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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布鲁斯·巴特利特是一位在过去三十年一直在政治和公共政策领域工作的经济史学家。他曾担任多个
政府职务，包括担任罗纳德·里根总统的国内政策顾问及在乔治·H．w．布什总统时期担任财政部
官员。他是福布斯网站的每周专栏作家，并为《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国家评论》、
《评论》及《财富》撰稿。他也是《NBC晚问新闻》、《晚间报道》、有线电视新闻网、消费者新闻
与商业频道及福克斯新闻频道等节目的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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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持续的通货膨胀击败了凯恩斯经济学，人们指责凯恩斯经济学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的
大幅通货膨胀，却没能提出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事实上，凯恩斯对通货膨胀及抑制通货膨胀有清晰
的理论，但他从未强调也未进一步发展他的理论。当通货膨胀日益严峻时，他的分析早已被人们忘得
一干二净。二战后，人们之所以很快普遍采纳了凯恩斯经济学，是因为当时人们害怕战争支出只能暂
时结束大萧条。他们担忧一旦战争结束，经济增长和失业会瞬间返回到战前水平，并导致经济崩溃。
事实的确如此。二战结束后冷战发生，美国在短短几年内先是卷入了朝鲜战争，几年后又卷入越南战
争。虽然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凯恩斯经济学是鼓吹发动战争来维持国内经济繁荣，但战争支出的确产
生了凯恩斯经济学的效应。战争支出有助于维持经济总支出，也有助于缓解战后严重的经济衰退。凯
恩斯经济学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则更为直接。一般来说，经济衰退出现时，国会会实施公共事业就
业计划。不幸的是，出于制度方面的原因，公共事业就业计划实施的效果并不佳。预测者几乎从未及
时预见过经济衰退，因此议会也从未及时地采取过措施。’即便能及时预见衰退，实施公共事业计划
耗时长，也很难保证计划能在最有需要的地方实施。结果是大多在经济衰退结束后，反周期性刺激才
刚刚开始作用于经济，对失业者并没有多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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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布鲁斯·巴特利特的观点是正确的。福利国家并没有消失。如果共和，党人继续通过减税  “让野兽
挨饿”或者通过将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私有化以试图削减福利的话，他们 将成  为历史。这本书
中蕴涵了富有见解的里根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譬智思想。　　——Robert Reich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巴特利特在此书中向里根的遗产注入了新的思想，而且如果他成功的话
，美国的政治将变得更加文明并更有竞争力。　　——James K .Galbralth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经济学教
授及《掠夺型政府》作者布鲁斯·巴特利特这样的人既少见又令人钦佩：他是一个勇敢且思想上诚实
的人 ，他知道真相很难保持纯；争且绝不简单。　　——Martin Wolf《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在
当今的保守党人中，唯有布鲁斯·巴特利特有勇气打破常规乐意接受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点，并
且支持开征一种新的庞大的税种 ，但关键是：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任何试图为保守主义或者经济寻求
未来之路的人都需要先读此书。　　——Jonathan Rauch《国家杂志》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冒名
顶替者》中深入剖析了布什总统的布鲁斯·巴特利特又写了另外一本大有裨益的畅销书。在这本语言
简练、思想坚定且不失诙谱的书中，他向大家介绍了奥巴马政府采取的经济措施以及为何这样做能够
取得成效。　　——Richard  Whalen罗纳德·里根总统的高级政策顾问及《建国之父》作者巴特利特
是一位极其少有的诚实的保守派经济学家。持任何政治观点的读者均会发现这本书富有价值  该书客
观地描述了二战后的经济历史并为未来之路提出了有见解的建议。　　——Dean Baker经济暨政策研
究中心主任

