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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循环论》

前言

本书作者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883年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一个织布厂主的家庭，后入
美国籍，是现代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发展理论》与《经济周期循环论》（又译《景气循环论》）这
两本著作，是他最富代表性的著作，在其中他首先提出了“创新理论”，也因此成为创新理论的创始
人。熊彼特早年就读于一所贵族中学，1901～1906年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专业，是奥地利学
派主要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弟子；曾在德国从事社会工作，1925年回到学术界，任德国波恩大学教授
：1932年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直到1950年逝世。他在学术上担任的职务有：1937～1941
年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48-1949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他的著作《经济周期循环论》在
后来的经济学界以及实践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评价称它是“西方经济学界第一本用‘创新’理论
来解释和阐述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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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循环论》

内容概要

《经济周期循环论》（又名《商业周期循环论》），是熊彼特以“创新理论”为依据提出的著名理论
。他认为：创新引起模仿，模仿打破垄断，刺激了大规模的投资，引起经济繁荣。当创新扩展到相当
多的企业之后，盈利机会趋于消失，经济开始衰退。市场期待新的创新行为出现——整个经济体系将
在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构成的周期性运动过程中前进。
当经济周期循环到谷底的同时，也是某些企业家不得不考虑退出市场或是另一些企业家必须要“创新
”以求生存的时候。只要将多余的竞争者筛除或是有一些成功的“创新”，市场就会再度景气，生产
效率也会提高。但是当某一产业又重新变得有利可图的时候，它又会吸引新的竞争者投入其中，然后
又是一次利润递减的过程，回到之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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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循环论》

作者简介

熊彼特（Schumpeter1883－1950），美籍奥地利人，西方现代著名经济学家，资产阶级经济学代表人物
之一。《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是熊彼特早期成名作。在书中，他以“创新理论”解释了资本主义的本
质特征，从而闻名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影响颇大。熊彼特的其他著作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
主主义》、《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十大经济学家》、《经济分析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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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循环论》

书籍目录

导言译者序第一章 商业周期熊彼特认为，一种“创新”在扩散过程中能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经济
高涨；经济高涨导致价格下跌，一旦投资机会消失，经济便转入了衰退。由于“创新”的引进不是连
续平稳的，而是时高时低的，这样就产生了经济波动战“商业周期”。第二章 在给定环境条件下经济
生活的循环流转熊彼特认为，循环流转就是单调地重复以前的过程，循环流转虽然并不排斥增长，但
循环流转过程中的增长却一定是简单的数量的增加，也就是说即使产量有了增加但生产的产品以及劳
动生产率却维持原样。在循环流转过程中，增长的实现靠的是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比方说，用劳动
时间和耕种土地的增加获得更多的收成。熊彼特认为，循环流转过程中的增长不属于发展，发展必须
靠创新来实现。第三章 经济发展的基本现象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
种“新组合”，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是这种不断创新的结果。这种独具特色的创新理论奠定
了熊彼特在经济思想发展史研究领域的独特地位，也成为他经济思想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成就。第四章 
信岱与咨本当企业家实行新组合时，他首先要获得的是维持其创新活动的资金。但是，在循环流转的
静态经济中，一切都是有“归宿”的，原有的资本并不是为创新而准备的。那么这种创新活动的资金
是从哪里来的呢?熊彼特认为，是无充分准备的信贷填补了企业家对资本的需求。“原则上只有企业家
才需要信贷，信贷是为创新的产业发展服务的。”第五章 企业家利润熊彼特认为，只有在实现创新的
情况下，才存在企业家和资本，才产生利润和利息。这时，企业总收入超过总支出，这种余额或剩余
就是企业家利润，是企业家由于实现了新组合而应得的合理报酬。资本的职能是为企业家进行创新提
供必要的支付手段，其所得利息便是从企业家利润中偿付的，如同对利润的一种课税。第六章 资本的
利息在讨论企业家利润及附随的利息现象之前，熊彼特假定消费者的嗜好是不变的。因此作为一种“
价值剩余”的利润来自于降低成本带来的收益。然而，这种超额的收益(利润)并不是永久性的，它只
作为伴随变动而短暂的存在。关于利息的起源与性质熊彼特总结出三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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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循环论》

