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之窗
“新古典综合派”简介

杨舜娥

新古典综合派也称“后凯恩斯

主流经济学派”或称“美国凯恩斯主

义”“英国剑桥学派”，它是现代凯恩

斯主义的一个主要派别，也是当代

西方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经

济学流派。

新古典综合派产生于本世纪五

十年代。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

汉森、萨缪尔森、托宾、索洛等。

一、主要理论观点

1.混合经济论。它是新古典综

合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基本论点，

它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指政府干预

和市场的作用交织在一起共同组织

生产和消费的混合经济。

2.现代收入决定论。它是新古

典综合派理论的核心，是希克斯和

汉森提出的“收入—支出分析”，也

叫“IS— — LM 分析”。“收入——支

出分析”是以关于决定收入水平的

有效需求原理和决定利率水平的灵

活偏好为支柱的。

3.经济周期理论—乘数与加数

原理。新古典综合派认为：经济周期

是由扩展、高峰、衰退和底点四个阶

段构成的。萨缪尔森主张把外部因

素和内部因素结合起来分析经济周

期的原因。他认为：投资或资本量的

波动在导致经济周期波动方面具有

关键的作用。收入与消费的增加，更

加速影响投资的数量，这就叫做“加

数原理”。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必

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波动。

4.通货膨胀与失业理论。新古

典综合派运用菲利普斯曲线来解释

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提

出政府可以有意地通过财政金融政

策和收入政策来利用菲利普斯曲线

在失业率、工资变动率和通货膨胀

率三者之间进行选择。新古典综合

派运用微观经济学补充宏观经济

学，以解释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症

而形成滞胀问题方面，提出一些理

论观点：（1）微观部门供给、价格异

常引起滞胀；（2）福利支出的增加引

起滞胀；（3）劳工市场的结构失衡引

起滞胀。

5.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综合

派经济增长理论有三大要点：（1）十

分强调劳动增长、资本增长和技术

进步等总供给方面的因素在经济均

衡增长中的决定作用。（2）引进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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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认为通过

市场调节生产要素的价格，各生产

要素都可以充分利用，从而使经济

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3）主张

通过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改

变生产要素组合，因而改变资本—

—产出比率，调整投资和储蓄的关

系，保证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

增长。

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增长理论的

特点在于：用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

来补充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用

市场调节机制来补充国家干预的经

济政策，以论证混合经济完全可能

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

二、基本政策主张

新古典综合派的基本政策主

张，就是运用宏观的财政政策和货

币政策来追求实现“充分就业”、“物

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目

标。在面对七十年代严重“滞胀”局

面时还综合地、协调地运用宏观和

微观的经济政策。

1.运用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

策实行“需求管理”，以达到稳定经

济的目标。

所谓运用宏观财政政策，就是

政府有意识地改变财政的支出和变

动税率来影响宏观经济活动的行

为。所谓宏观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

行通过改变货币供给量和利息率等

货币变量来影响宏观经济的行为。

当对付经济萧条时，中央银行通过

降低法定准备率来增加商业银行存

款中可以贷款的部分，从而扩大货

币供给量，降低利息率，刺激私人投

资和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在对付通

货膨胀时，则提高法定准备率，以减

少商业银行存款中可以作贷款的部

分，减少货币供给量，抑制投资和消

费。

2.运用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对

付“滞胀”。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单一

地运用五十、六十年代那套宏观需

求管理办法，远不能用来对付七十

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所面临的严重的

“滞胀”问题。因此，他们主张综合

地、协调地运用宏观和微观的经济

政策。

（1）财政和货币宏观政策的“松

紧搭配”，即膨胀性政策和收缩性政

策的搭配。

（2）宏观政策微观化。也就是用

微观的政策来补充宏观政策的不

足，针对单个市场和单个部门的具

体情况而制定的有区别对待的财政

货币政策，在对付失业和通货膨胀

时往往有所侧重。

总之，新古典综合学派在进行

宏观经济分析的同时，综合进行微

观分析，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化

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一些客观规

律。在强调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同

时，又重新认识到市场调节和价格

机制的作用，认识到极端的国家控

制的弊病，从而使其理论和政策主

张更接近于现实。在对人力政策、金

融市场等客观情况的分析中，也反

映了生产各要素间和经济活动过程

中客观存在的关系。诸如此类，均对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一定的参考借

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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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教育片《金色的事业》

首发式在京举行

全国财税系统第一部大型电视教育片《金色的事

业》不久前完成拍制。中顾委副主任、新中国第一任财

政部长薄一波为本片题写了片名，并接见了本片创作

人员。8 月 31 日上午在北京举行本片首发式。国务委员

兼财政部长王丙乾，中顾委常委、原财政部长张劲夫出

席了首发式。

首发式由刘积斌副部长主持并致词，王丙乾、张劲

夫同志先后讲话。王丙乾称赞《金色的事业》在思想内

容和艺术形式等方面都比较成功。他说：“《金色的事

业》是我们自己摄制的第一部电视片，它以详实的资料

和生动的语言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财税工作的性质、地

位和作用，财税队伍的精神风貌，财税教育基本情况及

财经事业革命老前辈对青年一代的希望，是一部较好

的形象化教材。”他对创作人员表示感谢和祝贺，并希

望今后充分运用现代化手段，做好财政宣传和财政教

育工作，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振

兴财政服务。张劲夫同志赞扬摄制《金色的事业》是做

了一件大好事，他说，这部片子较好地表现了邓小平同

志南巡谈话精神，对邓小平等几个老同志财政思想表

达也是准确的，看完之后很鼓舞人心。不仅对青年学生

有教育，对上了年纪的人也有教育。

财政部副部长迟海滨、金人庆、张佑才等和国家教

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局、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部

分省市财政厅局、部属院校有关领导，以及《金色的事

业》主要创作人员等 150 多人出席了首发式。

《金色的事业》已在全国财税系统陆续发行

（李赤  郭宝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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