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宏观经济学讲演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宏观经济学讲演录>>

13位ISBN编号：9787300126241

10位ISBN编号：7300126243

出版时间：2010-9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晓西

页数：34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宏观经济学讲演录>>

前言

　　本书是2007年我为研究生开设的宏观经济学讲座的录音整理稿。
这本书可以作为我所著《宏观经济学（中国版）》的配套教材。
书中收录了13讲，相比原宏观经济学教材，增加了经济分析方法论、国外需求以及经济增长中的劳动
、资本和技术等内容。
　　在宏观经济学的讲演中，我力求做到五点，一是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即注重从当前现实
出发来引申理论的探讨，如在第一讲中，当天我正好主持了北京市举办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一个
讲座，晚上即请参会同学在课堂上进行多方位的点评；二是力求做到老师主题讲演、助理老师案例分
析与研究生专题发言相结合，讲授中鼓励提问，提倡讨论；三是力求做到课堂学习与课外实践相结合
，不仅组织大家去天津新港实地考察，还邀请世界银行的专家来讲座；四是力求把经济理论内容讲解
与分析方法运用结合起来，要求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而不要求背记书中的原理，因此，讲授中穿插介
绍经济学研究方法和论文写作要领等内容；五是力求做到语言既通俗又准确，在讲重要理论观点时以
严谨为主，在穿插故事或例子时则以口语为主，让大家轻松点。
　　我要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他们不仅出版了我的《宏观经济学（中国版）》，而且推介
到国外，并不断地督促我改写并翻译出版。
我还要特别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他们是引发和促使我完成本讲演录的最初策划推动者，在他们
的督促下我完成了本书的前期准备工作。
因为近两年任务重、课题多，因此一直拖到今天才付出版社。
　　希望本书不仅能作为学习经济学的研究生的读本，也可为从事宏观经济学教学的老师和高年级本
科生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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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京市优秀教师；曾任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研究司司长，兼任中国
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第二届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积极主张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成果丰硕，影响很大，为推动中国市场化
改革作出了积极贡献，2000年以后，通过对中国市场经济全面深入的理论研究，为我国争取市场经济
地位和反倾销工作，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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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晓西，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
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经济学部召集人；国务
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北京市优秀教师；兼任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
书长、北京市金融学会副会长及20多个学会的常务理事和理事。
1988年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工作一年。
1993-2001年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曾任宏观经济研究司司长。
2009年入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等单位主编的《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
》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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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供给概念及其衡量。
我们先来比较一下国内外有代表性的两个总供给概念。
萨缪尔森的定义是：总供给（aggregate supply，AS）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各行业愿意生产和出售的商
品和劳务的总量。
我国国家信息中心在中国经济信息网（China Economic Information Network，CEI）宏观经济网页的解
释是：总供给指报告期（通常是季度或年度）全社会新创造的且需要资金交换的最终产品和劳务总量
。
这两个定义基本上是一致的。
总供给是在一定时期内、一定国度内测度的。
总供给有两大内容，一是商品，二是劳务。
商品是传统就存在的概念，劳务则是现代经济学扩展进来的概念。
20世纪80年代对劳务是否创造价值争论很大。
比如说，你请了个保姆，按照西方经济学定义，这个保姆创造了GDP。
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保姆没创造价值，是间接分享了来自生产领域创造的价值。
企业管理者和资产所有者，分享的是剩余价值，这个概念和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讲的劳务，实
际上指它是能创造价值的。
比较一下萨缪尔森和国家信息中心的定义，在强调的重点上似乎有一点差异，萨氏没强调总供给是需
要资金交换的商品和劳务总量，国家信息中心则强调了需要资金交换这一点。
但现代社会里讲的总供给总是以货币来交换的，是以市场价格来计算的。
在我们现实中，无货币的总供给是无法统计合总的，很少有实用的地方。
因此，两定义的差别实质上并不很大。
　　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中，将总供给概念放在产品市场中讲。
他认为总供给就是每个厂商在这一价格水平上供给量的总和，可见特别强调微观之总和，这种强调我
觉得和凯恩斯的看法有些距离。
凯恩斯强调总体观，而不是微观和。
这些细微的区别，同学们在读书时可以进行一些比较。
比较概念，可能比一般地讲概念会有助于理解和记忆。
　　总需求概念的比较分析。
萨缪尔森的定义是：总需求（aggregatedemand，.AD）是指一定时期内经济中不同部门（消费者、企
业及其他机构）愿意花销的总量。
我国国家经济信息中心的定义是：总需求是指报告期（通常为季度或年度）全社会为购买最终产品和
劳务而增支的货币资金。
萨氏强调指出了消费者、企业及其他机构，信息中心的定义强调了“全社会”；同时，信息中心的定
义还强调了“购买最终产品和劳务”，强调了是用货币资金去购买，对统计部门来讲，这是准确的，
也是可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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