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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尼古拉斯`韦普肖特以一支妙笔，生动地记叙了现代历史上一场致命的遭遇战，一场知识界的戏剧冲突
。他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掌控我们世界的观念之争。——肖恩`威伦茨《美国民主的兴起》
（TheRiseofAmericanDemocracy）、《里根时代》（TheAgeofReagan）作者“即便是最务实的人，通常
也会被一些早已过世的经济学家提出的观念所左右”，这本精彩的作品正好说明，我们其实仍然被两
位经济学家哈耶克和凯恩斯80多年前掀起的世纪论战左右着。尼古拉斯`韦普肖特长于叙事，能把复杂
的金融问题讲得清晰易懂，他为经济学做了一件大好事：透过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知识角力，向
普通读者掀开了论战的主题。——安德鲁`罗伯茨（AndrewRoberts）《战争风暴：新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TheStormofWar:ANewHistoryoftheSecondWorldWar）作者尼古拉斯`韦普肖特还原了20世纪凯恩斯
与哈耶克间的大战，把这场冲突写得引人入胜，让读者更容易通过它理解21世纪的经济危机。这本精
彩的作品填补了1953年罗伯特`海尔布鲁诺所著的经济思想史《俗世哲学家》（TheWorldlyPhilosophers
）留下的空白，后者只用了一页的篇幅介绍哈耶克。——约翰B.泰勒（JohnB.Taylor）斯坦福大学，《
脱轨》（GettingOffTrack）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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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编辑推荐：历史上最经典最著名的经济学决斗，影响了数百万人生命和生计的
争论，梁小民、何帆专文推荐，世纪论战，百年恩怨，凯恩斯与哈耶克，低增长时期，谁是中国经济
的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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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时寒冰老师的推荐让我知道了这本书，确实让我收益良多。如果要了解现代经济学，此书必读。
谢谢时老师推荐。
2、很多经济学知识不懂，最后只能当历史八卦来看了。还算好看。可以补充电经济学后，重温，这
样对20世纪经济学发展框架更清晰。
3、如标题一样，在讲凯恩斯和哈耶克从偶像和粉丝的关系变成二十世纪最有名的一对对手的故事。
一直到现在，二人的理论也没有完全分出胜负，往往是经济危机时，政府开门迎接凯恩斯；在经济稳
定的时期，又向哈耶克投怀送抱。现代经济观点可以说都是二者的融合，也许这是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斗最好的结果了。
4、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也脱离不了世俗气息
5、生动有趣，如果具备一些基本的经济学常识，会对历史变迁下思想的流动会理解更多吧，值得二
刷。
6、看完这本书，我的脑海里只有这样一幅图景：1942年春夏之交，当德国战机轰炸伦敦，年近60岁的
凯恩斯和43岁的哈耶克，手持铁锹和扫帚，在国王学院的哥特式教堂的屋顶巡逻，他们用那双穿透人
类历史和未来的睿智眼神扫视夜空，警惕德国轰炸机飞来。不管他们二人在经济学上分歧多大，无论
是信任市场自由，还是提倡政府干预，他们都共同捍卫了人类自由制度，将人类从极权主义的泥沼中
挽救出来。。。
7、2015-01-26 BBC相关纪录片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1723567/
8、好书，不过有关经济学专业知识的部分内容我没太读懂
9、一本不错的经济学读物，结合理论和八卦于一身。凯恩斯和哈耶克两者的争论持续至今，前几年
强刺激大投入，搞基础建设，就类似于凯恩斯的主张，现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政放权充分发挥
市场主体的作用，又类似于哈耶克的主张，今后如何？未完待续
10、看热闹，但是我实在不喜欢哈耶克
11、最后四章经济与政治百年发展比较精彩，令人失望的是作者的凯恩斯倾向过于明显，影响了叙述
（尤其最后一页）的客观公正。虽然政府天然是凯恩斯主义者，但中国的大众知识分子似乎多有哈耶
克倾向。我经不住想，如果公众都读了这本书，大概对08年的四万亿会少些苛责。
12、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凯恩斯大战哈耶克》这本书，内容很好，只是书名翻译的跟西游记的故事一
样。 可能译者觉得这样能吸引眼球。如果这本书真正的读者喜欢这么个名字，是一件很滑稽的事。 
凯恩斯的名字更被人了解，哈耶克似乎陌生一些。不知道是否和两个人各自代表的观点在中国的现实
中适用性有关？凯恩斯作为西方经济学家，在说政府干预应该， 当然顺应国情。但凯恩斯就不多说了
。列几句哈耶克的主要观点： “计划经济意味着社会被一个全能的政府组织起来，去实现一个绝对的
集体目标，因而不需要任何自由思想，它不仅是没有效率的，也必然不自由”。 私有制是“富人得势
的世界”， 而公有制是 “只有得了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 甚至连机会平等也没有".“彻底的公有制
