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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的上篇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非瓦尔拉斯均衡
宏观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对产出、就业和价
格等宏观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既梳理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也在一个
比较统一的框架内分析了各个流派的特点和不足。本书的下篇对消费、投资、货
币、失业和经济增长等五个宏观经济专题进行了考察，介绍了当代宏观经济学界
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本书不仅是一本适合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高级教材，同时也是一本跟
踪宏观经济学前沿的专著和中国经济学工作者研究主流经济学的重要参考
资料。



第 二 版 前 言

距离《高级宏观经济学》出版已经过去了９年。在这９年中，不仅中国经济迅猛增长，开
始成为全球政治经济舞台关注的焦点，经济学在中国也得到了很大发展。第一版前言曾经
提到，“许多院校的宏观经济学专业培养计划中仅仅包含围绕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展开的中级
教程，不少专业人士甚至认为宏观经济学迄今尚未走出‘如何解释失业和通货膨胀之两难问
题’的局面。”令人振奋的是，这样的评价已经成为历史。现在，很多院校开设了与国际接轨
的宏观经济学研究型课程，不少硕士研究生已经能够掌握一些主流的科学研究方法，并运用
于实际问题。与此同时，扎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学者也在不断成长。在思考和研究中国经
济问题的过程中，这一群体逐渐具备了挑战前沿问题、与国际一流学者同场竞技的实力。

不过，新的挑战又在眼前。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强劲复苏迅速提高了中国在全球
的地位，中国经济问题上升为当代经济学主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可能的趋势，而这在９年
前是不可想象的。同时，中国与美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摩擦与矛盾也时有发生，出于各
种目的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误解和指责也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天中国经济学家
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使命：如何发展现代经济学并使其与中国经济问题相结合，一方面有
效解决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实践问题，另一方面以国际上能够理解的现代经济学语言解释
中国经济中所发生的事件，消除误解，应对指责，还事物的本来面目，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赢
得一个好的国际环境。这样的工作我们称之为“现代经济学本土化，中国经济问题国际
化”，这也是一条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走向主流的道路。我们由衷希望，《高级宏观经济
学》能够帮助更多同学了解和掌握宏观经济学的科学研究方法，为推动现代经济学本土化
和中国经济问题国际化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在过去的９年中，我们收到了许多同事和同学的建议和批评，他们指出了不少错误，

提供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在此不能逐一致谢。根据这些建议和批评，利用再版的机会，我
们对原版做了修订。特别要感谢张涛副教授，他校对了全文，并修改了一些公式和文字。

他的投入和鼓励使得本书的再版成为可能。最后，请允许我们重复第一版前言的结语，我
们特别需要感谢我们的家人，她们承担了生活中的绝大部分责任，使我们可以充分地享受
沉浸于经济学的快乐。

作　者

２０１０年６月７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凯恩斯在《通论》的前言中这样写道：“我们所争执的对象，其重要性可称无以复加。

不过，如果我的解释是对的，则我必先说服我同行经济学家，然后再及群众……这种意见

分歧，使经济理论在目前几乎丧失了实际重要性；意见分歧一日不去，实际重要性便一日

不恢复。”这里的“争执对象”用凯恩斯的话来讲就是“何种决定力量使得总产量与总就业

量改变”。凯恩斯也许不曾料到，他与经济周期理论家之间的争执开创了一门全新的学

科，即宏观经济学。凯恩斯也许更不曾料到，这场争执一直延续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凯

恩斯与庇古和哈耶克的徒子徒孙们依然令人吃惊地继续着比较信念与智力的斗争。

曾经占据绝对优势的凯恩斯帝国大厦在卢卡斯这个芝加哥天才的打击之下一度显得

摇摇欲坠。卢卡斯确信：“要想在一致的和有用的宏观经济理论方面取得最迅速的进展就

必须接受经济周期理论家对问题的陈述，而非试图进一步修正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给予我

们的粗制滥造的结构。（Ｌｕｃａｓ，１９７７）”卢卡斯进一步警告说：“如果经济周期理论家是正

确的，那么现在许多宏观经济学家所关注的短期操作只会使我们不再去注意对实际上可

能有效的稳定政策的讨论；这一延缓将伴随着非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学有用性之信奉的

逐步但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丧失。”不过，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总是让人

觉得有些极端。正如一位聪明但又颇受争议的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家曼昆所言：“智慧的

思想总是潮起潮落。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情愿支持建立在市场出清基础上的经济周期理

