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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财政部规划教材，由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组织编写并审定，作为全国高等院校应用型系列教
材。
本书主要介绍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涵盖了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部
分，同时还介绍了经济学的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和博弈论等。
本书是由财政部组织编写的应用型本科教材之一，可供普通本科、独立院校、高职高专相关专业学生
以及经济学爱好者作为教材和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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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合成谬误：“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是萨缪尔森提出来的。
意思是说，它是一种谬误，对局部来说是对的东西，仅仅由于它对局部而言是对的，便说它对总体而
言也必然是对的。
在经济学领域中，十分肯定的是：在微观上而言是对的东西，在宏观上并不总是对的；反之，在宏观
上是对的东西，在微观上可能是十分错误的。
在日常生活中，合成谬误比比皆是。
比如在观看演出时，前排的人为了看得更清楚一点而站起来，后排的人也不得不站起来，当所有的人
都站起来之后大家都没有看得更清楚，相反每个人的清晰度还大为下降。
再比如，只有一个家庭购买轿车会大大方便出行，而当所有的家庭都拥有了自己的私家车之后，道路
、停车场可能车满为患，反而不如大家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方便。
在经济生活中，经济周期是市场失灵中最具有破坏力的形式，它的存在是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
最典型例子。
在市场体制中，每个市场主体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经济上升周期中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扩大
生产规模，增加投资和消费，促使经济进一步过热；在经济紧缩周期中，经济主体的理性行为又完全
相反，停工停产，解雇劳动力，停止再投资，导致经济陷入低谷。
在国际关系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慕尼黑教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大国都在向纳粹妥协，希望纳粹满足德国的部分要求避免战争，结果使希
特勒野心膨胀，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已经指出了这种逻辑，
这就是所谓“个体理性和整体灾难”的逻辑。
后此谬误。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教科书上讲方法论的时候讲到了这个逻辑学上的概念，他说：“观察到事件A
是发生在事件B之前，并不证明事件A是事件B的原因。
如果认为‘在此之后’便意味着‘因为此事’，就是犯了后此谬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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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学原理》：财政部规划教材,全国高等教育应用型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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