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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9/2021_2022__E6_B3_A8_E

5_86_8C_E7_A8_8E_E5_c46_79521.htm 新剑桥学派是当代凯恩

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在与凯恩斯主义的另一个重要

分支以美国萨缪尔森等人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就增长理论

、资本理论、分配理论等进行论战过程中形成的。该学派自

命为凯恩斯学派的嫡传，而把新古典综合学派称为“杂种的

”或“冒牌的”凯恩斯主义。因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都执教

于英国剑桥大学而得名，同时，又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旧剑

桥学派的传统理论相背离，所以，又被称为新剑桥学派或后

凯恩斯学派或新凯恩斯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琼罗宾逊、N

卡尔多、对新剑桥学派的产生有重大影响的还有P斯拉法以及

伦敦大学的罗伊哈罗德、波兰学者卡莱茨基等，以上几个凯

恩斯主义的经济学者，是新剑桥学派的先驱、是新剑桥学派

产生的理论基础。1958年，罗宾逊的代表作《资本积累论》

发表，同年卡尔多在《经济研究评论》上发表一篇名为《几

种不同的分配理论》的论文，把经济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

论结合起来，着重考察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收入（主要是

工资）和财产收入（主要是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相对份额的

变化。他们在分析这种份额变化的规律以及对消费和投资需

求的影响后认为，国民收入分配失调是社会症结所在，强调

应由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对国民收入的分配进行调节，以实现

收入的“均等化”。他们两人根据共同的理论特点，并提出

自己的模型。由此，标志着新剑桥学派的产生。1962年，罗

宾逊又出版了《论经济增长的理论》论文集，再一次宣扬如



何利用凯恩斯理论来解决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所谓迫切问

题。使新剑桥学派的理论与政策的观点更加旗帜鲜明。新剑

桥学派的税收理论主要反映了在其代表人物与萨缪尔森等人

的新古典综合派的论战中。这两个学派都把税收看成是国家

调节经济的重要工具。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后凯恩斯主流学

派主要把税收视为调节需求水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工具

；而新剑桥学派除了承认这一点外，强调充分发挥税收在缩

小贫富不均方面的作用。在税收政策上，新剑桥学派认为在

税制的设计方面，应根据不同的行业和纳税人的负担能力，

体现公平原则。在所得税制度上，采取累进税率，使高收入

者多纳税，低收入者少纳税。在消费税上，对奢侈品征税，

对生活必需品则给予减负税；特别主张实行没收性的遗产税

（除了给寡妇、孤儿留下适当的终身财产所有权外，以便消

灭私人财产的集中，抑制食利者收入的增长，并把政府通过

没收性的遗产税所取得的财产及其收入用于公共目标。事实

上，新剑桥学派也同时意识到，政府在制定税收政策时，往

往为一些政治因素所左右，从而削弱了税收在缩小贫富分配

不均方面的功用。在适用税收杠杆来调节有效需求，不仅要

注重对需求总量的调节和宏观分析，而且还要做好微观分析

，即分析减税的好处由谁获得和增税的负担由谁承受的问题

。那么，政府减税的好处由谁获得则有三种可能：（1）收入

越低的人减免越多。（2）不分收入大小一律按同一比例减税

。（3）减税的好处主要由最富有的少数财团或个人获得。他

们认为，最理想的是第一种情况，后两种情况都不符合公平

原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