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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书通过大量的事实分析了西方国家经济 “过冷”

现象及其成因，探究了西方国家如何预防和治理经济
“过冷”，并具体阐述了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有代
表性的西方国家治理经济 “过冷”的具体对策，以及西
方国家的企业是如何应对经济 “过冷”的。

本书资料翔实，理论性强，论证充分，具有较高的
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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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的旅途上（代序）

周　思　源

　　１９世纪中后期中国逐渐卷入国际事务以后，“世界”———这个
替代传统中国模糊的“天下”概念的更具体实在的新名词，就在中
国人的思维坐标中牢固地确立了。从那时一直到现在，中国人对
中国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再也离不开“世界”这个巨大的参照系，都
在有意或无意中把自身和他人进行对照，从世界看中国和从中国
看世界，在同中求异或者在异中见同。我们这本小书也是如此，它
以“经济过冷”（虽未必准确，但通俗易懂）为载体，评介了几个主要
的西方国家和部分企业应对“经济过冷”的政策和措施，初衷是取
他山之石以攻我之玉，希望在中国当前收借鉴之效。这个初衷是
否如愿，我们在这里既无意作王婆式的自卖自夸，也不想就书中的
观点再作照本宣科式的重申，更不愿菲薄读者的水平搞一段导读
之类的东西。中国的书评制度正在逐步建立，有关的评价应该让
评论家们去自由发挥；即便中国的书评制度在目前不够健全，还有
读者自己会辨别真伪。序言要留给那些最想说出来的话。

我们在这里想说的，无关于本书的具体内容，无关于本书的结
论，也无关于“经济过冷”这一现象本身，而是坦率地承认本书不是
专业人员的厚积薄发之作，而是圈外人士边观察边学习边思考的
结果。

这并非自谦之词。本书的几位作者，专业背景各不相同，虽然
大部分以经济学为主要的学术背景，但过去研究的重点或者是国
际信息合作，或者是银行体制，或者是技术创新，或者是国际金融，
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本书确定的题目范围内称得上是行家。除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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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事高校教学工作外，多数在党政机关工作，包括最基层的乡
镇，工作性质都与学术研究沾不上边。我们之所以相约在一起，选
择这样一个题目，撰写这样一本书，来自于更好地从事本职工作的
考虑。从事教学工作的同志为学生答疑解惑有此一心自不必言，
即便是我们这些在党政机关工作的同志也都迫切地感到，在新的
形势下更有效地做好机关工作，党政机关干部不仅要牢固树立为
经济建设服务的中心意识，而且必须面对经济主战场，研究经济发
展实际；不仅注重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在区域发展中所面临的局部
问题，而且注重国家经济发展的全局问题。因为正是从经济发展
的实际，特别是从那些带普遍性的问题中，产生了一定时期的工作
中心和工作重心，产生了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和现实依据。这就要
求我们把日常性的事务工作提升一步，置于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
结合经济发展的现实进行综合把握。就我自己所从事的干部工作
而言，每一项具体的细节工作似乎都与经济发展没有直接关系，但
是，从把干部工作提高一步来看，无论是干部的选拔任用、人员的
培训教育，还是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激励机制的建立，都与经济
发展处在密切的互动之中，其工作效果时刻在对经济发展发挥着
促进或者制约的作用；对经济发展现实视而不见，一窍不通，自行
其是，要做好干部工作难以想象。在兴趣的吸引、工作的推动下，
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困扰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冷”现象，丢开
各自的专业训练背景，把自己摆在学习者的位置，从资料收集、认
真读书、抄录卡片、请教专家、撰写心得起步，把本书的写作当作契
机，开始了学习旅途。

