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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学名词的中译，有许多是译得很好的。
然而，既然本书《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是谈谬误的，就只谈误译的地方。
最让笔者气得七孔冒烟的误译，是把dollar译为“美元”。
澳大利亚元、加拿大元、新加坡元等等，都是元，都是dollar！

General equilibrium
一般译为一般均衡。
这显然是误译。
“一般”是和“特殊”对应的。
这里应该译成“全局均衡”，以便与“局部均衡” (partial
equilibrium)对应。

 Real income 一般译为实际收入。
这也是误译。
“实际”是和“虚假”
对应的。
应该译为“实值收入”，从而与“名目收入”(Nominal income) 对应。

⋯⋯以上仅是经济学中译的谬误。
经济认识的谬误、理解的谬误、应用的谬误还有很多⋯⋯在《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
中，黄有光教授就是要解读和纠正这些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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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先后毕业于槟城韩江中学(1961)、新加坡南洋大学(1966)、悉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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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London：tlarvester，1986(中译《综观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Amsterdam：N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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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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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nding，London：Macmillan and New York：St.Martin’8
Press，2000(与Kenneth AUOW(诺贝尔奖得主)和Xiaokai
Yang：中译《效率、平等与经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千古奇情记》，作家出版社
，1993；《经济与快乐》，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金钱能买快乐吗?》，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社会福祉与经济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经济与社会》，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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