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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有30多年的历史，西方经济学引入到我国也有20多
年。
但是至今为止，学生们普遍感到西方经济学难学，往往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或者不得要领，或者
收获甚少。
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一方面，西方经济学本身存在缺陷，西方经济思想的成果包含在一个唯心主
义的认识体系中；另一方面，这种唯心主义认识体系又披上了现代数学语言的神秘包装。
针对我国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困难，我们编写了这套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教材，力求用马克思
唯物主义认识论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科学合理的思想成果，剔除其中唯心主义的糟粕，帮助学生
系统完整的掌握现代经济学的科学知识，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培养实际有用的人才。
　　我国学生学习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困难之一是难以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系统知识。
这是因为西方学者由于颠倒了意识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至今概括不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或者说，西方经济学至今还是一门连研究对象也说不清楚，杂乱无章，庞大“问题”堆积的学科。
在这种状态下，建立清楚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自然无从谈起。
就连当代最著名的西方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尽管他在许多方面对经济学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他最新版
的《经济学》中，我们也能感到他由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理论体系的逻辑上所表现出的力不从心
和无奈。
本教材的第一大创新和特色就是概括出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市场经济体系，这样我们就能将人
类对市场经济体系的认识成果条理化，建立起逻辑严密、思路清晰、结构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我国学生学习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另一个主要困难是在价值理论及相关概念理解上的困难和混乱。
这是因为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也是充满争议的、最混乱的经济学难题。
对于这个难题，回避是无济于事的。
因为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的核心理论，这个难题不解决，经济学的混乱状况就无法解决。
本教材在回顾了亚当·斯密的价值理论（包括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理论、马歇尔的均衡价格
理论、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各种价值理论的片面性，吸收了各种价值理论中
科学合理的思想成果，运用系统论和相对论的观点提出了系统价值理论学说。
完成了人类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理论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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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管你读过什么样的理论经济学著作，都很难搞清楚经济学到底在说些什么。
读了这本书，你会惊奇地发现，经济学原来如此。
深厚的历史感、思想性和开拓创新精神是本书的特色，特别是在价值理论和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上的
开拓和创新，使经济学真正成了一门逻辑贯通的理论。
　　剧本是一剧之本，教材是教学之本。
《宏观经济学》将使经济学教学走出困境，使学生惊喜，使课堂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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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国民收入的核算和循环　　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开篇，本章的主要内容有：说明宏观经济
学的研究对象和政府的经济职能；探讨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度量指标和核算方法；通过对国民收入循
环的分析概括出国民收入总公式，作为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的工具。
　　在宏观经济学中，政府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理论经济学或宏观经济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对市场经济系统或国民经济运行质量、波动原因的探讨和分
析为政府的行动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帮助政府更好地发挥其职能，尽到其责任。
对于普通公民来说，学习宏观经济学，可以深入理解市场经济社会运行中出现失业、通货膨胀、经济
危机等现象的原因和原理，更好地预测经济运行的趋势，安排好自己投资和消费的决策。
　　第一节  宏观经济学导论　　一、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市场经济体系，从
两个角度考察市场经济体系，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是从整体上考察和说明市场经济系统的运行质量、波动原因及政府可能采取的对策，以促
进市场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和国民财富的稳定增长。
　　宏观经济学是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背景下创立的。
30年代世界范围的大危机使世界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运行质量受到严重损害，国民财富受到严重损失
。
所以，凯恩斯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探讨经济波动（危机）的原因和可能的反危机对策。
经济学用GDP指标来反映市场经济整体运行的质量，用实际GDP指标的变动来反映市场经济运行的波
动幅度。
这样，将一个国家或地区10年、50年或100年的实际GDP指标的统计数据标在坐标曲线图上，就　　从
图1—1中可以看到，市场经济的运行呈现周期性起伏波动的特征。
依据经验可以知道，在经济运行的谷底，会出现市场价格低迷（通货紧缩）、生产过剩、工人失业和
设备闲置等经济现象。
而且当出现这种经济现象时国民收入在减少，经济运行质量在下降。
在经济运行的峰顶，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
当经济运行出现通货膨胀现象时，货币收入会迅速贬值，它意味着实际收入在迅速减少。
因此，市场经济运行中的这两种情况：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或失业）都意味着经济运行质量不佳，
国民收入在损失和减少。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市场经济运行的起伏波动？
或者说是什么原因导致通货膨胀和失业？
如何消除通货膨胀和失业？
或者说如何消除市场经济运行的起伏波动，促进市场经济的稳定运行和国民财富的稳定增长？
就是宏观经济学首先要探讨和解决的主要问题。
因此，萨缪尔森指出，促进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和GDP的稳定增长是宏观经济学追求的三大目标。
　　二、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与现状　　宏观经济学自1936年由凯恩斯创立，到20世纪80年代已基本形
成了凯恩斯主义比较完整的宏观经济学体系。
