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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凯恩斯以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了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
。
在商讨签订《凡尔赛和约》时，他对该和约中十分苛刻的经济条款作了深入分析，并预见到其不利后
果，为此，他创作了《和约的经济后果》，这是他早期的一本重要著作。
该书出版后广为流传，并有各种文字的译本问世。
凯恩斯因此成为“世界性人物”，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
　　当时经过四年多的大战，不论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战败国，还是以英法为代表的战胜国，均遭战火
摧残，人员伤亡惨重，财产严重受损。
在巴黎和会上，战胜国没有意识到当务之急应是着手欧洲经济的重建工作，而是拘泥于传统惯例，将
战败国德国的战争赔款作为和会的中心经济议题。
为了惩罚德国，英法等国向德国索取巨额赔款。
此外，为了防止德国东山再起，它们企图从外贸、金融、资源、国土等方面限制德国的恢复与发展。
　　赔款是巴黎和会的核心经济议题，自然也是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进行分析的重点章节
。
他以翔实的数据论证了德国能够支付的最大赔款数额为100亿美元，而赔款委员会1921年确定的最终赔
款金额却高达330亿美元，是德国国民收入的两倍多。
凯恩斯认为，这项巨额赔款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虽然短时间内德国可以部分矿产和物资作为赔偿，但
从长远来说是要依靠加大出口、实现顺差、取得外汇或黄金来进行赔偿。
加大出口直接损害了英法等国的经济利益，因而受到了重重限制，终于在1922年岁末由于德国无力偿
还赔款而不了了之。
这是，由于赔款的压力，马克剧烈贬值，德国出现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德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
之中。
　　早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凯恩斯就看到，以巨额赔款和压制德国重建与发展的做法非常
危险，它会增加德国人民的仇恨。
在书中，他写道，“我敢大胆地预言，复仇将不会被平息”，它会导致“保守力量和拼命挣扎的革命
力量之间的最终战争，在这场战争面前，最近的德国战争的恐怖就显得不值一提了，而且不论最终的
胜利者是谁，这场战争都会摧毁我们这一代的文明和进步”。
凯恩斯不幸而言中了。
《凡尔赛和约》的不当处置可以说埋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根。
　　凯恩斯在其《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对《凡尔赛和约》的缺陷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补救
办法，如修改《凡尔赛和约》的有关条款、解决各国之间的债务、进行国际贷款、改善与俄国的关系
等。
由于《凡尔赛和约》已是既成事实，以后的经济进展和国际事态的演变证明凯恩斯的论点是正确的。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各国尤其是西德的经济迅速恢复和长足发展大致上是受到《和约的经
济后果》一书中的论点的推动。
因此，该书是研究凯恩斯经济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
本书中已经表露出的凯恩斯认为政府应对失业、通货膨胀、贸易失衡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思想，推
动了系统论证这些思想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问世。
此外，由于凯恩斯亲身经历了巴黎和会，书中对主要与会者在和会上讨论的场景等都有生动的描写，
因此也具有历史参考价值。
　　感谢华夏出版社邀请张军先生翻译《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这使我国经济学界更有条件深入研
究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和两次大战结束后的世界经济进程。
　　范家骧　　2007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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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19年，凯恩斯参加了巴黎和会，身份是英国财政部的首席代表和首相劳合·乔治的顾问。
他曾试图减少协约国对德国的巨额赔款要求，遭到失败后辞职并撰写了本书。
书中，凯恩斯对《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及世界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杰出的、预言性的分析，对劳合·
乔治、乔治·克雷蒙梭、伍德罗·威尔逊作了细致深刻的描绘，因此，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本政治经
济学巨著，它把人们对经济学的认知和接受程度提高到了一个更新和更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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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约翰·悔纳德·凯恩斯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其一生对经济学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一度被
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和“战后繁荣之父”。