章节摘录

关于危机的理论，更准确地说是周期性的商业波动理论，不像已经被详细说明了的关于企业家职能、
信贷、资本、货币市场、利润、利息等理论那样，它甚至还没有一个令人比较满意的对其主题的陈述
。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在今天看来应该比过去更需要对大量的不断增多的资料进行综合处理，更需
要以那些表明商业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不同指标为基础，制定出许多个别理论。在这方面，我的工作
还只是一个不成形的框架；我所承诺的彻底研究还没有完成，而且按照我的工作计划，这种情况还将
长时间持续。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提交这一章，除了在表述上，没有其他任何变化，这不仅是因为现
在这一章对于考察危机有其一定的地位，而且还因为我仍然坚信它是正确的；不仅是因为我相信这一
章包含的内容有助于本书对这一主题的论证，而且还因为这一论证表达了事物的本质。因此，我愿意
在这一章的基础上接受批评。通过研究我所注意到的各种反对的意见，我更坚信我的信念。这里我只
提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批评说我的理论只不过是一种“危机的心理”。这种反对意见是由一位最
有才能的，也是我最尊重的权威提出来的。这条意见表达得是这样文雅，所以为了让读者明白它的真
实含义，我必须亲自阐述它的真实内容。“危机的心理”意味着某种十分明确的含义，它不同于“价
值的心理”，比如，它意味着坚信那些令人害怕的商业世界的悲喜剧式的畸变，它们是我们在每一次
危机中注意到的，特别是在过去已经注意到的。因此，作为一种危机理论，它意味着一种科学的解释
要么依据显然是同时发生的以及相应产生的现象（恐慌，悲观主义，等等），要么，只在某种缓和的
程度上，依据以前对股票看涨的趋势、促销热潮，等等。这种理论是很枯燥的；这种解释也没有说明
任何问题，但这不是我的观点。不只是因为我总是讨论外在行为，因而在我的论述里，心理因素只能
在对每一经济事件的陈述中找到，甚至是最客观的陈述，而且还因为我解释商业波动的现象——不管
现在是否发生——仅仅用一串自动运行的客观的因果关系来解释，也就是用新企业的出现对现有企业
所处的环境的影响来解释。第二个反对意见是由洛伊提出的，他说我的理论没有解释危机的周期性。
对此我不理解。周期性可能有两种含义：第一，仅指每一次繁荣之后都有一次萧条，每一次萧条之后
又跟随着繁荣这个事实，而我的理论解释了这种现象。第二种含义是指实际的周期长度。但是没有一
个理论可以从数量上解释这一点，因为，显然它依赖于个别情况的具体数据。不过，我的理论对此作
了一般性的回答：一段时间之后，繁荣结束，萧条开始，而在新企业的产品上市之前，这种现象必然
会消失。当吸收创新的过程结束时，一种新的繁荣会战胜萧条，从而出现繁荣景象。但是洛伊还有其
他的含义，这些内容由埃米尔·莱德勒表述如下：我的论证被说成是“令人不满意的，因为它根本没
有试图说明为什么企业家实际上是周期性的大批地出现，他们可能出现的条件是什么，以及如果条件
对他们有利，他们是否将会不断地出现，为什么会经常出现”。现在有人可能认为，我对企业家的成
群或者大批出现（这是形成繁荣阶段的唯一原因）以及它所引起的现象的解释不能让人信服。但是如
果说我根本不曾努力解释它——实际上，我的整个论证都是为了解释它——在我看来是没有根据的。
企业家们得以出现的条件——不考虑竞争经济的一般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可以简略地、不完全地表述为
新的可能性的存在，这种新的可能性从私人经济的角度看是更有利的——这个条件必须被实现；由于
人们主观意识的限制和外界环境的影响，这些可能性也只能有限地实现；还要加上一个能够十分可靠
地估算出来的经济形式。如果人们能坚持我们对企业家概念所做的假设条件，那么，为什么企业家会
出现在这些条件下，就不是难以解答的问题了，就像人们一看到有利的机会就会伸手抓这个事实一样
。现在，我并不带有任何批评意图，只是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现这些观点，我打算把我的理论与迄今为
止在这个领域做过最充分论证的斯皮托夫的理论加以比较——尽管在彻底性和完备性方面很难与之比
较。从尤格拉那里得来的观点——据此，商业中的波浪式波动，而不是危机本身，似乎是需要说明的
基本问题，这个观点对两者是同样的。我们赞同这个观点，即变换的状态（斯皮托夫称之为
“Wechsellagen”）是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发展所采用的形式。因此，我们也赞同这个观点，即充分发达
的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只能追溯到这种变换状态首次无误地出现的那个时代（根据斯皮托夫的观点，在
英国是从1821年开始，在德国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再者，我们赞同钢铁消费数字是反映经营状
况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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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循环论》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某种方式上，凯恩斯和熊彼特重演了西方传统的最著名的哲学家的对抗——最有光彩、最聪明、最
难以击败的诡辩者巴门尼德和反应缓慢、丑陋但却富有智慧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的论辩。在两
次世界大战期间，也许没有人比凯恩斯更有光彩、更聪明。而熊彼特则相反，似乎平平淡淡——但他
更有智慧。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　　——彼得·德鲁克他是创新理论的先知，是这个世
纪最老练的保守派。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对商业周期的研究，必须基于一个令人满意
的周期理论。不加“预判”而只关注成堆的统计数据，这是没有意义的。周期发生在经济世界中，所
以一个有效的周期理论必须与普通经济学的理论相结合。然而，这两种理论的结合，即使是尝试性的
结合，也显然只是一种例外，它并不是经济学中的常规近二十年来，经济学已经被很糟糕地分割成一
系列互不关涉的部分——各个领域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只有在熊彼特和米塞斯的理论中，周期理论才与
普通经济学相结合。　　——默里·岁斯巴德

