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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探讨的各个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十分重要，不仅帮
助解释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原理，还帮助分析中国面临的一些政策问题，贯穿于《全球视角的宏观
经济学》的一个主要中心就是市场经济国家在一些重要方面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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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一个封闭的，或者是没有国际信贷的经济中，增加投资的惟一措施是增加储蓄。
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地存在一个替代关系：通过更快的资本积累促进增长意味着当期消费减少。
当然，政府不应不顾一切地追求储蓄率最大化，因为这会伤害当期消费者。
虽然无法衡量，但还是存在一个由社会的时间偏好率，即社会对将来消费相对于当期消费的评价，所
决定的最佳储蓄率。
如果投资项目产生的报酬使放弃当期消费合算，那就应该进行这些项目。
根据最佳储蓄率理论，当资本的边际生产率（MPK）等于时间偏好率加上人口增长率时，就能在现期
和未来间取得最佳平衡，这一著名关系称为“修正的黄金规则政策”。
 在一个资本可自由流动的开放经济中，因为这个国家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按世界利率借贷，从而可以积
累经常项目赤字，所以投资和储蓄不必恰好相等。
对国内投资重要的是，国内投资项目必须产生足够的报酬以支付国际贷款利率。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利率决定国内投资，而国内储蓄决定国民收入（GNP）而不必是国民产出（GDP
）的增长率。
更高的国内储蓄不一定产生更高的国内投资，但会减少国际净借款。
 但是如果这个国家断绝同世界资本市场的联系，较高的国内储蓄会引致较高的国内投资。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刺激私人储蓄，如通过减免利息收入税，来鼓励资本形成。
据称日本的高私人储蓄率在一定程度上是优惠的利息收入税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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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在美国问世以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国际上许多大学和研究院的经济系
以及国际组织主要教科书采用，由于其政策针对性强，表述清晰易懂，也被许多国家的宏观决策机构
作为主要参考书加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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