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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保罗·A.萨缪尔森的经典著作曾经多次重印并且翻译成多种语言，现在他把新的内容加入到他在1947
年的论述中。
新的导言描绘了本书的起源，并分析了其贡献是如何与1947年以来的理论发展相吻合的。
新的长篇数学附录审视了1947年以来政治经济学中所涉及的基本方法论之突破性的进展：线性规划和
比较静态学；动态和随机的非线性规划；现代的对偶理论；新古典货币模型的可测试内容；具有期望
一效用极大化理论方面新观点的概率决策，以及用优于均值一方差近似法的广义方法所作的投资组合
与流动性偏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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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保罗·A.萨缪尔森，麻省理工学院讲座教授，退休后仍保有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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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增补版导言第一部分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均衡系统与比较静态学　　第一节 符号的公式化表示　
　第二节 均衡的位移　　第三节 解说税收问题　　第四节 解说市场案例　　第五节 总结　第三章 极
大化行为理论　　第一节 极有意义定理的三个来源　　第二节 定性关系的演算　　第三节 均衡的极
大值条件　　第四节 均衡的位移　　第五节 极大化量的位移　　第六节 辅助约束条件与一般化的勒
夏特利埃原理　　第七节 经济的解说　　第八节 有限变化分析　　第九节 解析函数　　第十节 转换
为极大值问题的可行性　第四章 成本与生产理论的综合性重述　　第一节 问题的表述　　第二节 均
衡的条件　　第三节 二阶极值条件　　第四节 均衡的位移　　第五节 边界或隅角极小值　　第六节 
生产函数的不连续性　　第七节 均衡条件　　第八节 均衡的确定性　　第九节 利润的极大化　　第
十节 最完全竞争中的不确定性　　第十一节 不连续的情形　　第十二节 均衡的外部条件　　第十三
节 总结　第五章 消费者行为的纯理论　　第一节 效用概念的演化　　第二节 数学思想上的进展　　
第三节 作为目标的需求函数　　第四节 均衡的条件　　第五节 均衡的位移　　第六节 有意义的定理
　　第七节 结论　　第八节 关于货币需求的注解　　第九节 由不确定性带来的限制　第六章 变换、
组合商品以及限量配给　　第一节 对数变换与弹性　　第二节 解释变量的一般变换　　第三节 被解
释变量的变换　　第四节 价格的变换　　第五节 对—组商品的需求　　第六节 综合商品或总量商品
的一般问题　　第七节 指数的经济理论　　第八节 指数的公式化表示　　第九节 限量配给条件下选
择的纯理论　第七章 消费者行为理论的若干特殊论题　　第一节 效用的基数度量　　第二节 独立效
用的假定　　第三节 互补性　　第四节 收入边际效用的不变性　　第五节 为什么消费者剩余是多余
的　　第六节 消费者剩余的多种形式　第八章 福利经济学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社会福利函数
　　第三节 数学分析　　第四节 生产条件　　第五节 纯粹的交易条件　　第六节 个人之间的最优条
件　　第七节 新旧福利经济学的比较　　第八节 结论第二部分　第九章 均衡的稳定性：比较静态学
和动态学　第十章 均衡的稳定性：线性与非线性系统　第十一章 动态理论基础　第十二章 结论参考
文献索引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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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济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其中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
因此，本书仅仅是适当地在这个学科的研究上前进了一小步，并把许多重要的未解决的问题指出来，
以便作进一步的研究。
　　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我概括了比较静态的一般问题：当已知数据发生变化时，从我们的均衡条件
的数量和质量方面的知识出发，我们希望如何推出有意义的定理。
这些定理是关于变量变化的方向和大小的，在第三章我证明了在许多情况下，通过假设均衡位置代表
一个极大或极小点，可以得到明确的定理。
在比较静态中，关于极值点的定义的不等式被看作是许多定理的源泉。
　　第四章主要是关于极值分析在成本分析、厂商生产理论方面的应用，就像第五章分析消费者行为
中的约束极值一样。
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中，我讨论了消费者行为理论的特殊情况。
最后，第八章关于福利经济学的分析完全解决了比较极大值和极小值方面的问题。
　　在第二部分的第九章中我表明了仅从许多比较静态的观点出发，动态分析是有用的和必要的。
的确如此，对应原理阐明了动态系统的稳定性条件和比较静态的偏移估计之间的关系。
对于乐于推导明确的、有意义的定理的经济学家来说，它提供了第二个重要的解决问题的武器，它丰
富了经济学家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第十章中，由于动态系统本身的缘故我们对动态系统进行了研究，并特别关注了稳定性方面的
内容。
在第十一章，我讨论了动态分析的许多基本理论，包括源于经济周期研究的常规问题。
　　广义地讲，分析经济学的发展已经处于自然的演化过程中。
首先，我们看到，静态均衡的决定这个观念，是瓦尔拉斯所达到的最高成就。
帕累托和其他经济学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详细研究。
　　然而，帕累托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他通过说明已知数据的变化如何使均衡点发生移动这一过程，为比较静态理论奠定了基础。
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古诺已经开始了这种“无穷小量”的研究，尽管他只涉及该问题比较狭隘的方面
。
　　尽管帕累托为比较静态学奠定了基础，但他自己在这个学科的工作很少得出确定的定理，主要因
为他自己很少关注和极大值点相关的第二类不等式。
在极少数情况下，虽然他关注了，但他的数学表述有很多错误而不幸错过。
此外还有W.E.约翰逊，斯拉茨基，希克斯和亚伦，乔治斯库一罗根（Georgoscu-Roegen），霍特林以
及其他现代学者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他们迈出了第三步，并不断地取得进展。
　　然而，仅有一部分经济学理论关注经济体行为的最大化。
当个体的相互作用受到关注时，卓有成效的比较静态的范围就会由第四次进步（即对对应原理的理解
）而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其中，系统的比较静态行为和它的动态稳定性性质密切相关。
　　第五次进步是我们已经考察了参数变化下系统的反应来研究它的行为，以此作为时间逝去的结果
。
因此，我们研究力学是由于它自己的缘故，特别是关于各种运动的数量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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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分析基础》(增补版)对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A·
萨缪尔森的代表作《经济分析基础》的主要内容作了系统的概括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萨缪尔森
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及其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作了客观的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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