Page 7



《经济周期循环论》

编辑推荐

《经济周期循环论》百年来畅销不衰的经济学十大经典巨著之一思想的激励和启发,将超越时空和地域
，与世长存重温经典并不意味着过时和保守，通过时间的淬炼，人们会发现，越是思辨深刻的书籍，
越具有超越时空的前瞻性、思想性和流行性繁荣、萧条、衰退、复苏⋯⋯什么力量在推动经济周期周
循环往复的运动？ 拨开金融风暴的迷雾，未来经济的增长点在哪里？周而复始的衰退与繁荣掩盖了真
相，过去的经验能否帮助我们解释现在的经历？    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
或所谓的历史经验，那么，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                                       ——熊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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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循环论》

精彩短评

1、作为熊彼得的代表作《商业周期》，此中文版的译者翻译水平烂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也就只有
长安出版社这样的三流出版商才敢出版这样的翻译次品。译者简直混账，浪费了我22块一毛的买书钱
不说，这样的翻译水平简直是对大师的极大侮辱~~
2、经典大作，为我所爱。
支付工具
3、天哪，这么伟大的著作，居然由这么山寨的出版社出版，真有些不敢买。
4、纸质不太好，内容貌似也不全
5、翻译太烂。
6、经济周期循环论
7、社会发展来自于创新。。这现在基本已经成了一种共识。。不想谈太多价值评判，对于纯粹经济
学来说这是无意义的。熊彼得关于资本的分析利息和商业周期的理论汲取了以往包括 斯密。马克思。
凯恩斯。各家分析。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8、实在无法阅读，翻译水平太差了。两次试图阅读，最终放弃了。
9、可读，太深。
10、删减；额
11、刚收到了昨儿的订货~封面、装帧很清新啊，一本书掂在手里，感觉很不错的~呵呵，可以好好开
始看了。。。
12、真是尼玛要不是为了表达对熊彼得的敬意，这本书必须负分，翻译烂的让人不能卒读，简直意思
都表示不清，还挂羊头卖狗肉，把经济发展论硬生生的起了个周期循环论的题目！！！尼玛这个翻译
德文老师是不是教体育的啊！！！
13、每个国家都会有它的经济周期的，看了此书，了解美国的经济太好看了，怪不得在美国销量那么
好，值得看一下......
14、德鲁克的一句话 聪明是暂时的而智慧会永垂不朽 这本书就是智慧
15、不是全本。翻译的一般
16、这本书质量太差，错别字连篇。但依旧没有掩盖作者揭露经济本质
17、熊彼特的经典之作，不错！
18、一般。
19、翻译太烂了，也有说是这是把另一本书打乱重编的山寨本。也许是真的，因为即使撇开翻译行文
思路也很乱。也不是我想要的内容，与现代的主流经济学相差有点远。
20、熊彼特此书写于1940年，如果我之前没读过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书籍，恐怕会觉得此书被
翻译得未免拗口甚至读完2章就没了兴趣。然而事实是此书越到后面越是精彩，越是与之后的那些经
济学理论观点相照印，熊大师此书是承前启后的清晰之作，地位不亚于《资社民》。
21、内容挺基础，通俗易懂
22、很晦涩，很多地方读的囫囵吞枣。
23、很不好的译本，但是重读，发现更喜欢熊彼特了，经济周期是非平稳过程。。
24、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源泉，信贷创造的本质需求在于创新，利息来源于利润，利润是企业家创新价
值的报酬。
25、总体上感觉，可能是限于时代的缘故，论证过多了 
26、没见过这么垃圾的出版社骗钱的，我怎么会上当，该死！
27、我欣赏的智慧类型，大系统大格局
28、《经济发展理论》一个拙劣的译本，配上了误导性的书名。
29、熊彼特 我觉得用 社会经济学 去诠释更合适
30、一直以来就觉得西方经济学大师中，凯恩斯被世人吹嘘得有些过了，而与其同时期的大经济学家
熊彼特，其理论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哦从大学时代就曾经寻觅过熊大师的各种著作，这本《经
济周期循环论》却一直杳然无踪，在美国曾读到过此书英文版，没想到居然在卓越上看到了，幸甚幸