论。因此，对于凯恩斯思想在１９８０年代的重新崛起并占据主导地位不必太过惊讶。

（Ｍａｎｋｉｗ，１９９３）”这些持续至今的有关宏观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分歧虽然尚无定论，但人们

对于宏观经济学重要意义的认识却远不像凯恩斯和卢卡斯所预想的那么悲观，因为在反

反复复的争论当中，经济学家获得了许多激动人心的研究成果。也许这些研究成果还不

成熟，有时甚至可能是错误的，但它们的确扩展了我们认识这个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

的视野。

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的中国经济学人似乎对当代宏观经济学缺乏系统的认知。许

多院校的宏观经济学专业培养计划中仅仅包含围绕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展开的中级教程，

不少专业人士甚至认为宏观经济学迄今尚未走出“如何解释失业和通货膨胀之两难问题”

的局面。这些遗憾促使我们决定撰写一本旨在系统介绍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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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我们原本以为缺少必要的数学训练是造成目前这种落后状况的主要原因，因此

我们在两年前完成的初稿中采取了以数学方法为主线、以相应的研究成果为实例的介绍

方式。然而，在与同行和学生的交流中，人们常常对比较抽象和枯燥的数学望而却步，力

求严格和完整的介绍相关的数学方法往往会挫伤学习的积极性。此外，我们逐渐认识到

数学其实并非限制人们理解当代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因素，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宏观经

济学的科学性及其采用的科学方法的藐视。“推导和计量只不过是经济学家们在故弄玄

虚罢了”是大家经常听到的声音。我们当然并不否认有相当数量的经济学研究的确存在

形式主义的弊病，但这种片面的态度无疑极大地影响了学习效果。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对

原稿作了大幅度的调整。首先增加了对于经济学方法论和经验研究成果的介绍，我们相

信这将有助于人们更加客观地认识这门新兴学科。其次，改写了除经济增长以外的涉及

最优控制的所有内容，把连续时间的最优控制问题转换为可以使用古典方法进行处理的

微积分问题。经济增长则被安排到最后一章，以便读者无需掌握最优控制方法也能比较

顺利地了解当代宏观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最后，完全删除了介绍随机最优控制的内容。

对于应用这一方法的研究成果，我们转而使用简单的微积分方法显现其隐含的经济学含

义。虽然我们做了一些简化工作，仍然存在不少难以简化和不应简化的内容。我们采取

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即把这些内容放进附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继续阅读，而跳过附录也

不会影响对于以后内容的理解。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学界做了大量的引进工作，适合研究生和经济学专业工作者阅读

的国外宏观经济学高级教材已经从仅有的布兰查德和费雪（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ａｎｄ　Ｆｉｓｃｈｅｒ，１９８９）

增加到包括萨金特（Ｓａｒｇｅｎｔ，１９８６；１９８７）、斯托基和卢卡斯（Ｓｔｏｋｅｙ　ａｎｄ　Ｌｕｃａｓ，１９８９）与

大卫·罗默（Ｄ．Ｒｏｍｅｒ，１９９６）等５本。这些国际流行的教材各具特色，但从人们反馈的

信息看，如果缺乏必要的积累（特别是对宏观经济学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认识），即便

阅读了其中的每一句话、重复了其中的每一步推导也还是摆脱不了浑浑噩噩的状态。应

当指出，这些教材假设读者已经具备了必要的知识或者假设教师可以传授这些知识，它们

的目标是培养专业研究型的人才。同时应当承认，目前中国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和教师的

知识背景参差不齐，绝大多数院校的培养目标也非研究导向，因此使用国外教材出现“水

土不服”的现象并不奇怪。为了发挥比较优势，我们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尽量考虑和满足

广大中国读者的要求。比如为了更好地结合本科的经济学专业知识，我们以传统的凯恩

斯宏观经济学和简单的微积分和线性代数为起点，逐步引入学习高级宏观经济学的知识

背景。比如为了提高教材的系统性和可读性，我们在本书上篇的４个章节中按照历史发

展脉络，始终围绕若干核心问题对宏观经济学中的四个主要流派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再

比如我们把相对独立的消费、投资、货币、失业和经济增长等５个专题一并放在本书的下

篇。非宏观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可以选择感兴趣的部分阅读，而不熟悉这些专题的专业人

士则可以借此了解到最近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

在撰写本书的三年中，我们时常感到力不从心。为了尽可能全面地向读者介绍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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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我们阅读了许多原本不属于我们专业研究范围的文献。限于水