说这册小书是夙兴夜寐之作也并非自溢之词。门外汉们努力
睁大了眼睛，要透过一丝门缝，窥视门内的大好世界，领略无限风
光，谈何容易。领会新的专业术语，弄懂曲线图表的含义让人绞尽
脑汁，消化大量的资料使人望而生畏。学习的旅途，充满了坎坷和
荆棘。像我这样跨学科跨专业，完全靠自我学习建立关于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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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背景，并寻求在新的知识框架中对实际问题进行理解作出
解释，面临的难度更大。不仅如此，自由支配时间极其有限，尤其
使我们面临挑战，举步维艰。机关工作每天八小时的坐班并不如
某些人所想象的可以一味悠然地喝茶看报，修身养性，不仅每天有
无穷无尽琐碎繁杂的事务时刻包围钳制分割占领着你的头脑，而
且常常会有大量必须完成的工作和你拖延纠缠到下班之后，不到
你精疲力尽之时誓不罢休。因此，说本书是从时间的缝隙中“挤”
出来的名符其实。事实上，由于在时间安排上的尴尬局面，每位作
者都牺牲了必要的休息，放弃了愉快的闲暇光阴。我自己勉为其
难负责全书总篡，利用每天夜深人静、家人安睡之后的时间阅读资
料，提出问题，设计提纲，改定初稿，再在节假日把大家召集起来相
互交流和研讨，如此反复，将近一年不敢松懈才使本书初具轮廓。
捧着一摞书稿，“水滴石穿”的古老画面油然浮于眼前，我们突然间
有一种跨越时空与昔人同在的感受，读出了古人图画中的微言大
义。这一趟艰辛的学习旅途，改变了我们对于时间的看法，使我们
对时间的测度，对估量时间价值的方法有了新的了解，把失控的时
光之矢重新握紧在自己的手心。

当过去的思考已经以文本的形式独立存在时，每一位读者都
可以在文本所提供的范式内作不同的诠释。作为先前的作者兼当
前的读者，我们也会对这个文本作新的解读。但我们的解读将不
在文本提供的范式之内，而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之中。书的出版面
世，个人思想的成果能够为他人所分享，当然使作者为之欣然，为
之骄傲。但我们欣慰和骄傲的理由不在于本书资料的应用、观点
的论证、结构的铺设、结论的确立，也不在于可能会有（或者可能没
有）的社会价值和借鉴作用，不在于书的本身，而在于我们借本书
的写作实践并表达了一种身在知识时代对于人生百事的基本态
度———这个态度就是学习，就是始终以学习者的立场面对一切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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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并非矫饰之词。科学技术发展，生活方式变化，思维习
惯革新，信息技术高度发达，传输手段日新月异，新旧知识加速转
换，新思想新观念冲击，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变革，强有力地推进
着教育的普及，提高了人们占有知识的普遍程度，加快了减少无知
者的过程，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正在把大量的无知者接纳到文明之
中；这些变化在另一方面迅速摧毁了传统意义上“无知”与“有知”
的壁垒，对它们的内涵和外延作新的界定，加快了“无知者”与“有
知者”之间的角色转化，加速了大量产生无知者的过程，每日每时、
时时刻刻地正在把无数的新知识变成旧知识，把无数自以为是的
有知者排斥到文明之外，抛置在愚昧者的群落。这种具有讽刺意
味的诡辩，把学习变成生活本身，一生一世地把我们强制在学习者
的位置上，成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真是“不学习，毋宁死”！作为
变革的一个方面，社会分工的传统概念，学科门类的既定界限，由
此确定的不同工作的一般属性，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知识爆炸
使专门化、专业化的趋势得到强化，相互渗透、相互交叉使综合化、
复合化的趋势成为必然。这种专业化和综合化相互关系的发展趋
势早已存在。进入２０世纪以后，中国学人在迅速增加的知识面
前，已经感到古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
变得渺不可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贯通文理、无所不精的“大家”
越来越难觅一二。两千多年前，庄子有过“吾生有涯而知无涯”的
感慨，这种一度被认为过分悲观的态度很可能在２０世纪以后的学
人的内心勾起某种共鸣。随着最后一代通人硕学先后凋残，虽然
新一代学人中只有专家而再也难以出现传统意义上的“通人”，但
是与社会分工、学科发展现实相适应的“通识”观念很快付诸实践。
中国教育改革确定了素质教育的方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正在成
为教育机构的目标，都是对“通识”观念的回应。专业化和综合化
趋势的共存，使专家在自己的领域内成为发言人而在此之外则是
当然的倾听者。在这种双重角色重叠中，在无限广阔、无限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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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中，社会分工、学科门类的不断细化，不仅使专家们发表意
见的时候少，倾听意见的时候多，而且把他们的发言权局限在越来
越有限、越来越渺小的范围内，使他们时时面临沦落为无知者的可
能。避免这种状况的惟一途径是重新学习、不断学习，任何经验式
的、套路式的、习以为常或者约定俗成的工作方式和思想方法都可
能把自己逼向无知者的不归路。作为社会发展表现出来的大趋
势，专业化和综合化的相互融合也渗透到党政机关的工作中，不仅
使机关面临转换职能的问题，而且机关干部面临改变工作思路、转
变工作方式的挑战。顺利地迈出这一步，惟一的途径是学习。这
是我们写作本书中自始至终所取的态度，也是我们自诩的本书意
义之所在。

