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课导入 

一战后，美国的经济得到了
飞速的发展。这一时期，恰
巧在总统柯立芝任期之内，
所以美国这一时期的经济繁
荣又被称为“柯立芝繁荣”，
时间为1923年——1929年。 

但由于股票投机成风，繁荣
本身带有一定虚假性，使这
种繁荣孕育着新的危机。 

美国大萧条前传：危险的自嗨——柯立芝繁荣 



6.1 “自由放任”的美国 

专题六 罗斯福新政与当代资本主义 



一、世界经济大危机 

• 时间：1929年10月 

• 标志：1929年10月，
美国纽约股市的崩溃 

• 扩展：在资本主义世界引
起连锁反应，形成世界性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华尔街股市崩溃 



• 表现：银行大量倒闭 



• 表现：企业破产、农业遭受灭顶之灾 

美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日本 世界 

工业下
降 

46.2% 
40.6% 2 8.4% 16.5% 8.4% 1/3 

外贸缩
减 

70% 69.1% 50% 48% 50% 
2/3 

失业人
数 

1700万 600万 近300

万 

85万 300万 3000万 

1929～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在经 济危机期间各国工业生产和失业情况 



• 表现：失业人数大量增加 失业率高达30%——

50%，总人数达3000

多万 



• 主要特点 

（1）波及范围广：首先在美国爆发，然后迅速蔓

延到资本主义世界及其殖民地和附属国。 

（2）破坏性巨大 ：各国工业生产水平大幅度下降，

世界贸易额剧减，失业人数急剧增长。 

（3）持续时间长 ：从1929年到1933年，前后共

5个年头。 



• 原因 

 

（1）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

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2）主要原因：社会供需(产销)矛盾尖锐化的产物。资本家

攫取高额利润，人民生活相对贫困；分期付款、银行信贷， 

市场虚假繁荣，资本家盲目扩大再生产。 

（3）直接原因：市场供需矛盾                               



• 影响; 

（1）破坏生产力，浪费社会
资源 

（2）激化资本主义社会的
其他矛盾，工人罢工、农
民运动不断高涨 

资本家将过剩的牛奶倒入
田纳西河 



（3）激化了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 



（4）全球范围内引发了空前的经济战：关税战、货币战、市场战 

1929年1月到1933年3月世界75个主要贸易国家的总进口额（按旧约的
黄金美元计算的月度值） 



二、杯水车薪——胡佛改革 

（1）指导思想：继续奉行自由主义放任政策，让经
济 进行“自我治疗” 

（2）具体措施： 

前期（1932年前） 

• 要求工商界和劳工组织自愿联合，共同维持生产和投资 

• 削减个人和公司所得税，鼓励企业投资 

• 大幅度提高关税 

使得美国经济掉入“沟底” 



经济不景气的问题绝不能用立法的行动或行政的

声明来解决。经济的创伤只能由经济实体的细

胞——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自我治疗。             

——胡佛的第二个年度国情咨文 



后期（1932年） 

• 成立复兴金融公司，向大银行、大企业、大农场提供贷款 

• 签署紧急救济与工程建设法，扩大公共工程项目 

• 实行通货紧缩政策，反对联邦政府进行救济 

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胡佛
最终被人民抛弃 



三、病入膏肓的经济 

1. 经济危机 

（1)金融业：股市崩溃，银行业务被迫部分或完全停顿。 

（2)工业、农业：工业生产持续下降；农业遭到毁灭性打击。 

（3)就业、生存危机：失业人数大增；中产阶级的积蓄和家产

荡然无存。 



2. 政治危机 

（1)社会矛盾激化：全国范围内的罢工、抗议示威、骚乱暴动

此起彼伏。 

（2)冲击社会制度：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被推到崩溃的边缘。 



世界主要 国家应对经济大危机的对策 

①提高关税：可以阻止、限制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以尽

可能地保护本国工业。 

②实行货币贬值：可以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以增加商品出口。 

（2）教训 

①繁荣与危机总是密切相关、同时并存的，要居安思危，防患于未

然，与时俱进。 



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及时调整经济发展的内部机制和政策，

适时调整生产关系，确保经济的持续发展。 

③发展经济要与改善人民生活相结合。 

④各国政府应承担起各自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加强国际合作，一

旦危机发生，要共同采取措施遏制危机，防止危机的恶化。 

⑤规范股票和信贷市场，防范金融投机。 

⑥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相结合。 



基础过关 

1．密西西比河是美国的母亲河，某一时期，这条河变成了白色
的“银河”，大批鱼虾因污染而死亡；同时有一部分赤脚破衣
的人在这条“银河”中捞取死鱼烂虾作为充饥用的食物。这件
事可能发生于(  ) 

A．1886年          B．1900年               C．1926年   D．1930年 

 

2．1930年12月胡佛说：“经济不景气的问题是绝不能用立法
的行动或行政的声明来解决的。”其依据是(  ) 

A．重商主义经济理论     B．新经济政策 

C．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D．国家政权干预经济思想 



3．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给人类带来了巨大
灾难。这场危机首先爆发于(  ) 

A．金融领域         B．工业领域  

C．农业领域         D．贸易领域 

 

4．1929年10月24日是令美国华尔街“谈虎色变”的日子，
这一天发生的事件成为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发展的终
结者，更多的人称这一天为“黑色星期四”。这里所说的
“虎”和“黑色”的共同含义是(  ) 

A．自然灾害导致经济发展停滞             

B．大多数企业失去了银行的支持 

C．农业的衰败影响了工商业的发展         

D．华尔街股票市场股价狂跌 



能力提升 

1．(2019·江苏盐城一中月考)美国总统柯立芝说：“既然只有富

人才是有价值的，因此政府应该谨防多数人的意见。由于贫穷

是罪恶的报应，政府便不应该向高尚的富人征税，以援助卑贱

的穷人。由于富人最了解他们的利益所在，政府便不应该干预

他们经营的企业。”对柯立芝上述观点的认识，不正确的是

(  ) 

A．维护资产阶级利益                    

B．加剧贫富分化，激化社会矛盾 

C．压制民意，破坏民主制度              

D．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伏笔 



2.19世纪上半叶英国大幅度降低关税，进口关税率由1820年的

45%-55%降到19世纪中期的零关税。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中，

美国等七十多个国家大幅度提高进口商品的关税率，与1929年相

比提高了60%-100%．英美各国的做法（  ） 

A. 为解决经济危机提供了有效的模式       

B.  有力地刺激了各国产品的出口贸易 

C. 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             

D. 客观上调节了各国的贸易纠纷，推动经济发展 



3．(2019·湖南雅礼中学高三月考)1931年，日本失业工人达413 

000人，1932年达489 000人，加上半失业者人数达300

万。……全国农家负债总额高达47亿日元，平均每户837日元。

从世界经济联系的角度看，日本经济出现上述困境的原因是

(  ) 

A．日本国内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              

B．各国贸易壁垒致使日本海外市场萎缩 

C．各国加大资本输出，冲击日本国内市场           

D．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军费开支过大 



4．下图右框材料选自民国二十二年第二期《申报月刊》。
当时中国“统制经济”思潮兴起的外部因素是(  ) 

A．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          B．国内物价暴涨，生产下降 

C．“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展开         

D．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 



课堂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