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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作者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为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
生讲授“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基础上形成的。
“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21世纪高等教育经济学科必修的核心课程。
该课程在内容上的要求是，向经济学科的本科高年级学生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
流派的理论、政策和思想，并加以适当的评论。
具体说来，就是较为全面地介绍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以及
这些流派间的相互联系、发展与变化的过程，并加以适当的评论。
“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应该是在学习“西方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之后的一门后续性课程
。
一方面，它与“西方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相衔接，在读者初步了解现代西方主
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之后，进一步向他们介绍西方经济学家们在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的不同见解而
形成的经济思想和理论流派的主要方面，从而克服在学习“西方经济学”时所可能产生的片面认识。
另一方面，它又与“外国经济学说史”相衔接，紧接其后向读者介绍西方经济思想和学说在20世纪30
年代之后的进一步发展。
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由于在20世纪，西方经济思想和学说与以前相比，其发展更为迅速，内容更
为庞杂，理论也更为深入，因而同样有必要从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历史联系上对其加以介绍，以使
读者的相关知识在体系上更为完整，同时也大致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一些有关的前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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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思潮及流派》是介绍和评论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的著作，是普通高等
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思潮及流派》集知识性、学术性与通俗性于一体，既反映了北京大学在这方面
的已有学术水平，也注意吸收了西方近年来有关理论的最新成果。
《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思潮及流派》较为全面地介绍了20世纪初以来直到当前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的
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以及这些流派的相互联系。
发展与变化的过程，并加以适当的评论。
《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思潮及流派》最显著的特征是，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思潮和流派结合起来
加以介绍和评论，使读者既能够把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思潮，也能够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
与各种经济思潮的关系，从而更好地认识和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全貌。
概括地讲，《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思潮及流派》主要介绍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西方主流经
济学中国家干预主义思潮下各主要经济学流派的理论、政策主张、研究方法和各流派间的联系与发展
；（2）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经济自由主义思潮下各主要经济学流派的理论、政策主张、研究方法和各
流派间的联系与发展；（3）在上述两大经济思潮之外，或者处于两大经济思潮之间、但倾向并不十
分明显的其他相对独立的或非主流的重要的经济学流派（或经济学家）的理论、政策主张、研究方法
以及它们与其他流派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通过对本书的学习，读者可以在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如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有
一定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自己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了解，从而在更广阔和更深入的层次上，准
确地认识和把握现代西方经济学关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观点和政策。
　　《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思潮及流派》适合高等院校经济类专业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学习、使
用，也可以供有一定西方经济学基础知识的读者自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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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主张四、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联系”理论及其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改革主张五、格鲁奇的
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理论六、简要评论思考题本章参考文献第十八章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一、激进政治
经济学派的形成和主要代表人物二、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和“正统经济学”的对立三、激进政治经济学
派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四、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观点五、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关于
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六、简要评论思考题本章参考文献全书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思潮及流>>

章节摘录

六、简要评论（一）对新凯恩斯主义劳动市场理论的简评新凯恩斯主义的劳动市场理论，对工资粘性
和失业的原因作了探索性的研究，提出了有微观基础的劳动市场理论。
这比起原凯恩斯主义武断地认定工资刚性的理论要好一些。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新凯恩斯主义较好地解释了西欧国家20世纪80年代高工资和高失业率并存的现象
，给宏观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领域。
新凯恩斯主义者自己也认为，该理论不仅对宏观经济学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微观经济学的劳动市场理
论也是一种丰富和发展。
1．对“名义工资粘性理论”的简评新凯恩斯主义在“名义工资粘性理论”中引入了理性预期的概念
。
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凯恩斯主义的不足，但是，也引出了以下一些新的问题。
（1）“交错调整工资理论”方面的问题。
泰勒提出的“交错调整工资理论模型”，说明合同机制和预期机制的存在使工资有粘性，稳定工资的
政策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
西方经济学界对此的批评意见是：第一，交错调整工资和固定合同期的假设带有很大的任意性，与现
实不符。
因为各国的情况是不相同的。
第二，泰勒模型中代表期望效应的参数难以确定。
这个参数对未来的实际需求起作用，确定它不仅需要过去和现在的信息，而且要求名义需求、通货膨
胀维持在公众心理预期的轨道上。
这就需要对未来的变化有完全的信息。
但是，经济学家们往往做不到这点。
如果将泰勒的模型应用于实际，就需要“这个调整参数相对变小”，而这样一来，根据泰勒模型所确
定的“工资调整”可能太慢，慢到与工资调整的实际周期相脱离，使模型不能反映出现实工资运动的
过程，从而失去实际意义。
第三，泰勒模型中预期机制的作用实际上是跨时替代效应，会引起劳动供给线的移动。
但是，经验分析表明：这些跨时替代作用太小，以至不能产生所需要的影响力。
在工资合同中，跨时替代效应太小，预期机制实际上难以有效地发挥其作用。
此外，从微观经济学的观点和实证分析来看，泰勒模型的微观基础比较薄弱，参数估计困难。
交错合同形式的经济行为不能明确地从经济人行为最大化基础上推导出来。
特别是在市场失灵、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交错合同模型虽然能给出工资结构的信息，但这些信息是
不完全的、不明确的。
签约双方，特别是工人，无法从这些信息中辨识出有价值的信息去确定工资。
所以，在表现总工资的模型中，参数估计有困难，特别是与预期机制相关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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