本书的写作过程，就是不断学习的过程。这一特点与作者的
年龄特征是一致的。这基本上是一本年轻人的著作，作者的平均
年龄不到三十岁，保持着学生时代蓬勃向上、好学深思的朝气和冲
劲。几乎所有作者都经受过研究生阶段比较严格的学术训练。本
书是共同协作的结果，各位作者分别承担了不同的劳动（本书分工
如下：李俊撰写第一章，肖晟撰写第二章，戴志峰撰写第三章，吴国
平撰写第四章，唐高原、江东撰写第五章，敬景程撰写第六章，胡树
林撰写第七章，周思源撰写第八章。周思源负责全书的结构和统
稿。李俊、柯继铭协助周思源做了一些工作）。在完成本书的过程
中，我和几位年轻作者共同思考，相互启发，共同得到提高，共同得
到进步。他们是我学习旅途上的良师益友。古人说：“独学无友，
则孤陋而难成。”信乎！

这一段学习之旅，历时一年多，就要暂告结束了。回首旅途，
管它曾经悬崖峭壁、荆棘丛生，管它曾经苍苍凉凉、萧萧瑟瑟，管它
曾经进退维谷、举步维艰，自有一番“风景这边独好”在心头。这本
小书讲述了这段旅途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脚印，我们欢迎你来指指
点点，参与我们的旅程。你的参与，一定会把我们引向更多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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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当生活已成为学习本身，这旅途也将永无止境地延续。相
信这旅途上会有更多的同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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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撩开 “经济过冷”的面纱

第一节　引子：一个酷寒的严冬

这是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它发生在３０年代初大萧条时期
的美国：小约翰是一位煤矿工人的儿子，严寒的冬季，他身上只
穿着非常单薄的衣服，甚至没有鞋。冰冷彻骨的寒风不断从破屋
子的缝隙中钻进来，饥寒交加的小约翰蜷伏在妈妈的怀里瑟缩发
抖。他天真地问妈妈：“为什么我们不生火取暖呢？”妈妈回答：
“乖孩子，我们没有煤了。”儿子问：“为什么没有煤了呢？”“爸
爸没有工作了，我们没钱买煤。”小约翰又问：“爸爸为什么会没
有工作？”妈妈苦笑着说：“因为煤太多了，卖不出去。”小约翰
困惑地睁大眼睛，他无法理解这一切。

千千万万的人和小约翰一样无法理解这一切。一位作家回想
起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年那个历史性的严冬时说，“它像世界末日，使我
们那么多人心都凉透了。……它像一阵阴风，连我们住的房屋似
乎都在瑟缩，毫无安逸的希望。”① 这个冬季如此难捱，不仅仅
是因为天气的酷寒，更要命的是令人绝望的经济过冷。这种过冷
使人们丧失了工作和尊严，冰冻了人们的希望和梦想，更让人们
目睹了天底下最荒唐的一幕：失业者们衣着褴褛，而农场主却有