是不存在的，如果私有制是多数人的私有，那麽公有制是少数人的私有”。如果感兴趣，大家自己去
品品这本书吧，虽然 《凯恩斯大战哈耶克》 这个书名让我发笑，总不自禁想起孙悟空大战牛魔王。
13、可讀性巨強的經濟史書。
14、太精彩了，把宏观经济学诞生的前前后后讲的都很清楚
15、“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
16、书的质量很好，包装也不错，印刷也很好。
17、原书三星，总体线索紊乱，对两人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说得很不清楚。糟糕的翻译，再扣一星。
18、之前看过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的短篇，很有趣所以来看了这本~
19、写得很好，让我们对经济学的发展有一个大体的认识。
20、剧情介绍多于双方争议的经济学内容，不喜欢，只看了一半
21、经济学领域最经典的决斗之一，当下林老师与张老师争论的起源。读完之后，想起来大一课程上
老师讲的一句话，政府总比你想象的坏一点，市场总比你想象的好一点，当年奉为准则，至今读来却
未必认可，市场自身是永不完善的，而政府，也许我们可以缔造一个好的政府⋯
22、书内容很新，总结得也很好，但内容偏晦涩，没有经济学基础的人很难读懂。另外注释统一放最
后，导致难以查阅，降低阅读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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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值得读读，有意思。大师也有常人的一面
24、很精彩
25、论战史实描写的很精彩，值得一看
26、简直太好看，连书后附录有意思！
27、经济学历史，思想的碰撞
28、经济领域无人胜出，江山代有人才出
29、应该不错还没有时间看
30、看完PBS《制高点》，再来一本拓展读物。
31、写的很有趣。
32、读书笔记，开了个了解经济史的头。好读，有趣味，不是枯燥的理论堆叠，可作为阅读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的铺垫和背景了解。要说缺点，就是书名太不好听了。
33、看两页睡一觉
34、终于终于⋯⋯啃完了⋯⋯大半年⋯⋯经济学你好，经济学再见。最近从心理学、经济学和文学三
个角度把一战二战轮了一遍 从不同学科的视角看同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变得相当立体
35、本书是我见过的翻译最好的一部。我这个门外汉也能读懂。
36、看了凯恩斯强烈推行政府大规模投资公共项目，拉动经济，促进就业。哈耶克强调市场调节，自
我修复，政府不应干预。想到我们政府2000年以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以及金融危机的4万亿。观察
结果，体会经济巨人之争。
37、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的美联储主席马里纳·埃克尔斯早就做过劝诫.货币政策是不能视为刺激的,
“绳子只能拉，不能推”.也就是说,不管你准备好了多少钱,始终不能强迫企业进行投资.
38、我必须承认我只读到70多页就读不下去了...2015.7.25 but现在自觉能够读懂了却找不到了~
39、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是为现实的经济服务的。
40、梳理了一条20世纪到21世纪的经济学历史，虽然只涉及远古的前辈，但依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学到了很多；比如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的可能存在的关联，减少政府监管可能解放的市场活力，价格
、通货膨胀、需求的定义和关系，当然还有货币主义以及弗里德曼，等等等等。
41、“大战”完全是噱头，但是里面描述的历史和异闻还是挺有趣的。仔细想来相比哈耶克《通往奴
役之路》因为反社会主义的立场被追捧，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才更为伟大。我要去多读读凯恩斯的
书。
42、作为理工背景的读者，我对两种经济理论争论的细节印象不是很深，读了个囫囵吞枣。在此妄言
一句：如果经济学论战都是这种内容，那似乎意义并不大。从控制论的观点看，我们不仅不知道怎样
的操控手段适应于怎样的经济形势，更糟糕的是我们对经济形势究竟是怎么样，该关注哪些指标，也
不清楚（没有有效的反馈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形式的讨论都是架空的，属于盲人摸象。另一
个收获是领略了一下精英知识分子信件来往时，婉转措辞里暗藏的机锋，很有意思。另插一句：凯恩
斯对巴黎和会上苛刻赔款的抨击，以及他对德国因经济危机陷入纳粹的预见，是否也与二战后美国放
弃日本赔款有关？无论如何，美国放弃了日本的赔款，将之迅速重建为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基地
，却对中国人民的贫困视而不见，那也不需要为政权的迅速更替而感到惊讶。作者论据看起来比较详
实，不过我当然没有具体考证过。总结来说，我们还是做个理性上悲观，行动上乐观的人吧。
43、不适合想了解他们各自理论的人阅读 也不适合没有基本经济学理解的人阅读 感觉写得比较琐碎 
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 作者的主观态度也必将强烈。
44、争论是发展的动力，这本书很好的阐述了这点
45、还没看完,少有的故事和技术都有的一本书.