平，试图在一个比较统一的逻辑框架下转述这些文献难免会出现差错。由于时间紧迫，我

们最终放弃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这两章内容，也没有附上非常重要的习题。我们希望在

下一版中弥补这些遗憾。不过，我们经常安慰自己，这本书只是一座试图把当代宏观经济

学与中国读者联系起来的桥梁。如果实现了这个总体目标，读者应该可以宽容我们的局

部失误。

我们要感谢身边的许多经济学子，陈凯迹、陈钊、黄立明、陆铭和赵扬的帮助尤其值得

称道。我们还要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刘子馨先生的耐心，他容忍我们把交稿期限推迟了

整整两年。最后，我们特别需要感谢我们的家人，她们承担了生活中的绝大部分责任，使

我们可以充分地享受沉浸于经济学的快乐。

作　者

２００１年７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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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导　　论

一门科学就是任何一种知识，它是人们有意努力加以完善的对象。这种努力产生了思维
的习惯———方法或“技巧”———以及掌握由这种技巧发掘出来的事实，而这些事实都超越了日

常生活中思维习惯与实际知识的范围。———熊彼特（Ｓｃｈｕｍｐｔｅｒ，１９８０）

１．１　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虽然斯密作为经济学之父的地位已经无可动摇，但因为“供给创造需求”而名声不佳的萨伊却
很可能是最初把经济学视为一门科学来思考的经济学家之一。萨伊（Ｓａｙ，１８２７）称经济学为研究
“财富的科学”。在萨伊看来：“亚当·斯密博士的著作，只不过是一大堆杂乱地放在一起的、附有启
发性例证的最正确政治经济学原理和附有有益的意见的统计学天才研究……为要获得真正的知

识，并不需要熟悉很多事实。重要的是，掌握基本的和有直接影响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从各个方面

研究这些事实，使我们能够从这些事实推出正确的结论，并使我们所认为由这些事实产生的结果确
是来自这些原因而不是其他原因。”萨伊认为，推演结论的关键在于确定原则，即“事实所遵循的一般

规律”，对于原则的认知“提供了按同一方式都可成功地进行任何研究的唯一可靠的方法”。不难看
出，萨伊不仅试图证明经济学的科学性，而且还试图规范经济学的方法论，从而避免出现无意义的

争论。① 不过，萨伊并没有明确给出可以作为公理形式存在的原则或一般规律，这项工作是由
另一位因为“最后一小时”而受到马克思严厉批判的西尼尔（Ｓｅｎｉｏｒ，１９３８）于１８３６年补充的。

西尼尔提出了４条公理，其中的第一条“每一个人都希望用尽可能少的牺牲去得到更多的财

富”和第四条“如果农业技术不变，则在某一地区内的土地上所使用的额外劳动一般将得到一
种比例较小的报酬”至今依然是经济学的重要的逻辑起点。西尼尔的另一个贡献是他认识到

可以根据效用来解释价值的存在问题，“追求财富”因而可以被“追求效用”所代替。在西尼尔
等人的影响下，杰文斯（Ｊｅｖｏｎｓ，１９５７）进一步发现“最重要的公理之一是，随着一个人必须消

费的……任何商品的数量的增加，从所使用的最后一部分所获得的效用或利益在程度上
减少”。②

西尼尔和杰文斯等人事实上为在一个统一的研究范式下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种可能。

引入被古诺（Ｃｏｕｒｎｏｔ，１９６０）和瓦尔拉斯（Ｗａｌｒａｓ）所推崇的数学工具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这

·１·

①

②

古典经济学家之间的许多争论曾被熊彼特（Ｓｃｈｕｍｐｔｅｒ，１９８０）评论为“只不过由于不能看清对手的论点而产生的，

有一些纯粹是字面上的争论”。

转引自豪伊（Ｈｏｗｅｙ，１９６０）。



一点。比如，旨在确定行为人之消费水平和劳动投入的经济分析就可能在一个如下所示的逻

辑框架内进行：

ｍａｘｕ（Ｃ）－ｖ（Ｌ）

ｓ．ｔ．Ｃ≤ｆ（Ｌ）
（１－１）

其中Ｃ和Ｌ 分别表示消费和劳动；ｕ（·）和ｖ（·）表示效用函数；ｆ（·）表示生产函数；规定

ｕ′＞０，ｖ′＞０和ｆ′＞０。消费可以增加效用水平，劳动则可以创造用以消费的财富。如果效
用函数没有上界，行为人的效用最大化就等价于财富最大化。但是，劳动同时又类似于一种
“负消费”，它会降低效用水平。因此，根据“用尽可能少的牺牲去得到更多的财富”的原则，可

