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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主题按照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发展的历史顺序，依次说明了经济增长理论模
型化、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内生化的历史进程。
　　目前国际国内都已经有多部著作论述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史或系统介绍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
本书与这些著作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本书的论述围绕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研究进展的主要路径
，说明现代模型化的经济增长理论如何不断以新的模型将已有模型中的外生变量内生化，即如何一步
步逐渐地将数学模型中原来视为外生给定的参数内生化，通过扩展数学模型来说明这些原来被视为外
生给定的参数是如何由模型内生决定的。
通过说明将资本一劳动配比内生化如何使哈罗德一多马模型转变为新古典增长模型勺将储蓄率内生化
如何进一步扩展了新古典增长模型，将生产率（由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决定）提高和人口变动内生化
如何导致了“新”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的诞生，本书突出说明了经济增长理论数学模型化发展进
程的主要思想脉络和进程。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与论述内生化进程这一主题相关，还说明了经济增长理论在主流经济学中的
地位、主流经济学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目的。
这些论述势必涉及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使人们对主流经济学有关经济增长的思想有一个总
体的把。
本书特有的这种论述有助于人们更系统地把握对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分析，更清楚地认识经济增长理
论模型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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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对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分析的内生化历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按照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发展的历史顺序，本书依次说明了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经济
增长理论模型内生化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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