯恩斯理论体系下所设想的微观企业是垄断

或垄断竞争的#

六!凯恩斯主义更适合中国

我们已经看到"经 济 学 的 两 大 学 派&&&凯 恩 斯 主 义 与 新 古 典 学 派&&&其

主要区别来源于它们对市场经济的不同理解#在新古典学派看来"市场经济

是完全竞争型的#这种完全的竞争不仅体现在企业的制度安排和规模上"同

时经济人对经济社会充满着信心!他们相信在给定的市场价格条件下"他们

总是能够出售自己所愿意的供给#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产生于#$世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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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大恐慌#凯恩斯主义的这种产生背景注定了它

对市场经济的解 释 将 无 法 体 现 经 济 人 充 分 信 心 的 预 期 假 设#在 凯 恩 斯 看 来$
市场经济绝非是完全竞争型的#垄断和垄断竞争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企业

制度和行业特征%信息的传递通常是不对称的$具有非完全性%无论是企业

还是家庭$未来对它们来说都是不确定的$也不可能合理地预期%与此同时$
市场的价格调整也通常具有黏性#正因为如此$失业和非均衡是资本主义市

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所有这些都表明政府干预对经济具有积极的作用#它能

减少失业和修复市场的失衡$特别是当这种失业和失衡达到足够大的时候#
那么$这两种不同的市场经济哪一种更适合当代中国？

第一$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只能是凯恩斯所设想的经济社会#尽 管 中 国

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市场机制的活力$然而$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

济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远非完善$不完全竞争&垄断及信息传递的非完全

性显然存在#中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是中国经济的特点#这意

味着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是

由投资所推动的#而投资意味着生产能力的扩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

投资 !其中不乏大量的重复投资&盲目投资和过分投资"已经使得产品市场

上的生产能力极为过剩#"$所有这一切均表明$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

前的市场经济更类似于凯恩斯理论体系下供给过剩的非均衡市场经济#在这

样一种供给过剩的经济条件下$企业和个人很难有充分信心预期#正因为如

此$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凯恩斯以需求分析为核心的宏观经济理论更适合

于中国$特别是当我们分析短期的经济波动时#

"$ 注意$长期以来中国的投资增长率远高于消费增长率$同时也高于ZL\增长率#
"" 参见龚刚!#$$>"对YM%理论的综述#

第二$与新古典理论相比$凯恩斯理论更具有数据检验 的 实 践 基 础#一

方面$现代新古典的宏观经济理论 !如YM%理论等"在计量检验方面仍有相

当长的路要走#""另一方面$实践中$各个政府机构和有关单位所采用的用于

政策分析和预测的宏观计量模型大多具有凯恩斯的特点#在中国$具有数据

检验基础的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也已开始出现$并成功地被用于解释各种经

济问题#有关文献请参见龚刚 !#$$@"&龚刚和林毅夫 !#$$!"以及高坚和杨

念 !#$$!"等#
第三$尽管凯恩斯理论体系在结构上似乎并不完整$似乎缺乏明 确 的 微

观基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其微观基础不存在$事实上$我们也许 还 没 有

发现它$还没有构筑它$而这正是经济学的魅力所在#与此同时$正 如 前 文

所看到的$新凯恩斯主义的研究已经为凯恩斯理论中的个别行为方程提供了

一定的微观基础#例如$凯恩斯理论体系下的价格理论可以由新凯恩斯的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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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价格模型来进行解释"其产量决定理论则可以用一个 #有界限理性$模型

来进行表述%而传统上具有微观基础的消费模型&如费雪的跨时期消费模型

等并没有对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形成实质性的挑战%"#尽管如此&我们仍然

需要继续探讨及发现凯恩斯其他理论 ’如投资理论等(的微观基础 ’事实上&
作者已经构筑过一个与中国目前信贷体系相适应的投资优化模型&参见龚刚

和林毅夫&#$$!(%

"# 参见龚刚’#$$P&第十一章(%

综上所述&与 新 古 典 相 比&凯 恩 斯 理 论 更 适 合 于 当 前 中 国 的 市 场 经 济%
值此 )通论*发表!$周年之际&我们呼吁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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