以通过求解如（１－１）所示的最优规划来确定消费水平和劳动投入。此外，“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要求ｆ″＜０，“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要求ｕ″＜０和ｖ″＞０，这些条件保证我们可以借助于一阶
条件来获得最优解。① 用熊彼特（Ｓｃｈｕｍｐｔｅｒ，１９８０）的话讲，如（１－１）所示的逻辑框架的特点在

于“不包含研究的最后结果（这些结果本身乃是人们感到兴趣的东西），而只是为了证实有兴趣

的结果而铸造的器械或工具”。使用这样的研究范式虽然存在着不少问题，②但为萨缪尔森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１９８３）所不齿的诸如“取一点糟糕的心理学，加上少量低劣的哲学和伦理学以及

大量笨拙的逻辑，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可以证明商品需求曲线是负倾斜的”之类的情况至少可

以得到有效的控制。

１．２　宏观经济学的兴起

与以斯密（Ｓｍｉｔｈ，１８８０）、李嘉图（Ｒｉｃａｒｄｏ，１９５１）和穆勒（Ｍｉｌｌ，１９００）为代表的古典经济

学相比，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宽。马歇尔曾对经

济学作了如下定义：

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

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马歇尔（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１９３８）

由此可见，在马歇尔看来，经济学不仅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科，而且更重要的是“研究人的学科

的一个部分”。进一步，经济学不仅可以通过类似于（１－１）的逻辑框架来研究单个人的行为，而

且还能“寻求不受个人特性影响的广泛结果”，因为如果研究“所取的平均数非常广泛的话，足

使各人的个人特性互相抵消”。这就是说，即便研究对象是一个整体，我们也可能借助于对具

有典型性的个体所进行的分析结果来推演出整体的行为，这就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了至关重要

的思想准备。不过，如何衡量整体行为却是一个问题。好在经济周期的规律性出现及其破坏

性影响引起了诸多学者和政府官员的关注。到了１９２０年代，已经有不少国家设立了专门针对

经济周期的研究机构，其中尤以设在纽约的国家经济研究局（ＮＢＥＲ）最为著名。这些研究机

构建立了许多总和时序数据，这就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了必要的经验证据。以马歇尔的学生庇

古（Ｐｉｇｏｕ，１９２９）为代表的对于总和时序数据的研究通常被视为古典式的宏观经济学。不过，

古典宏观经济学对于经济周期的解释并不令人信服，特别是在经历了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３年全球

·２·

①
②

若非特别指出，我们规定本书中的最优规划均存在内点解。

我们将在下文中探讨这些问题。



性的大萧条以后。直到凯恩斯的《通论》问世，宏观经济学方才真正成为经济学的独立分支。

虽然《通论》是对于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革命，但凯恩斯依然遵循着经济学的传

统方法，《通论》中几乎所有的结论都可以被归结为三个西尼尔式的“公理”的结果，这三个“公

理”分别是“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对资产未

来收益之预期”，“工资单位由劳资双方议价决定之”和“货币数量由中央银行决定之”。经过希

克斯（Ｈｉｃｋｓ，１９３７）等人提炼的ＩＳ－ＬＭ 模型可以令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当然，这里

的心理定律并不是心理研究的成果，它们来源于小心的理论分析和一定的经验证据。但特别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建立而言，经验证据显得尤其重要。例如在论证消费

并非利率的函数时，①凯恩斯给出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是“实际经验可以昭示我们：如果个人

之所得不变，则短期间利率之变动，大概不大会影响其消费量———除非利率之改变异常庞大”。

因此，许多人认为归纳法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主要方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既然人们的行为可以被归纳为若干个简单的方程，对方程作出估计并据此对宏观经济作

出预测也就成了一项自然的工作。以克莱因为首的计量经济学家的出色表现，使得这些方程

顿时成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依据，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长达２０年的繁荣

更令许多学者相信凯恩斯是２０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然而，那些对凯恩斯推崇备至的人们

大概不曾料到，正是因为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政策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中隐

含的严重缺陷方才逐渐显现出来。

１．３　宏观经济学的革命

大萧条以前，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很少实施干预政策。因此，凯恩斯在《通论》中虽然主

