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繁荣的终结》读书笔记 

    《繁荣的终结》⼀书是以阿瑟·拉弗为代表的⼀批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的

著作，写作于 2008 年美国⾦融危机之后，主要描述了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经济

从⼆战后的繁荣⾛向停滞与衰退，又从⾥根经济改⾰开始重新⾛向繁荣的过程，

并由 70 年代的经验对 2008 年的经济危机进⾏了讨论。本⼩组主要根据本书 1-5

章的内容（供给学派经济学和⾥根改⾰部分），对供给学派经济学的背景、理论、

应⽤等⽅⾯加以讨论。 

⼀、西⽅经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滞胀”现象与原因 

    1、“滞胀”的出现与发展 

    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以及整个西⽅的经济都出现了严重的“滞胀”的现象，

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长停滞，⾼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并存，这⼀现象的产⽣并⾮

突然的，⽽是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长期积累的结果。下图展⽰了 20 世纪 60-70 年

代美国经济由繁荣⾛向衰退的过程。 

 

图 1 美国经济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滞胀” 



由此图我们可见，美国经济的这⼀段滞胀时期始于林登·约翰逊总统时代。

1965 年，林登约翰逊提出“伟⼤社会”设想，这⼀福利政策导致了政府财政⽀出增

加，政府为平衡财政预算，不得不以“收⼊附加费”等形式增加税收。更严重的是

“让⼏代美国社会底层陷⼊了福利依赖的怪圈”，由于过于完备的福利制度，⼈们

不需要⼯作就能够获得甚⾄是⾼于⼯资的福利收⼊，失业⼈数增加也就不⾜为奇

了。尼克松时代，美国放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的⾦本位制度，这⼀改变直接

带来的是美元的贬值，进⽽是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年

间，美元和其他通货的贬值在世界范围内导致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与此同时，

尼克松政府对⼯资和物价进⾏限制，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造成了短缺的情况，

这导致了社会总产出下降。尼克松采取凯恩斯主义的模式，希望通过增加政府⽀

出，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这使得美国“1974 年的政府预算增加到了

2690 亿美元，⼏乎增加了 30%”。到了福特上台后，美国政府的财政⾚字情况更

加严峻，制⽌通货膨胀的努⼒也宣告失败。最终在吉⽶·卡特成为总统之后，⼀

场能源危机引发了整个美国经济问题的全⾯爆发——经济增长缓慢，政府⾚字规

模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均居⾼不下，滞胀现象就发⽣了。 

表 1 1976 年-1980 年美国经济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数据 

年份 失业率 通货膨胀率 

1976 7.7% 5.8% 

1977 7.1% 6.5% 

1978 6.1% 7.6% 

1979 5.9% 11.2% 

1980 7.2% 13.6% 



2、对“滞胀”现象的解释 

在传统经济学中，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被认为有相互替代的关系。原因在

于当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时，⼈们的实际收⼊下降，同时闲暇相⽐于⼯作也变得

更昂贵了。由收⼊效应和替代效应可知⼈们的边际劳动意愿将会增加，这会带来

失业率的下降，反之亦然。经济学家萨穆尔森和索洛根据 A.W.菲利普斯对通货

膨胀和失业的经验性考察推导出了菲利普斯曲线，得出“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存

在着负向相关的关系……除⼤萧条时期外，⼀个国家可以选择不同的通货膨胀率

和失业率的组合”的结论。但是在滞胀时代，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却出现了双⾼

的局⾯，菲利普斯曲线仿佛在这⼀时期失效了。经济学家们通过引⼊“适应性预

期”的概念重新得出了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实际上就是考虑了⼈们对通货

膨胀的预期因素 πe 使得菲利普斯曲线向外移动的效果”，⽽上⽂提到的价格和⼯

资限定、政府⽀出的⽆限制增加以及⽯油危机⽆疑都加剧了预期效果。 

正是在这样⼀种经济“滞胀”的背景下，经济政策的各项⽬标之间出现了⽭盾，

凯恩斯主义的需求侧管理因⽽失灵，不再能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供给学派经济

学便应运⽽⽣了。 

⼆、供给学派的主要理论 

    在⼆战以后，长期占据西⽅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

主义源于凯恩斯对萨伊定律——“供给能够创造⾃⼰的需求”的批判。凯恩斯就古

典经济学忽视总需求函数的观点提出了有效需求原理，即“⼀个社会的总产出，

不是由总供给，⽽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根据这⼀理论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三⼤

