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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剑桥资本争论”的困境与出路》的核心是收入分配与相对价格的决定，研究的出发点是20世
纪50年代以来的“剑桥资本争论”，阐明了新古典传统中存在的逻辑“悖论”——资本计量与技术再
转换等问题，也就是统一利息率和差别利息率的认识问题。
而解决该问题的出路在于利用动态调整分析框架重新描述差别利息率和统一利息率的结合点，并以此
说明收入分配、相对价格、技术选择之间的对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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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万能，，信条受到了极大的冲
击。
特别是随之而来的“凯恩斯革命”，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流行，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受到人们的冷
落。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美等国的凯恩斯主义者在把凯恩斯经济学长期化和动态化的过程中发
生了严重的分歧，他们在把凯恩斯经济学与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新古典综合派
和新剑桥学派。
两个学派在有关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资本理论、均衡增长、储蓄与投资的关系、滞胀以及财政政策
和货币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史称“两个剑桥之争”，而争论的焦点就是资本理论
与收入分配理论。
“剑桥资本争论”充分暴露了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内在逻辑矛盾，争论指出了新古典理论
在资本计量（capital masurement）、技术再转换（reswitching of techniques）和资本倒流（reVerse capital
）等关键内容上所遇到的困难。
相反，古典经济学却能够在保持其基本框架较为稳定的同时，还能恰当地解释上述问题。
无论如何，“剑桥争论”所揭示的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悖论，动摇了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使学者们特别
是新古典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经济学的许多基础理论问题，这也正是本书所要阐明的“剑桥资本争论
“的理论意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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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剑桥资本争论"的困境与出路:资本与收入分配理论的动态调整分析》是货币与资本市场研究前沿丛
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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