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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宏观经济力量对我们所有人的日常生活都发挥着影响。
通货膨胀率会影响到我们所支付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而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反过来又会影响到我们的
收入和储蓄的价值。
利率决定了借贷成本以及银行账户和债券的收益状况，而汇率则会影响到我们对外国产品的可控程度
以及我们所持有的境外资产的价值。
所有这些都仅仅代表了冰山一角。
无数的宏观经济变量——从失业到劳动生产率——在形成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环境的过程中都发挥着重
要作用。
对于大多数的企业管理者来说，对宏观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可以使其从供需两方面对市场条件有
一个比较全面、深人的掌握，也可以让他们更好地武装自己，以便对重大的宏观经济事件(例如本币的
突然贬值或联邦基金率的骤然上升)进行预测并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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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利率为什么下调？
通货膨胀为什么升温？
央行在想些什么？
对于一个身处企业、政府和非营利部门等领域的管理者而言，诸如此类的宏观经济问题绝不只是学术
问题。
从货币危机到泡沫破灭，全球经济充满了陷阱。
在这种环境下，对宏观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已经成为管理者的必修课。
    由哈佛商学院的戴维·A.莫斯教授所撰写的《七天读懂宏观经济》一书，是一本易于掌握的有关宏
观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基础读本。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帮助确立起全球经济的基本规则。
本书通过当今和历史上的一些事例，向人们说明了这些规则是怎样不断发生变化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变化。
    莫斯教授对于各种宏观经济现象之间的基本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帮助塑造了全球经济进行了解释
。
本书的核心是针对奠定了宏观经济基石的三个概念进行了合乎逻辑的介绍：    ◆产出：如何去衡量一
个国家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GDP）？
为什么这个产出水平最终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货币：货币供给以及各种不同形式的货币价格——利率、汇率和价格水平是如何影响整个经济环
境的？
    ◆预期：对于关键的宏观经济要素以及经济的根本力量所作出的预期可能会以怎样的方式影响经济
主体（从消费者到企业再到政府）的决策。
    莫斯教授还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正是这些问题引发了当今有关经济政策的大辩论：    
◆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是否对其经济构成了威胁？
    ◆政府的赤字性支出能否有效地刺激经济发展？
    ◆股票和债券投资能否挽救社会保障？
    本书避免了简单提供解决方案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将一些处于这些问题核心地位的基本原理和关
系呈现出来。
它向人们展示了宏观经济现象是如何影响管理者每日所作决策的风险和收益的。
    本书共分七章。
我们相信，您只需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仔细阅读并领会每一章的内容，七天之后就会发现，您已经站
在了一个全新的平台上去体验您周围的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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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维·A.莫斯：哈佛商学院教授，国家社会保险学会会员，曾作为一名高级经济学家就职于一家公共
政策咨询公司Abt Associ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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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计算国民产出（GDP）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避免同一种产出的重复计算。
看上去似乎很显然，一个经济体中的产出总量就应该等于它所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和劳务的总价值—
—每一吨钢、每一台拖拉机、每一蒲式耳谷物、每一个面包、饭店的每一餐、每一页纸、每一份设计
蓝图、每一栋建设完工的大楼，等等。
但是，这并不准确，因为将每一种产品和劳务都计算在内，实际上最终常常会导致把处于生产若干阶
段上的同一种产出重复计算多次。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假设有一个林业公司A，在自己的森林里采伐树木并将木材以1000美元的价格卖给B公司。
B公司是一个家具公司，将木材截取、打磨抛光后制成桌椅，然后以2500美元的价格卖给零售商C公司
，而C公司最终将桌椅以3000美元卖给消费者。
如果在计算产出总量的过程中将每一项交易的价格累计加总（$1000+$2500+$3000），那么其结果
（$6500）将会夸大产出量，因为把木材的价值计算了三次（在所有三项交易中），把木工工作的价值
计算了两次（在后两项交易中）。
避免重复计算的一个好办法是只关注每一生产阶段上的附加值，即新创造出来的产出。
如果一个裁缝花50美元买了一件半成品衬衫，花1美元的成本钉上了纽扣，然后以60美元的价格出售了
成品衬衫。
我们不能说他创造了60美元的产出，而只能说，他在半成品衬衫和纽扣的基础上增加了9美元的价值，
所以创造了9美元的产出。
更准确地说，附加值（或者说所创造的产出）等于产品或劳务的售价减去用于生产的所有非劳动投人
成本。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上述的A、B、C三家公司的例子当中。
由于A公司将自己砍伐的木材以1000美元售出，而它并未购人任何原材料，所以它为整个经济增加
了1000美元的价值（产出）。
既然B公司支付了1000美元的原材料投入（从A公司）并将其产出以2500美元出售（卖给C公司），所
以B公司又增加了另外1500美元的价值。
最后，C公司花费2 500美元（从B公司）购入原料，然后以3 000美元将最终产品销售给消费者，它又增
加了500美元的价值。
如果把每阶段的附加值相加（$1000+$1500+$500），就会发现价值3000美元的产出被创造出来了。
另外一个更为简单的避免重复计算的方法就是只关注最终的销售额，这样以前各个生产阶段所创造出
来的产出就被暗含在内了。
既然消费者购买作为最终产品的桌椅而支付给零售商C公司3000美元，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价值3000美
元的总产出被创造出来了。
请注意，这同我们在上一段落中使用附加值法所得出的结果完全一致（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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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任何一个关注当前对宏观经济状况的辩论的人都需要对六个基本的概念、如何去衡量这些概念以及如
何将这些概念串联起来等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戴维&middot;莫斯的这本简明、通俗的著作恰恰可以为我们提供这些东西。
本书并没有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但却告诉了你怎样思考应该做什么这一问题。
  ——麻省理工学院资深荣誉退休教授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middot;索洛  一本深入浅出的宏
观经济学简明读本。
真的太棒了！
  ——哈佛商学院教授理查德&middot;维特尔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教学成果。
本书将内容聚焦于对理解商业环境至关重要的宏观经济学，写作手法清楚、明晰，这使得它成为一部
可供商学院学生和经理人员参阅的理想教科书。
  ——哈佛商学院教授朱利奥&middot;罗滕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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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七天读懂宏观经济》通过当今和历史上的一些事例，向人们说明了这些规则是怎样不断发生变化的
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由哈佛商学院的戴维·A.莫斯教授所撰写的《七天读懂宏观经济》一书，是一本易于掌握的有关宏观
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基础读本。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帮助确立起全球经济的基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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