他的主要著作有《和约的经济后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货币论》、《货币改革论》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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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页（或试读片断）　　德国不仅仅通过贸易为这些国家提供基本必需品，而且还为其中一些国家
提供了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
德国战前对境外的投资总计高达62.5亿美元，其中将近25亿美元投资于俄罗斯、奥匈帝国、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和土耳其。
通过“和平渗透”体系，德国不仅向这些国家提供资金，而且向这些国家提供它们同样急需的组织管
理。
这样一来，莱茵河以东的所有欧洲国家都并入了德国的工业轨道，它们的经济生活也相应地被调整了
。
　　但是，仅有内部因素而没有外部因素和一些常见于欧洲的总体部署的通力协作，是不足以维持欧
洲人口的。
上述很多情况都是假设欧洲已经真正成为一个整体，而不仅仅适用于中欧。
但是，接下来论述的都是整个欧洲体系将会共同面临的问题。
　　Ⅲ.社会心理　　欧洲的社会与经济是按照能够确保获得最大资本积累的形式组织的。
虽然大部分人口的日常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社会的组织框架却将收入增加的很大一部分分配给了
最不可能把这笔收入用于消费的阶级。
19世纪的新贵们并没有带来巨大的消费支出，与即期消费所带来的乐趣相比，他们更喜欢投资所带来
的权力。
事实上，恰恰是财富的分配不公使得固定资产和资本的巨额积累成为可能，这种积累把那个年代与其
他年代区别开来。
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最主要理由正在于此。
如果富人将他们的新财富都用于自我享受，那么这个世界在很早以前就会发现，这种社会制度是无法
忍受的。
他们像蜜蜂一样储蓄和积累财富，虽然他们这样做是出于狭隘的个人目的，但是这丝毫没有减少他们
对整个社会所作的贡献。
　　对人类大有裨益的固定资产的大规模积累，在战前半个世纪里大行其道。
在一个财产被平均分配的国家里，这样的事情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
在那个年代建立的铁路，就如同埃及的金字塔一样，是一座让后世子孙仰慕的丰碑。
工人们不能自由地把与他们所付出的劳动等值的报酬用在即时享乐上。
　　这一卓越制度的发展是建立在双重误导或者说欺骗的基础之上的。
一方面，劳动者阶级因为无知或无能为力，或是被强迫、劝说，或是被风俗、惯例、权威以及已经建
立的社会规范所哄骗，从而接受了这样的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劳动者只能获得由劳动者、自然、资本家联合生产的蛋糕的很少一部分。
另一方面，资本家阶级却可以将蛋糕的大部分据为已有，理论上，他们并不需要消费这些产品；而事
实上，众所周知，他们只消费这些产品的很少一部分。
“储蓄”责任成为很重要的道德组成部分，并让资本的不断积累成为真正的宗教信仰。
围绕着蛋糕永远不会被消费这一现实，一所有清教徒式的本能都产生了。
在其他年代里，清教徒式的本能是远离俗世的，它不在意产品的艺术性，也不贪图享乐。
如此一来，蛋糕越做越大，但是却没有明确最终结果如何预期。
居民们被劝告，他们应当延期消费而不是完全放弃消费，应当培养从安全和期望中获得快乐。
储蓄的原意是为自己的养老或是为子女考虑，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说法，蛋糕的优点在于，它永远都
不会被你或者你的子孙后代所消费。
　　我这样写并不是在贬损那一代人的实践。
社会于无意识之中，却知道所做的是什么。
与消费的欲望比起来，蛋糕实在是太小了，如果把它分给大家，没有人会觉得这种分割能让他们的状
况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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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不是为了当前小小的快乐而工作，而是为了人类将来的安全和改进——事实上就是为了“进步”
。
如果蛋糕没有被瓜分，而是让它像马尔萨斯所预言的人口那样成几何比例增长，或者至少以复利的方
式增长，也许，终有一天，蛋糕会大到足够被大家所分配，那时候，后代人就可以享受我们的劳动成
果了。
到那时，就再也没有过度劳动、住房拥挤和食品缺乏这样的事情了。
人们在满足身体的基本需要而且生活舒适之后，就会把能力投入到更为高尚的事业中去。
但是，如果蛋糕和人口都以几何比例增长的话，两者就会相互抵消。
19世纪的人们沉迷于蛋糕以复利方式增长这一令人眩晕的优点，而忘记了人类的繁殖能力。
　　这种状况有双重隐患：其一，人口的增长恐怕仍然超过积累的增长，我们的自我牺牲增加的是人
口数量而不是我们的快乐；其二，在这场吞噬一切希望的战争中，蛋糕恐怕会被提前消耗殆尽。
　　但是，这些想法离我现在要说的太远了，我只是想指出，积累以社会不平等为基础这一原理是战
前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当时所理解的社会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想强调的是，这一原理基于不稳定的心理状态，因此是不可能再现的。
对于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享受舒适生活的人类来说，进行如此巨大的积累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情。
战争揭示出：所有事物的消耗都是可能的，对许多欲望的克制是无意义的。
如今，骗局被揭穿，劳动者阶级不愿意再这样忍受下去；资本家阶级也对未来失去了信心，只要有可
能，他们就会去追求和享受更多的消费自由，因此加速了其财产的消耗。
　　Ⅳ.新旧世界的联系　　战前欧洲的人民喜欢积累的习惯是维持欧洲平衡的外部因素中最重要的必
要条件。
　　欧洲所积累的剩余资本品中，很大一部分被出口到国外，在那里，这些投资使得新的食品来源、
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的发展成为可能，同时也使得旧世界对于新世界的自然资源和未开发的潜力产生了
需求。
这一因素现在成了最重要的因素。
旧世界非常节俭地使用每年所应该获得的贡品。
旧世界的剩余资本促进了新世界的发展，这种发展又为旧世界带来了廉价而丰富的供给，而事实上，
旧世界并没有把这些供给所带来的利益推迟到将来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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