张进行干预，却没有充分考虑改变经济政策的影响。费尔普斯（Ｐｈｅｌｐｓ，１９６７）和弗里德曼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１９６８）率先指出，经济政策的变动很可能通过预期机制来影响经济政策的实施效

果，随之而来的以卢卡斯（Ｌｕｃａｓ，１９７２ａ；１９７２ｂ）、萨金特和华莱士（Ｓａｒ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ａｌｌａｃｅ，

１９７５）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则彻底动摇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地位。

从１９６０年代后期开始，频繁修改的宏观经济政策迫使行为人开始关注未来宏观经济政

策的变化，忽视对于预期机制进行严格讨论这一不足直接导致了１９７０年代凯恩斯宏观经

济学的没落。但是，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讲，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缺陷还在于缺乏坚

实的微观基础。为了更加清晰地论证这一点，让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依然遵循如
（１－１）所示的分析框架，所不同的是这里假设政府对行为人征收数量为Ｔ 的税收。因此，

（１－１）可以被改写为：

ｍａｘｕ（Ｃ）－ｖ（Ｌ）

ｓ．ｔ．Ｃ＝ｆ（Ｌ）－Ｔ
（１－２）

求解上述最优规划可以得到一个一阶条件：

ｕ′ｆ′＝ｖ′ （１－３）

·３·

① 读者将在本书的第二章中看到这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有别于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原因之一。



根据（１－２），劳动投入取决于税收Ｔ，这样的函数关系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消费、税收和劳动
供给关系的逻辑起点。由于我们也可以借助于类似的方法推导出《通论》中最关键的３条
心理定律①，批判《通论》缺乏微观基础似乎没有充足的理由。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旦行为
人的决策环境发生了变化，那些“公理”就可能不复存在。比如在Ｔ的变化过程中，行为人逐
渐认识到政府征收的是从价税（而非总额税），即有：

Ｔ＝τｆ（Ｌ） （１－４）

其中τ表示税率。这样，如（１－３）所示的一阶条件就将被改写为：

（１－τ）ｕ′ｆ′＝ｖ′ （１－５）

比较（１－３）和（１－５）可知，行为人信息集的改变会破坏劳动投入与税收之间稳定的函数关系。

这时，继续把（１－３）作为逻辑起点就会获得错误的结论，这也是理性预期学派批判凯恩斯宏观
经济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的基本原理，即“给定一个包含经济行为人的最优
决策规则的计量经济模型结构，以及这个最优决策规则随着与决策者相关的序列结构的改变
而发生系统的变化，那么任何政策的变化都将系统地改变计量经济模型的结构”（Ｌｕｃａｓ，

１９７６）。

由于凯恩斯没有采取类似于（１－２）的新古典研究范式，面对行为人决策环境的改变（这种
改变可以被归结为最优规划之约束条件的变化），《通论》逐渐失去了对于现实世界的解释力。

预期机制的形成是１９６０年代后期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决策环境变化的突出表现，在一些凯恩斯
式的总和方程上面附加预期因素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宏观经济学所面临的困境。我们已经看
到，这的确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进步”（Ｐｈｅｌｐｓ，１９６７）。由于附加预期因素的依据完全是
新古典式的，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因此也就被赋予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头衔。不过，如果把
如（１－１）或（１－２）所示的新古典研究范式的逻辑引向极致，就可能获得令人吃惊的结论。比如
引入资本项以后，可以把（１－１）扩展为一个动态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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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β∈ （０，１），表示行为人的主观贴现率；Ｃｔ，Ｌｔ，Ｉｔ和Ｋｔ分别表示第ｔ期的消费水平、劳
动投入、投资水平和资本存量。很显然，只要引入某种真实冲击（上述模型中不存在诸如货币
供给变化之类的名义冲击），如（１－６）所示的最优规划就可能生成经济周期，这种经济周期的主
要特征在于消费、投资、就业乃至产出的波动都是行为人对于真实冲击的最优反应，这就是以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考特（Ｋｙｄ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１９８２）等人为代表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
命题。如果说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的理论还留有凯恩斯主义的痕迹的话，上述命题可以被看

·４·

① 第一条心理定律的推导可以参见本书的第六章，第二条心理定律的推导可以参见本书第二章中的注释５，第三条心
理定律的推导则可以参见托宾（Ｔｏｂｉｎ，１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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