甚，值得一读。  反观中国社会现实，企业家的角色是应该到了被重视的地步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
固然经典，或许，熊彼特的有关论述更符合“人性”。当然，赶上了这轮经济萧条，熊大师的商业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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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循环论，更有时代意义，民众渴望安定和繁荣，但经济发展总会是有升有降，潮起潮落的世界，与
潮起潮落的阅读相映成趣。熊彼特的睿智，值得深思和缅怀。经典！无关出版社
31、不错，包装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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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以下评论针对这个译本。本人未读过该书中文版，但接触过英文原版，厚厚的两卷本。令我好奇
的是，一本原文有一千多页的英文书，怎么翻译成中文后只有240页，中文表达再简练也不可能差别这
么大呀！又或者是翻译者的“毁灭性创造”，总之令人十分费解。
2、这本书一直在心里躺了很久，终于在近日摆上日程。展书一看，却越读越不对味：这本书的主题
怎么不是经济周期？再看了看相关的评价，发觉这本书根本就是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的打乱章
节的再版。不可否认《经济发展理论》是一本杰作，但长安出版社这样挂羊头卖狗肉，就非常不厚道
了。————————————————————————《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何畏 易家详等译书名原文: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an inquiry into
profits,capital,credit,interest,and the business cycle　——原译文《经济发展理论》第六章——下面关于危
机的理论，更正确地说，关于经济重复变动的理论，甚至还不象已经阐述了的关于企业家职能，信用
、资本、货币市场、利润和利息等理论那样，有一个对主题比较令人满意的表述。一个令人满意的理
论，今天比起过去来，将会更加需要一种对于大量的日益增多的资料所进行的综合处理，以及依据那
些表明经济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各种不同的指数而制订出的许许多多的个别理论。我在这方面的工作
还只是一个骨架；我自己所许诺的彻底研究尚未完成，而且按照我的工作计划，象这样的情况还要持
续一段长的时期。尽管如此，但我还是要把这一章发表出来，除了在文字叙述方面以外，没有作其它
任何变更。这不仅是因为这一章在危机的考察中有其地位，而且也因为我仍然坚持它是正确的；不仅
是因为我相信这一章包含的内容可以为本书对这一主题的论证作出贡献，而且也因为这种贡献表达了
事物的实质。为此，我准备在这一章的基础上接受批评。 ——长安版《经济周期循环论》第一部分—
—　　关于危机的理论，更准确地说是周期性的商业波动理论，不像已经被详细说明了的关于企业家
职能、信贷、资本、货币市场、利润、利息等理论那样，它甚至还没有一个令人比较满意的对其主题
的陈述。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在今天看来应该比过去更需要对大量的不断增多的资料进行综合处理
，更需要以那些表明商业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不同指标为基础，制定出许多个别理论。在这方面，我
的工作还只是一个不成形的框架；我所承诺的彻底研究还没有完成，而且按照我的工作计划，这种情
况还将长时间持续。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提交这一章，除了在表述上，没有其他任何变化，这不仅是
因为现在这一章对于考察危机有其一定的地位，而且还因为我仍然坚信它是正确的；不仅是因为我相
信这一章包含的内容有助于本书对这一主题的论证，而且还因为它对本书的贡献表达了事物的本质。
因此，我愿意在这一章的基础上接受批评。————————————————————————
3、怀着对熊彼得这位经济周期大师的崇高敬意，我打开了这本书。然而在这本书看完之后，我发现
只获得了一个道理的完全学术化的解释：那就是富不能过三代。毕竟不是学经济学的人，普通读者看
