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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宏观经济力量对我们所有人的日常生活都发挥着影响。
通货膨胀率会影响到我们所支付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而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反过来又会影响到我们的
收入和储蓄的价值。
利率决定了借贷成本以及银行账户和债券的收益状况，而汇率则会影响到我们对外国产品的可控程度
以及我们所持有的境外资产的价值。
所有这些都仅仅代表了冰山一角。
无数的宏观经济变量——从失业到劳动生产率——在形成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环境的过程中都发挥着重
要作用。
对于大多数的企业管理者来说，对宏观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可以使其从供需两方面对市场条件有
一个比较全面、深人的掌握，也可以让他们更好地武装自己，以便对重大的宏观经济事件(例如本币的
突然贬值或联邦基金率的骤然上升)进行预测并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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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利率为什么下调？
通货膨胀为什么升温？
央行在想些什么？
对于一个身处企业、政府和非营利部门等领域的管理者而言，诸如此类的宏观经济问题绝不只是学术
问题。
从货币危机到泡沫破灭，全球经济充满了陷阱。
在这种环境下，对宏观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已经成为管理者的必修课。
    由哈佛商学院的戴维·A.莫斯教授所撰写的《七天读懂宏观经济》一书，是一本易于掌握的有关宏
观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基础读本。
它对于各种宏观经济现象之间的基本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帮助影响着全球经济进行了解释。
本书的核心是针对奠定了宏观经济基石的三个概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产出：如何去衡量一个国家
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GDP)？
为什么这个产出水平最终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货币：货币供给以及各种不同形式的货币“价格”——利率、汇率和价格水平是如何影响整个经济
环境的？
    预期：对于关键的宏观经济要素所作出的预期可有会以怎样的方式影响经济主体(从消费者到企业再
到政府)的决策。
    莫斯教授还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正是这些问题引发了当今有关经济政策的大辩论：美
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是否对其经济构成了威胁？
政府的赤字性支出能否有效地刺激经济发展？
股票和债券投资能否挽救社会保障？
    本书不是简单地提供解决方案，而是将处于这些问题核心地位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关系呈现出来。
它向人们展示了宏观经济现象是如何影响管理者每日所作决策的风险和收益的。
    本书共分七章。
我们相信，您只需每天抽出一小段时间仔细阅读并领会每一章的内容，七天之后就会发现，您已经站
在了一个全新的平台上去看待您周围的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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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戴维·A.莫斯 译者：郭劲光 注释 解说词：高静美戴维·A.莫斯是哈佛商学院的教授
。
他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1986年），在耶鲁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1992年）。
告别耶鲁之后，莫斯作为一名高级经济学家就职于Abt Associates公司——一家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的公共政策咨询公司。
1993年7月，他进入哈佛商学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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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有时候，一个国家可能希望将其产出与别国交换。
例如，美国可能希望用自己的商用飞机(如波音747)去交换日本的汽车(如本田或丰田)。
如果在交换的时候，美国飞机与日本汽车的价值恰好完全相等，那么两个国家的贸易收支账户都会处
于平衡的状态。
也就是说，在美国和日本两国国内，出口和进口都恰好相等。
这里有一个谜团就是，为什么任何一个国家都想实现贸易顺差，即与从国外收到的产出(表现为进口)
相比，希望出售更多的产出给外国人(表现为出口)？
为什么每个国家都希望给出更多而不是收到更多呢？