宏观经济模型，并据此提出了从需求侧出发的政策措施，强调国家以财政政策和

货币政策对经济加以⼲预。 



与凯恩斯主义不同，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主张政府应当通过减税对社会⽣产进

⾏激励，提⾼社会的供给能⼒从⽽使经济⾛出危机。供给学派的理论基于这样⼀

条曲线——拉弗曲线。 

 
图 2 拉弗曲线 

拉弗曲线反映了⼀个简单但在之前没有得到普遍承认的原理：“增加税率并

不⼀定能增加政府的收⼊，0 税率和 100%税率作为两个极端都会取得 0 收⼊，

在此之间，有两个税率会获得相同的收⼊——⼩税基上的⾼税率，⼤税基上的低

税率。”这成为了供给学派以及⾥根改⾰经济改⾰的重要理论基础。也就是说，

如果当前的税率处于过⾼的状况，政府有能⼒在不影响⾃⾝收⼊和财政⾚字的前

提下通过减税的⽅式降低企业和个⼈的所得税负担，对企业的产品供给和个⼈劳

动者的劳动供给给予正的激励，促进社会总供给的增加。除减税之外，供给学派

的理论还包含“⾃由贸易、稳定的价格和健全的货币、适度和有效的产业管制、

⿎励⼯作的福利政策改⾰、⼀般化的移民政策、更廉价和有效的政府”等。供给

学派的理论观点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根改⾰实践中也得到了⼴泛的应⽤。 

三、供给学派经济学指导下的⾥根经济改⾰ 

⾥根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所采取的经济改⾰主要包含以下⼏项措施： 

1、减少税收。1981 年，⾥根政府通过了坎普-罗斯减税法，将个⼈所得税的

最⾼税率由 70%降低到 50%，随后又降低到 28%。同时也将资本所得税率下调⾄

20%。根据以上对供给学派的理论分析，减税能够起到刺激供给的效果，事实也



是如此。“削减税率增加了税后所得，以及有利可图的投资项⽬数量”。与此同时，

美国的税收优惠也使得⼤量的资本流⼊美国，为美国经济注⼊了强⼤的增长活⼒，

如下图。 

 
图 3 美国减税政策对资本净流⼊量的影响 

2、控制通货膨胀。⾥根上台之后，⾯临⾼达 14%的通货膨胀率，他采取了

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观点，⼀⽅⾯控制货币供给，另⼀⽅⾯刺激产品市场供给，

“通货膨胀是太多美元购买太少商品的结果，控制通货膨胀需要更多的商品”。⾥

根改⾰控制通货膨胀的效果也是显著的，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有了显著的下降。 

 

图 4 美国 1980-1985 年的通货膨胀率⾛势 

3、调整政府开⽀结构。考虑到美国当时处于的冷战的国际环境，以及庞⼤

的政府开⽀项⽬、巨额的预算亏空，⾥根采取了⼀定程度的削减开⽀政策，⽽军



费开⽀得到了保障，当⾥根离任时，美国的财政⾚字甚⾄增加了四倍。但是“债

务的⼤规模增加并没有对经济造成负⾯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减税政策在更⼤的

程度上刺激了投资，弥补了财政政策政府⽀出增加的挤出效应。 

4、弱化政府⾓⾊，放松管制。在上节中我们提到从尼克松政府起，美国政

府根据凯恩斯主义观点限制物价和⼯资，这造成了市场有效供给不⾜。⾥根放开

了政府的管制，刺激的有效供给的增长。数据表明，“在 18995 年⼀年，消费者从

解除管制的⾏业中获得的净收益是 550 亿美元”，美国政府也从这⼀政策中节约

出了不少之前⽤于管制经济的开⽀，改善了财政状况。 

四、结论 

供给学派经济学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西⽅经济出现的“滞胀”问题，以减税、

刺激供给、弱化政府⾓⾊等为主要观点。在供给学派经济学的指导下，⾥根及其

继任者开展的经济改⾰使美国经济的衰退势头得到了终⽌，重新恢复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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