起这种书来果然还是太过吃力了。当然，我觉得让读者看得这么吃力的时候，可能翻译也有一定的“
功劳”。且不说这个，我来试着重新整理一下在这种这本书中我所看到的那些立意，以此作为读书笔
记吧。因为毕竟是大师写的书，也没有什么资格去做书评。其实要想理清楚这本书的线索，似乎是应
该把书的顺序倒过来。熊彼得应该想要首先论证的是企业家其实在社会生产过程当中本身是不确实创
造财富的。财富和资产和劳动其实没有太多的关系。像我们一直认为正确的那种所谓“商品的确切价
值就是凝结在上面的人类的无差别劳动”这个定义其实是错的。价值是由需求决定的，劳动和土地的
租金并不能够决定一个物品的价值。再好的东西，如果没有人要，它还是卖不出钱去。而企业家的真
正作用就是帮助产品发现它的价值，或者在确定的商品价值下将商品的成本往下降.他的这种脑力劳动
才是企业家收入的真正来源。实际上，企业家的这种收入只能看作是工资。因为不管向股东负责，还
是向银行贷款，企业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他们具有极高价值的一种高级雇员。企业家真正能够发挥作用
的领域其实往往只有在一两个行业内。并且在这个行业里边企业家所起到的作用是帮助这个行业发现
其他行业开掘出来的可以用之于其上的资源。通过整合新的资源，企业家将刷新这个行业的现状，从
而让这家企业成为这个行业中暂时性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此时企业将会因为成本和价值之间的差值
而获得大量收益。这种收益将可能是企业家的收入，也可能是资本方的收入，但是绝对不能够算为工
人的收入。因为工人的劳动对这笔超额财富的创造没有关系。由于这个收入差实在令人太过眼红，随
之其他行业内的竞争对手甚至新生的力量也将会崛起争夺这一份新的蛋糕。此时经济将会进入一波高
潮。这也就是所谓循环周期的波峰阶段。不管是这个行业的资本市场还是它的实物市场都将进入令人
癫狂的状态。而当卖方市场扩大、买方市场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单品的利润会随着分蛋糕者的增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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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很快每个公司的收益值又会回到正常值，该行业的市场也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实际情况是高潮
过后市场可能由于增长式的癫狂而陷入比增长前还要悲哀的低谷当中。这就是循环周期的波谷阶段。
在熊彼得所定义的经济周期的“创造性破坏”当中，波峰和波谷时一定会交替出现，并且可能是轮流
在不同的行业当中出现。这一段短短的描述可以被认为是这本书的精华所在。如果我们承认这以上的
描述是正确的，并且任何经济周期是无法改变的经济自然现象，那么在经济出现波峰和波谷的时候由
政府去干预市场就显得不怎么明智了。政府出手救市，从来都不能把行业或是整个市场从波谷拉到波
峰，而只能让它的危害进一步延长和潜藏。上一波的世界金融危机，看似中国靠4000亿投入勉强拉住
了局面。但事实是中国的危机其实晚于其他国家爆发，从现在开始渐渐地进入隐痛的状态。虽说从纯
经济的角度来说，一个政府不应该做这些事情，可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又怎么能眼看着老百姓民
怨沸腾而不出手相救呢。这恐怕就是执政者真正的矛盾吧！不过作为一个与最高决策层无缘的普通人
，我们倒是可以利用这一套理论稳住自己的内心。在经济发生波动的时候，不要乱了自己的阵脚。结
合一些投资哲学普通人也可以看穿市场的本质并且为自己谋求更大的财富。如果人人都是所谓的“古
典经济人”。这个世界上哪还有什么超额的利润可以给聪明的人赚的？我们现在赚的钱，很可能就是
那些赚取了超额利益的企业家的后人转移给我们的。从长期来看这种收益是无法保存的，这也就是“
富不过三代”的真正原因吧。
4、这本书在很多网站都有看到，但到豆瓣网上一看还真有，以前一直是豆瓣网的粉丝，看了一部分
还真不错，封面我很喜欢，里面的内容更喜欢，真正阅读中,不错~
5、开始读时觉得有些深奥，但是慢慢理解熊彼特的理论，便领略了百年来畅销不衰的经济学经典巨
著的精髓。他用他的创新理论，他用他的经济体系四个阶段行为分析一一为你解读经济学，让你了解
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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