１　３００万包棉花销不出去，一千多万英亩的棉花被毁在地里；孩
子们穿着用纸板掌底的鞋子艰难地走去上学，制鞋厂一年中却有

１

① 哈罗德·克勒曼： 《情绪紧张激烈的年代》，纽约１９５７
年版，第１０７、１１２页。



六个月不能开工；人们缺少食物，靠野菜和饭店的残羹剩菜充
饥，而庄稼却烂在地里，大量的小麦和玉米被当作燃料，成吨的
牛奶被倾倒在下水道中，多达６４０万口猪于收购后被抛入密西西
比河。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大危机中陷入到令人无
法忍受甚至无法生存的经济过冷中：１９３２年，整个资本主义世
界的工业生产较１９２９年跌落了３６．２％，倒退到１９０８～１９０９年
的水平，其中美国跌幅为４６．２％，倒退到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的水
平；德国跌幅为４６．７％，倒退到１８９６年的水平；英国的生产本
已停滞多年，其跌幅也达１６．５％，倒退到１８９７年的水平。在美
国，企业倒闭２５２　０００家，失业人数从１５０万人增至１　３００多万
人，包括半失业者共有１　７００万人，失业率高达１／３。千千万万
的人经历着小约翰那样的悲剧，在自然界和社会经济的双重酷寒
中苦苦挣扎。曾经兴旺发达的市场交易也跌落到冰点以下：由于
商品滞销，资本主义世界批发价格平均跌落１／３，原料价格跌落

４０％～５０％，零售和批发贸易均较正常水平缩减４０％左右。农
产品价格跌得最惨，小麦批发价格跌落７０％，大豆、棉花、羊
毛、咖啡等跌５０％以上。金融市场几近瘫痪，昔日牛气冲天的
股市一落千丈。１９３２年底，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票价格下跌到
只相当于１９２９年后期的２０％；到１９３３年，美国共倒闭银行１１
７３０家，久负盛名的纽约金融中心也被迫关门，整个资本主义世
界正濒临崩溃的边缘。

这场发生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的空前大萧条，把
经济 过冷的严酷和凛冽展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在此之前和之后，
人们还经历过许多次或轻或重的经济过冷，但没有一次比它给人
留下的印象更深刻，以至于到世纪末的今天还能够感受到它的飕
飕寒意。事实上，正是这次席卷全球的 “超级寒潮”促使人们更
深入地去探究经济过冷的成因和机制，全力进行预防和治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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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冷的漫漫探索，试图摆脱在冥冥之中操纵这一切的命运之神的
捉弄。

第二节　国民经济运行机制简述

正如蒙昧时代的人们对大自然的气候变化、冷暖交替感到神
秘莫测甚至顶礼膜拜一样，人们在弄清国民经济的运行机制之
前，对运转良好的经济为什么会骤然变冷同样感到迷茫。感谢那
些伟大的经济学家的不朽贡献，今天我们已经能清晰地勾勒出国
民经济的运行机制。

首先让我们从最简单的情形开始。在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
家 （或地区，以下同）中，我们先不考虑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往
来，也不考虑政府的经济活动，则基本的经济部门可以简化为两
个：家庭和企业 （见图１－１）。企业是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家

图　１－１

庭则是这些商品和服务的购买者。与此同时，企业需要家庭为它
提供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源、管理者才能等生产要素才能进行
生产，通过生产新创造出来的价值 （即成品价值减去原材料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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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应分配给相应的要素提供者作为使用要素的报酬，如付给劳
动力提供者工资、付给资本提供者利息、付给土地资源提供者地
租、付给企业管理者利润等。家庭获得这些报酬收入后，通常将
其大部分用于消费，但也要留一部分暂不消费而用作储蓄。储蓄
的方式有多种，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是存入银行或进入证
券市场购买证券，这些钱又以银行贷款或证券市场融资的方式转
化为对企业的投资。当然，少数家庭也可以自办企业的方式直接
将储蓄转化为投资。

从图１－１的Ｌ１ 这个位置看，投资和家庭的消费加在一起，

构成对企业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企业作为商品和服务的
供给者，其总的供给可用它新创造出的价值来表示，即等于付给
家庭的工资、利息、地租、利润等要素报酬收入的总和 （从Ｌ２
处看），也可以用家庭对这笔钱的支出来表示，即等于消费与储
蓄之和 （从Ｌ３ 处看）。

可以看出，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要想全部卖出去，其新创造出
的价值要正好实现，必须使Ｌ１、Ｌ２、Ｌ３ 三处的流量一致，即总
需求应等于总供给，由此可以得出宏观经济学中一个最基本的等
式：

