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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宏观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学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应用体系三部分共五篇十七章，主要以
经济学推理的方法阐述了一个全新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
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middot;巴罗所说：&ldquo;这是经济学中最难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内容&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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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谓思想，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意识对客观事物的思维活动，那只是人类意识对客观事物的简
单反应，而作为世界观意义上的思想，它更是超越具体客观事物的抽象思维过程。
比如通过对别人或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学习而建立的对客观事物普遍的认识和思维方式，它统驭着
人类现实所有的具体认识和行为，并能对与现实具有密切联系的未来客观事物的发展做出预断，以及
对将要做出的相应行为进行规划与设计。
　　思想最显著的特征是具有以客观可能性和可行性为基础的主观目的性。
无论是学习、规划还是预断，都是在主观目的指导下，思维超越了意识所依赖的具体客观事物的过程
，因为别人和前人意识所依赖的客观事物，已经发生了改变，而未来的具体客观事物并不存在，因此
它是意识的高级、抽象、哲理和逻辑化反应，这种意识反应，使认识和行为具有了主动性、目的性、
普遍规律性以及计划性和预见性。
所以，思想既是人的意识对客观事物做出反映的思维活动，又是统领认识和实践的决定性思维过程。
也许您会感觉这不似经济学而更像是哲学的研究范畴，然而，正是人的思想决定了人的所有意识和行
为活动，同时也正是一个学科的思想决定了学科的研究目的、内容、方法和应用，如果把思想只作为
哲学的研究范畴，不仅使哲学因思维逻辑而研究思维逻辑的专业化研究毫无实用性，还会致使其他学
科理论的研究和应用，成为对客观世界简单、被动而又具象、孤立的机械思维过程。
　　哲学是抽象的思想，科学是具象的深入，一旦科学用实证的方法无法解释客观现象而歧义纷呈，
便又是一次哲学思想革命化的交替式上升。
　　经济学原本就脱胎于哲学和社会学，但自从其成为独立的学科起，从威廉&middot;配第到亚
当&middot;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家直到当代经济学大师佛里德曼，都不约而同的以个体化的理性行为选
择及偏好为前提，把它当成了解释单个家庭和企业行为的论理，而完全抛弃了始于中世纪的原始社会
哲学宏观思想体系。
凯恩斯开创的宏观经济学，尽管在经济学科史上拥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它依然秉承了斯密的经济个体
化的思维逻辑，片面地把社会经济体视为散在的个体，把经济体当成了社会经济，同时，把经济看成
了不同社会形态的经济，其实经济是客观的，是社会整体和人类历史一体化的经济，它有着不为特定
经济体和政治形态而改变的自身规律，即使存在另一种非人类群体化智慧生命的经济，它所不同的，
也只能是响应经济客观规律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而绝不是经济的本质。
　　&hellip;&hellip;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宏观经济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