Page 7



《新美国经济》

编辑推荐

《新美国经济:里根经济学的失败与未来之路》为经济金融前沿译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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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到货速度依旧很快
2、临近春节了，送货还不算晚，赞一个。
3、通俗易懂好像讲故事，但论述清晰有力，对了解二战后经济史有帮助。
4、刚收到还没来得及看，就是这次发货不给力，催了以后才发货的，希望下次不要有类似的事情发
生。其他都还可以
5、还可以。。值得一看的。。。。。。。。。。。。。。
6、本周写个书评
7、写的角度 和深度都还可以的 为分析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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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书，是关于过去百年世界两大经济学思潮（凯恩斯学派和供给学派）的形成、兴起、异化、
衰落的回顾与梳理。因为正好要跟人讨论这方面的话题，我前前后后读了三遍。读罢最大的感受竟是
——人生来就是被误解的。凯恩斯学派与凯恩斯，到底有多大关系？凯恩斯是不会认同菲利普斯曲线
的，可菲利普斯曲线却成了凯恩斯学派的图腾。凯恩斯为大萧条开出的专属药方，在之后的几十年成
为了包治百病大力丸被各路经济学家们拿出来招摇撞骗一个个都化身凯恩斯主义者，而到了70年代这
些人迅速转向纷纷号称自己是货币学派。凯恩斯成为众矢之的，而凯恩斯又何辜？同样，弗里德曼只
是认为通胀是个纯粹的货币问题，可拉弗曲线却被小布什给玩坏了。最终在面对2008年危机的时候，
弗里德曼也好货币主义也好，都显得无能为力。一切语义，一切理论的传播，最终都会遭遇这个问题
。自诞生之日起，被嘲讽、被理解、被接受、被推崇、被解读、被异化、被反对、被抛弃。每一个试
图做点什么的人，也是如此。以上是感慨-------------------------------------------------以下是剧透本书有
两条线一条是时间轴从大萧条到2008危机一条是思潮轴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兴起 全盛 异化 没落和 供给
学派的兴起 全盛 异化 没落伟大的经济理论，总是在处理时代的巨大危机中诞生的而这百年来，最典
型的就是凯恩斯经济学 与大萧条，关键人物罗斯福和供给学派和70年代滞涨 关键人物里根大萧条与70
年代滞涨 是完全不同的经济危机，前者是通缩，而后者是滞胀大萧条时代，等到美联储认识到问题的
根源时，单靠扭转货币政策，从紧缩转向宽松，已经无法挽救经济。因为这是，凯恩斯假设的流动性
陷阱已然发生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能刺激消费与投资新增货币会被储存起来，货币流动速度变慢而凯
恩斯，就是通过政府赤字、财政政策刺激货币政策发挥效力也就是说，财政政策是工具，货币政策才
是目的——这个关系，在后来凯恩斯学派的发展中，慢慢的发生了异化财政政策本身，变成了目的言
大萧条，必言罗斯福新政可实质上，罗斯福自1933年上台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施行的政策跟凯恩斯
没有关系，甚至是备受凯恩西批评的比如1933年六月的《工业复兴法》，目的是限定价格，禁止降
价...这也算是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对抗通缩了结果可想而知同样是33年，罗斯福还要求财政部在公开
市场买入黄金，因为判断物价会随着金价的上涨而上涨结果也可以猜得到到了34年，提高官方美元-黄
金汇兑牌价跟前一个动作结合起来看，大致就是先在公开市场是买入黄金，然后宣布黄金涨价....当然
，这中间也有兴建公共工程这种在我们今天看来很凯恩斯学派式的政策，但其中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因
为在对待赤字的问题上，罗斯福是支持平衡预算的34年6月凯恩斯拜访美国，35年起的罗斯福政府的 
第二次新政，公共工程的开支好像更加明显，但这个时期的罗斯福政府，依然是偏向预算平衡的，直
至1938年，经济复苏又一层蒙上阴影+战争，财政赤字才变得理直气壮罗斯福新政和二战，到底是谁
终结了大萧条，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但大萧条的终结，把凯恩斯学派送上了神坛也同时，让凯恩斯
学派离凯恩斯越来越远凯恩斯是个接地气的实用主义者他的赤字财政计划，为的是对抗通缩还是之前
那句话，财政政策是工具 货币政策是目的而且，当货币政策开始起效用，紧缩性衰退结束凯恩斯认为
此时应该逆转经济政策，去回复预算平衡但在凯恩斯学派被送上神坛的几十年里，这些理念在慢慢的
变化，本身凯恩斯的主张是逆周期的一个短期政策调整，他不应该成为也无法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与
源泉但慢慢的，财政政策成为目的最终在决策者眼中异化成了 菲利普斯曲线就是失业率和通胀的负相
关在决策者眼中，复杂的宏观经济学命题成为了 在失业率和通胀之间的一个选择要保障就业，就要忍
受通胀；要克服通胀，那就要接受失业而到了70年代经济出现滞胀，就业和通胀一个都保不了的时候
，凯恩斯学派走下了神坛但此时这个学派，跟凯恩斯到底有多大关系呢？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
沙滩上菲利普斯曲线面对滞胀的无能为力，供给学派藉此展开了他的轮回供给学派的扛把子，应该分
成两个人，一个是弗里德曼，一个是蒙代尔弗里德曼一生研究货币弗里德曼领军的货币学派 提出了 
通胀几乎是个纯粹的货币问题在理论上，弗里德曼解决了滞胀里边 胀的问题而滞的问题 ，交给了蒙
代尔最终两边眉来眼去之下，开出来的处方就是 收紧银根+减税既然通胀是个纯粹的货币问题，那那
交给货币来解决紧缩银根以应对通胀而至于减税，那就要提到取代菲利普斯曲线地位的另一条曲线 拉
弗曲线拉弗曲线的意思，翻译一下就是降低税率，我们能收的税会更多因为税率的下降，能够恢复激
励，刺激需求。从而带来经济的增长税基的扩大，税收反而可能更高——当然实际上会不会更高另说
了，但有人信就行整个七十年代，就是凯恩斯学派穷途末路，供给学派大放异彩的年代，终于在81年
迎来了支持他们的里根恰好的时间恰好的理念恰好的人，一场美妙的相逢滞与胀两个问题好像都得到
了解决但新的问题开始出现，当初看起来美妙的拉弗曲线，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减税并没有带来税收的
增长税收下降 政府赤字开始高企大幅减税或许的确带来了经济的增长，但也带来了政府赤字，这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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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学派后来的日趋没落埋下了种子任何一种学说都会没落，但其中的理念，会隐姓埋名、改头换面
的存在于各种学说与理念之中，凯恩斯学派如是，供给学派亦如是以上是这本书的前大半部分，原文
中的内容很少，基本都是我的理解与演绎，必然存在诸多谬误，大家姑且一看。最后一小部分讲的
是2008危机天佑美利坚，让研究了一辈子大萧条的伯叔来坐这个联储主席的位子伯叔的应对很及时，
可时至今日也不能说美帝又是那个无坚不摧的美帝。恰当的处理的当时的危机，可未来持续快速增长
的赤字如何应对？凯恩斯学派和供给学派好像都找不到办法作者提出了这个问题，也给出了自己的解
答——增税并强制削减福利。收流转税，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诟病我朝的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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