46、对哈耶克多了一份敬意，政府和市场是经济学中永远离不开的话题
47、难得的好书，文笔生动有趣
48、宏观调控与自由放任的撕逼。
49、短暂的寒假读的唯一一本书
50、茶余饭后的读物。平铺直述，胜在够有趣。
科普足矣。
51、失业率vs通胀、短期vs长期、宏观vs微观、自上而下的管理vs自下而上的自由、经济vs政治，弥漫
着浓烈硝烟味的并非双方内在的分析逻辑之争，而在于彼此自负的措辞之辩。与其说这是两位巨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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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而行的火星撞地球，倒不如说是在各自轨道上同向而行时交错摩擦出了火花。
52、在政治領域，哈耶克逐漸贏得了勝利。但在經濟實踐場上，沒有人不是凱恩斯。
53、过去以“主义”之争为时髦，争论之下开始泛化，几乎忘记了初衷。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之间也有
争论，与之前的争论归并到一起，无非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运行间的关系，政府干预的形式要么走
市场计划的道路，要么制造通货膨胀，要么扩大公共开支。谁最科学，因为政府的缺陷，因为市场的
缺陷，因为党政者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方式，因为更多其它因素，好像还不能“实验室”式的证明
。因此，一切都... 阅读更多
54、这本书从经注学发展的一部分角度阐述了近代经济学的发展,为大学生及其他各类爱好经济学的读
者提供了全面,思路清晰的阐述,很高兴购买些书!
55、看完这书对凯恩斯和哈耶克兴趣寥寥，倒是格外好奇“布鲁姆斯伯里”圈子里那帮人的小八卦
56、两个伟大的艺术家
57、作者更倾向于凯恩斯，哈耶克则被描述为有性格缺失。个人认为凯恩斯像孔子，哈耶克是老子，
我可能还是倾向于孔子吧。金融时报上好像有篇文章是介绍这本书的。
58、原本以为是学术，结果是本娱乐八卦
59、我总是选这类的来进行自虐
60、凯恩斯入世，是精明务实的大经济学家；哈耶克则出世，擎着“极端”理想主义者的政治大旗。
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是杯鸡尾酒，调和了二人的观点，成为经济沉疴的一剂标准药方。
61、比较专业，来龙去脉讲的比较透彻
62、有点编年史书的感觉，本来以为能接触到两个人的理论多一些，结果重点讲了两个人的关系和与
世界及经济学界的关系。也还不错了
63、凯恩斯经济学方面开创性的探索导致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从学说角度看，凡是接受（至少不否认
）宏观经济学的，某程度上，都可以认为是凯恩斯主义者。“保守的”弗里德曼自称凯恩斯主义者，
因为他必须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框架内思考和讨论他的货币主义。二战之后没有任何西方国家对经
济采取自由放任主义态度。美国无论民主党共和党都“积极干预宏观经济”，保障经济稳定控制失业
和通货膨胀，其经济政策历史就是一部实行凯恩斯经济政策历史。机会主义者尼克松明确利用财政开
支降低失业率获得连任机会，公认声称“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号称信奉要缩小政府规模的里根
任内财政赤字创下历史纪录，降低税收增加开支乃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政策。
哈耶克对经济学贡献一直停留在介绍奥地利学派前辈门格尔的水平。
以上是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一书的启示
64、两个经济大师的笔战，经济思想之争
65、比预期好太多，学术性非虚构写作，有思想有八卦，对一个经济学家思想的理解，一定要放到具
体的语境中。
66、神马叫凯恩斯主义，神马叫哈耶克主义，看看这本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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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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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Page 12



《凯恩斯大战哈耶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