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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宏观经济学》讲述了西方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程，是学生系统理解经济学
的基本原理和规律、掌握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的基础课程。
多年的教学经验告诉我们，“稀缺性”是无处不在的，包括在经济学课程的授课过程中。
在课程和课时数量的限制下，如何达到应有的教学目的，是我们在教学中不断探讨和思考的问题。
基于这种考虑，我们着手编写《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教材。
这套教材主要面对的读者群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本科生，同时也适合法律、新闻等文科类专业的本科
生。
为了较大程度地兼顾本科生的差异性，我们将教材的难度基本定位在初级入门和中级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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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宏观经济学的重点是围绕长期经济增长（Long－run Growth）和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s）展
开的。
长期增长是指一个国家长期生产能力的提高和平均生活水平的改善，而经济周期是指经济体由于外部
因素（如国际原油市场的大幅度涨价）或内部因素（如市场流动性过剩）所带来的短期经济波动，包
括经济过热和经济低迷。
　　宏观经济学在研究经济总量及其变化时必须要借助一些总量指标，如总产出、总收入、总需求、
总投资等。
但是，在这门课的学习中要避免犯逻辑上的“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即个体经济变量
的简单加总不能直接等于整体经济变量。
例如，对于单个家庭来说，储蓄是其积累财富，缓解未来生活风险的必要手段，但是如果所有的家庭
都这样做，则有可能导致社会购买力下降，减少社会对产品的需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储蓄
增加会引起产品和服务的社会需求下降，企业利润下降，生产萎缩，甚至出现经济增长放缓。
这一例子表明，微观上可行的经济行为在宏观上并不一定可行。
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宏观经济学的变量就是微观经济学中相应变量的简单加总。
尽管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均有所区别，但二者在内在逻辑上却是一致的
。
因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根本目标都是要在既定的经济制度下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整体经济的事件是基于无数居民户和企业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因而我们研究宏观经济学的总量时，必
须联系微观变量。
例如，在考察-个社会的总消费时，必须考虑决定每一个家庭支出的因素是什么，这个家庭为现在的消
费支出多少，为未来的消费储蓄多少。
从理论上讲，通过某种适当的处理，可以把总量看作许多个别决策的变量的总和或平均状况。
如宏观分析中的国民收入就是无数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数量的加总，一般物价水平无非是千万种商
品价格的加权平均。
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微观经济学中运用
的供求分析、边际分析、均衡分析等方法，在宏观经济学中也会用到。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宏观经济学要研究的是一个经济社会的总量问题、整体性问题。
例如，宏观经济学要回答一个经济社会的资源是否全部被生产部门所利用。
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资源闲置现象？
如何减少这种现象？
再如，决定一个社会一般物价水平的因素有哪些7.在价格水平不稳定的情况下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微观经济学中，政府常常被看作是外生的，与经济分析无关。
然而，在宏观经济学中，政府将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主体出现在模型中，政府的税收水平、国债规模
等都是影响总量指标的重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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