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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关于经济周期*全面、*权威、*客观、*好读、*受欢迎的读物之一。
介绍300年来各大经济学派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阐述，其中穿插经济学大师和经济人物的
故事，既好看又有扎实的经济学知识。
帮助读者了解经济运行规律，正确判断和预测变幻多端的经济形势，了解*、商品、股票
和房地产等市场中的价格波动，因应经济形势作出**投资决策和投资规划。

 

内容简介

我们一生都会历经数次经济的增长、衰退、停滞和危机，对于未来生活的看法总是从乐
观的高峰跌落悲观的深渊，又在某种契机下重燃希望。如此循环往复的经济波动，就是
经济周期，对于经济周期，我们该如何理解和把握呢？
为解开经济周期的奥秘，作者拉斯?特维德带领我们翻开经济周期的历史，从苏格兰赌徒
兼金融天才约翰�劳所生活的时代开始，一直到今天的计算机时代，回溯300年来财智精
英对经济周期理论和现象的解密之旅，包括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股票经纪人李嘉图、
投资银行家桑顿、志得意满的熊彼特、美国“最恶交易员”古尔德等人，探索各派经济
理论与模型，帮我们揭开经济循环的真相。
这趟历史之旅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回顾过往，而在于帮助读者将对经济循环的理解正确运
用于预测经济波动、因应形势、明智投资、规避风险。

作者简介

拉斯�特维德，拥有工程硕士学位和国际商业学士学位。担任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员、
基金经理人和投资银行家长达11年，而后于20世纪90年代转进电信与软件产业，创办数
家高科技公司。曾出版数本著作，其中《金融心理学》目前已被译为多国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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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西方媒体曾经颂扬凯恩斯拯救了资本主义，近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似乎再一次让不少人
淡忘了经济周期。然而，2007年开始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正在引发一场全球性的金融海
啸，何去何从？我相信，阅读本书，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从理论与历史的维度厘清当前危
机的性质，更有助于我们分析情势的演变和探寻应对之策。
——黄范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执行董事、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前副
院长
市场经济变化多端，唯一不变的就是其变化的周期性。经济学家们研究它，政治家们试
图熨平它，而企业家们如果不能善于利用它来做大自己的企业，就会被它所吞噬。本书
以引人入胜的语言揭开了经济周期神秘的面纱，是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界人士的必读
书。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很难想象有人能够用如此通俗地语言把300多年的经济学思想娓娓道来！经济学可以不用
像很多学术刊物表现得那么复杂，也不是看点教科书就可以照猫画虎制订政策那么简单
。只有透过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了解各种理论的局限性和适用性，才能正确地把握经
济趋势。
——滕泰，经济学家、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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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美国经济学家韦斯利�米切尔1913年出版了其著作《经济周期》。在书中，他一开始就
对流行的经济周期理论作了简短的叙述。他在叙述这些理论时—诚如熊彼特后来所指出
的—非常冷静客观，似乎所有这些理论彼此不分轩轾。米切尔对经济周期做了如下的定
义：
经济周期指由工商企业占主体的国家在整体经济活动中出现波动的现象。一个完整的经
济周期由以下几个阶段组成：扩张阶段，此时大部分经济活动同时出现扩张，继而出现
类似的普遍性衰退，然后是收缩，以及融入下一个周期扩张阶段的复苏阶段；这个变化
的序列重复发生，但不定期；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从超过1年到10年或者12年不等；它们
不能被细分成更短以及与自身有近似波幅特性的周期。
在这个定义中，有两点特别重要。一是总量的振荡。无论是什么因素驱动了周期的发生
，似乎都是在更加广泛的程度上对经济产生影响。二是周期并不是定期发生的。他之所
以一再强调这个重要的发现，就是担心人们会夸大经济波动的规律性。
预测工具
1920年，米切尔在纽约与人一起创办了研究国际经济周期的机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或者简称“NBER”。经过多年岁月的洗礼，他的研究团队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尊
敬，以至于后来NBER成了受人景仰的研究经济周期问题的中心（今天依然如此）。
不久之后，NBER的专家们就发现了许多经济与金融指标，这些指标可以分成三类：一
类是“领先”于周期的指标，一类是与周期相“契合”的指标，另外一类是“滞后”性
指标。举例来说，领先指标的上升趋势是在一般经济活动之前形成的，而下跌趋势也是
在经济活动处于平台整理之前就出现。这类指标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在建立起来之后
就保持可靠性，而且在检验其他经济活动时也很可靠。
在对经济周期作图解方面，美国人并不是唯一的贡献者。1923年，德国科学家约瑟夫�
基钦也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分析了英国与美国31年的数据。基钦发现其中存在
一个周期，但有趣的是，周期的波长不同于朱格拉周期—实际上二者截然不同。基钦发
现的周期平均长度为40个月—比3年稍长一点：这比朱格拉所观察到的结果的一半还要短
。虽然基钦没有在文章中对这个差异作出解释，但这个结果非常重要。一个可能的解释
是经济行为已经发生了变化，而另一个解释则很滑稽：也许人类在行为上存在若干周期
性的现象⋯⋯
此时，该轮到西蒙�库兹涅茨出场了。如果说米切尔收集了大量的经济数据，那么相比
较而言，库兹涅茨所收集的数据比米切尔还要多。他是米切尔的学生，在NBER的赞助
下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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