消费＋


投资
总需求

＝消费＋


储蓄
总供给

现在我们再将政府和国外两个因素引入。家庭还需将其收入
的一部分用于向政府纳税 （包括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以及附加在
商品和服务价格上的间接税），因此总供给应等于消费、储蓄和
税收之和。与此同时，政府也需要购买商品和服务，因此政府购
买也应成为总需求的一部分。从国外的进口，减少了对本国生产
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向国外的出口则增加了这一需求，二者相
抵 （即出口额减去进口额）即为 “净出口”，这也构成总需求的
一部分。因此，比较完整的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平衡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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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ＮＰ＝
消费＋投资＋政府购买＋


净出口
总需求 ＝

消费＋储蓄＋


税收
总供给

等式两端实际上都反映了一个国家 （或地区）的国民经济总
量，我们把这样的总量称为国民生产总值 （即ＧＮＰ，英文Ｇｒｏ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的缩略形式），它是指一个国家 （或地区）在
一定时期内 （一般为一年）所生产的商品与劳务的货币价值的总
和。有时人们也使用国内生产总值 （即 ＧＤＰ，英文 Ｇｒｏｓｓ　Ｄｏ－
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的缩略形式）来表示国民经济的总量。二者的区
别在于，ＧＮＰ按国民原则计算，ＧＤＰ则按国土原则计算，例
如，一家美国企业在中国设厂生产的汽车应计入中国的 ＧＤＰ，
但不计入中国的ＧＮＰ；同时它应计入美国的ＧＮＰ，而不计入美
国的ＧＤＰ。由于ＧＤＰ与本国的就业等经济状况的关系更为密
切，因此正在越来越多地被采用，但在反映一国 （或地区）的总
体经济状况这一点上与ＧＮＰ这一指标是基本一致的。

整个国民经济系统按照图１－１所示的方式 （当然实际情况要
复杂得多）不断循环流转，总供给与总需求在循环中不断转换，
这就是经济学家们所描绘的最简明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

第三节　什么是 “经济过冷”

当国民经济健康运行时，从动态上看，由于投资能使生产规
模扩大，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能使生产的效率进一步提高，因此

ＧＤＰ将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国民经济的循环流量将会像滚
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这样的增长既能使企业扩大的生产规模得到
充分利用，也能使更多的生产要素得到充分的利用，通过增加就
业等使家庭收入增加。从现实的需要看，新增的就业人口要解决
就业问题，人们的生活水平要想不断地提高，都要求ＧＤＰ保持
一定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既是实现充分就业和使资本、土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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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等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利用的要求，同时整个国民经济也能够通
过扩大生产和改进生产工艺等实现这一要求，我们把这样的增长
率称为潜在的ＧＤＰ增长率。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潜在的ＧＤＰ增
长率是一个合理的波动幅度范围，而不仅是一个孤立的最佳值。
我们假定最佳的增长率为Ｑｎ，则潜在ＧＤＰ增长率在上限Ｑｍａｘ＝
１．２５Ｑｎ与下限Ｑｍｉｎ＝０．７５Ｑｎ之间大致可以认为波动都是基本合
理的。

图　１－２

根据图１－２，我们可以将实际的经济运行情况分为四种情
形：

（１）当Ｑ＜Ｑｍｉｎ时，实际ＧＤＰ增长率低于潜在ＧＤＰ合理增
长率的下限，属于 “经济过冷区”（Ｏｖｅｒ－ｃｏｌｄ）；

（２）当Ｑｍｉｎ≤Ｑ＜Ｑｎ时，属于 “经济偏冷区”；
（３）当Ｑｎ＜Ｑ≤Ｑｍａｘ时，属于 “经济偏热区”；
（４）当Ｑ＞Ｑｍａｘ时，实际ＧＤＰ增长率高于潜在ＧＤＰ合理增

长率的上限，属于 “经济过热区”（Ｏｖｅｒ－ｈｅａｔｅｄ）。
国民经济处于 “经济偏冷区”或 “经济偏热区”时，Ｇ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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