20世纪80年代，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出现的“滞胀”现象，对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
凯恩斯主义由于无法解释“滞胀”现象的原因和找到解决“滞胀”现象的对策而陷入困境。
同时各种自由主义学派兴起，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主张彻底回到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
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长达30年的论战和混乱状态。
用萨缪尔森的话说，宏观经济学除了在GDP的概念上没有分歧以外，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学问题都存
在分歧和争论，宏观经济学至今仍处在混乱状态。
尽管西方经济学界学派林立，一片混战，但是根据各派分歧的根本点，可以把它们基本分为两大派别
：一派是现代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派。
其代表人物有，保罗·萨缪尔森、詹姆斯·托宾、罗伯特·索洛、弗兰科·莫迪、阿瑟·奥肯、约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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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斯蒂格利茨等人。
另一派是新自由主义学派。
新自由主义学派众多，主要学派及代表人物有：货币学派，其代表人物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供给学
派，其代表人物是拉弗；理性预期学派，其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卢卡斯；弗莱堡学派，其代表人物是
瓦尔特·欧肯；以及新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哈耶克、制度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
　　两大派的根本分歧在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派认为，市场经济制度是一个很好的有效率的经
济制度。
凡是市场能做好的事情都应该由市场来做。
但是，市场经济制度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比如“胜者金得”的竞争原则导致市场垄断；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社会成员严重的利益冲突：外部
性的污染问题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损害等；特别是经济周期波动和危机使国民财富遭到重大损失。
由于市场经济体系本身无法克服这些缺陷，所以必须由政府承担起责任。
运用相应的微观和宏观经济政策干预和调节经济运行，消除或缓解经济周期波　　动。
促进国民财富的稳定增长。
因此。
凯恩斯主义也被称为国家干预主义。
　　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市场经济制度是一个完善和谐的系统。
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
供求会自动平衡。
市场系统的供求机制会自发调节和解决一切经济问题，不需要政府干预经济运行。
政府的干预越少，市场经济的运转就越有效率。
因此，自由主义学派坚决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
主张彻底回到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
萨缪尔森指出，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念承袭了亚当·斯密古典主义的传统。
　　面对宏观经济学的混乱状态，要学好宏观经济学必须注意两个原则：　　1.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
原则　　依据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原理可知，经济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产生和决定不同阶段的经济理论
和思想，它是对不同阶段的社会经济生活发展规律的认识和经验总结。
另外，不同阶段的经济理论又对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和层次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中级阶段
（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和现在的后工业化社会阶段（经济全球化阶段）三个阶段，相应的经济学理论
的发展经历了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和现代凯恩斯主义在国际经济领域
的扩展和发展，也即国际经济学的发展三个阶段。
因此，经济自由主义学派的理论本质上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它不代表当代经济学发展
的主流。
凯恩斯主义遇到困难并不意味着历史会倒退，而是表明随着历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凯恩斯主义的政
府宏观调节政策仅限于一国范围之内已经不够了，需要向国际范围扩展。
理解了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历史的联系，有助于我们系统理解经济理论发展内在的逻辑联系，不被学界
混乱的表象所迷惑，造成逻辑和思路的混乱。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宏观经济学就是关于国家干预的经济学，自由主义既然反对国家干预，实际上
它就没有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只属于凯恩斯主义。
所以不要被西方经济学界的论战所干扰，首先应该系统了解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思想。
　　2.注意理论的细节和研究方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宏观经济学的混乱状态表明宏观经济学处在
一个突破和创新的时期，所以在学习中要注意经济理论的细节和研究方法。
因为只有注意细节才能发现理论体系逻辑上的漏洞和缺陷。
取得理论创新的学习成果。
　　三、政府的经济职能　　在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300年间，在凯恩斯以前的时代，政府是不干涉经
济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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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只承担维护社会安全和秩序的责任，即只承担“守夜人”的职责。
自凯恩斯主义开始，政府开始认识到市场经济的缺陷并承担起了反危机和促进国民经济稳定运行和增
长的责任。
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开了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先河。
经过70多年的探索和混合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和社会日益明确了政府应承担的主要经济责任和职能
。
一般来讲，政府的职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政府的社会职能　　（1）维护社会安全和秩序的职
能，也即“守夜人”的职能。
在亚当·斯密时代及很长的一个时期，人们认为政府只要尽到“守夜人”的责任，即维护国家安全和
社会秩序的责任，其他事不需要政府去做，市场会解决一切问题。
这就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对政府职能的看法。
　　（2）维护社会公正，是指保障社会公民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
西方社会认为，人人生来平等，只有保障每个公民平等的社会权利，社会才是公正的。
开始人们认为这个责任就该由政府来承担，政府应该建立起维护社会公正的法律秩序，后来人们认识
到，这个责任应该由政府和公民共同承担，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恶劣的政府是应该由恶劣的臣民来
负责的。
当然政府还是应该负主要责任，在社会成员中，政府毕竟是强者。
政府应和公众一道建立起一个独立于社会和政府的法律机构，来维护社会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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