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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起源于1776年的现代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有着四十多年历史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一个年轻的奖
项。
能与物理、化学等资深学科共同站立于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无疑反映了经济学在人类实用科学体系
中的重要性。
经济学是一门关于社会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经济活动。
这些经济活动，小到一个货品的生产或一个简单的购买行为，大到一个国家甚至国际经济政策与规划
的制定。
经济学还可以与数学、心理学、哲学和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结合在一起，用来研究犯罪、决策、博弈、
投票等其他社会行为。
可以说，经济学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
经济学大师不是端坐于象牙塔中的讲经布道者，他们的经济学智慧来源于生活实践，他们学术的着眼
点也在于实际生活。
这本书通过对经济学大师们理论深入浅出的讲解，使我们可以真实地感受到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大
师们的精彩人生和思想智慧的火花。
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经济学在促进人类文明发展以及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不比任何一个
学科逊色。
而在社会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人类越来越需要经济学家的智慧，需要他们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理论
、方法和模型。
可以说，经济思想观念对人们经济行为影响的威力是无比巨大的，经济学大师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改
变了世界的面貌。
正如凯恩斯所说：“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对与错，都比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要强大得多
。
的确，世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那些深信自己不受任何空谈家影响的务实主义者，却往往俯首成为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
”无论是善用“蛛网理论”，重视影子价格的计量经济学之父简·丁伯根，还是强调市场不确定性导
致交易风险性的当代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罗纳德·哈里·科斯；无论是主张货币需求主要取决于持久
性收入的现代货币主义理论创始人米尔顿·弗里德曼，还是坚信市场经济最终的主宰是消费者和技术
的新古典综合体系的创立人保罗·安·萨缪尔森；无论是宣扬管理就是决策，决策不容失误的现代管
理经济学大师赫伯特·西蒙，还是推行把不同国家的货币统一成一种货币的“欧元之父”罗伯特·芒
德尔；⋯⋯大师们不断前行的探索从未停止。
这些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大师们，都曾经用自己的理论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或正在改变着我
们的世界；用自己的创新为我们探寻经济社会的本质提供了工具；用自己的智慧让越来越多的普通百
姓步入神奇的经济学殿堂。
自1969年首次设立奖项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到2009年已满41届，期间共有64位经济学家或单独或合
作获奖，其中很多经济学大师的研究也或多或少地对中国经济有所关注。
而事实上，就中国而言，对于经济的研究，我们从未有过一套自己的成熟体系。
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才开始对中国经济乃至经济学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
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学术研究，都迫切需要学习和借鉴那些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大
师们的思想与智慧，普通大众更需要了解和掌握经济学的知识，以便使自己的经济行为更加理性。
本书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主要贡献为依据，将其分类，并以获奖时间为主线，对历届获奖者生
平、经济理论进行深入浅出的介绍、解析，解读世界经济发展各阶段的经济政策背景，以及由经济理
论所引起的各种经济现象。
希望通过对他们所思所想的介绍来展现现代经济学的知识和智慧，为读者更加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以诺
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为进一步普及现代经济学知识提供有益的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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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学是一门关于社会的学科，以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还可以用来研究犯罪、决
策、博弈、投票等社会行为，和我们的现代生活息息相关。
经济学大师不是端坐于象牙塔中的讲经布道者，他们的经济学智慧来源于生活实践，他们学术的着眼
点也在于实际生活。
　　自1969年首次颁奖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到2009年已满41届，期间共有64位经济学家或单独或合
作获奖。
这些经济学大师们的经济思想，对人们经济行为影响的威力是无比巨大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
。
本书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主要贡献为依据，将其分类，并以获奖时间为主线，对历届获奖者生
平、经济理论进行深入浅出的介绍、解析，解读世界经济发展各阶段的经济政策背景，以及由经济理
论所导致的各种经济现象。
　　通过对他们所思所想的介绍来展现现代经济学的知识和智慧，全面而深入地了解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家的思想，为我们探寻经济社会的本质提供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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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以上的长期分析中，国际贸易对出口行业资本报酬的影响以及对进口行业劳动报酬的影响是
不确定的，但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推导来说明这两种要素报酬的变化：我们的分析一直假设贸易前两
个国家国内要素市场是均衡的，这样，出口行业的工资水平和进口行业的工资水平就是相等的，
即WX=WM，同样，出口行业的利润水平和进口行业的利润水平也是相等的，即RX=RMo在贸易后的
要素市场也将形成均衡，从而进出口行业的工资和利润在新的均衡状态下也必然是相等的。
这样，开展贸易后，我们已经推导出出口行业的工资将上涨，进口行业的利润将下降。
那么，在贸易后WX：WM，RX=RM的情况下，进口行业的工资水平WM-也会上升，而出口行业的利
润水平.RX也会降低。
把以上分析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长期来看，开展国际贸易后，出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
用的生产要素（也就是本国充裕的生产要素）的报酬会提高，而进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
（也就是本国稀缺的生产要素）的报酬会下降，而且无论这些生产要素在哪个行业中使用都是如此。
这个结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斯托尔珀和萨缪尔森共同论证得的，因此称为“斯托尔珀一萨缪尔森定理
”。
从上面的分析中还可以看出，发生国际贸易后，由于生产要素报酬（价格）是产品价格与要素边际生
产率的乘积，所以生产要素报酬的变动会超过产品价格的变动。
这一结果被称为国际贸易的“放大效应”。
2.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只要存在产品价格的差异，两国就会继续开展贸易，但最终的结果将是两国两
种产品的价格完全相等，而生产要素的价格也完全相等，此时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贸易也就停止。
两国间开展贸易的结果会使两国的生产要素价格最终相等这一趋势被称为“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
由于这一定理是由萨缪尔森根据赫克歇尔一俄林模型的逻辑论证的，因此该定理又称为“赫克歇尔-俄
林一萨缪尔森定理”。
3.乘数一加速原理针对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的“投资乘数论”和“就业乘数论”，萨缪尔森的导
师汉森认为，乘数论不足以说明问题，原因是乘数论没有说明一定量的投资如何引起收人和就业的增
加，也没有明确收入（或消费）的变化如何引起投资的变动。
因而只有把加速原理（关于收入或消费量的变化如何导致投资量变动的理论）和乘数论有机地结合起
来，才能充分估计乘数的作用，并解释经济增长中的周期波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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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学的力量:经济学大师的智慧改变世界》编辑推荐：看经济学的力量如何改变世界，用经济学大
师的智慧经营你的财富人生，像经济学大师一样思考你的未来，拿经济学大师的智慧武装头脑。
〈br〉经济学大师的智慧，看这一本就够了！
这是一本十分值得读的书，也是一本能够给予你更多经济学知识，帮助你从更深刻的角度理解当前经
济发展的书。
相信，每个读到《经济学的力量:经济学大师的智慧改变世界》的人一定都能受益菲浅。
经济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不管其正确与否，都比通常所认为的力量更大，事实上，世界是由少
数思想统治的。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
在合适的人手中，强有力的经济学原理能够揭示我们所在世界的每个方面。
经济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实用学科，一种分析的方法和工具。
经济学就在我们身边。
当我们把经济学回归本质时，它便能无条件地服务于社会大众。
而《经济学的力量:经济学大师的智慧改变世界》，非常出色地做到了这点。
〈br〉经济学无处不在，你不能熟视无睹，人人都离不开的经济学智慧，经济学从来就不是高深的话
题，诺贝尔经济学大师一直试图，在某个完美模式内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传授给我们一种分
析世界和社会生活的方法。
〈br〉经济学到底改变了什么？
又是什么在改变经济学？
经济学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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