简单地说，答案就是目前处于贸易顺差的国家希望未来从贸易伙伴那里得到额外的产出。
这种跨时段的转移是通过国际借贷的过程而得到保证的。
当一个国家的出口多于进口时，它不可避免地会贷出同等数额的资金到国外，这部分资金允许外国人
购买其顺差部分的产出。
相反，当一个国家的进口多于出口时，它必须从国外借入资金以便购买多出的进口产出。
由于借款，它就必须在未来的某个时点归还这个差额——通常是附带利息的。
例如，如果美国即将从日本购入汽车而不出口任何产品，它就只能从日本借款来购买这些汽车。
这种借款行为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形式：美国人可以直接从日本银行贷款或者将股票、债券或其他有
价证券卖给日本人。
不管该笔借贷采取何种形式，其结果都是日本人持有股票或债券等形式的资产，从而在未来对美国的
产出拥有求偿权。
最终，当日本人决定出售他们所持有的美国股票或债券并用这笔收益去购买美国的飞机、电影和软件
时，两国间的贸易差额将会被抵消。
现在如果要求美国实现贸易顺差，就要把它的一部分产出运输到日本，从而强迫本国人消费少于本国
生产的产出。
同时，日本将会陷入贸易逆差，他们的消费将超过本国的产出(超出部分即来自美国)。
所有这种跨国交易都会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有所记录(见表1-1)。
当前交易(例如商品或劳务的进出口)被计入经常账户。
包括出售给外国人的股票和债券的收入在内的金融交易被计入金融账户(直到几年前还一直被称为资本
账户)。
经常账户的赤字一定会伴随着金融账户的资金流入(借款)，而经常账户的盈余则一定会伴随着金融账
户的资金流出(贷款)。
因此，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是完全相对应的，一方的赤字必然会伴随着另一方数额相等的盈余。
(有关如何解读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一些建议，请参见第6章。
)依据不同的情境，经常账户赤字既可能表明某种优势，也可能暗示着某种劣势，所以不一定要从负面
来对其进行解读。
在某些情况下，经常账户的赤字说明了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已经超出了自身的财富限制，其消费正在
不断提高，超出了本国可以承受的程度。
但是当一个国家为了提高国内的投资水平(进而提高其未来的产出水平)而从国外借入资金时，也会引
起经常账户的赤字。
因此，对于有贸易赤字的国家来说，关键问题是它们能否合理利用这笔额外的产出；而对于有盈余的
国家来说，能否让现在让渡给其他国家的这部分产出在未来收到好的回报才是问题的关键之处。
虽然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核算对你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它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复杂难懂。
事实上，通过与你自己的个人预算进行一个简单的类比，其基本问题应该就变成了一个交易清算的问
题。
你所创造出来的产出量，即个人的产出水平，就反映在你个人的收入上。
如果你被雇用，那么你就会根据你的贡献而得到工资或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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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拥有资本(例如银行账户、债券或股票)，你就会根据这些资本对产出的贡献而被支付利息或红
利。
如果你打算超额支出(即超出你的总收入限额去购物)，你就必须去借钱(至少从储蓄中提取资金)来补
偿这部分差额。
额外的花费可能被用于补偿增加了的消费(例如历时两周的欧洲游)或者一项有可能会提高你未来赢利
能力的个人投资计划(例如一项新增的教育投资或者创业尝试)。
无论这笔资金用于做什么，你要借入，就会有人贷出。
这就意味着，那个人生产的数量要超过他个人消费的数额(并且节省下这部分来借给你)。
将来某一天你要附加利息地偿还这笔债务。
当你还债的时候，你必须使得消费的数量少于你产出的数量(即消费低于收入本来允许的数额)，因为
你必须把收入的一部分以利息加本金的形式让渡给你的债权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情况基本相同。
如果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例如由于进口多于出口)，那么它正在消费的产出量要多于它所生产的
产出量，并且它要从国外借入这个差额，这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金融账户中被登记为盈余(资金流入)
。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和个人一样，关键的问题是，消费和投资的长期限制是它所能够创造出来的产出
量。
一个国家，如同一个人一样，在短期内消费的数量可以超过其所生产的产出量(通过借款来支付差额)
，但是从长期来看，这样是行不通的。
一国的产出(它的GDP)因此就代表着它最终的预算限制，这就是为什么国民产出这个概念在宏观经济
学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原因之所在。
(关于产出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参见“比较优势理论简介”。
)比较优势理论简介比较优势理论是整个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由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
图(DavidRicardo)于1817年首次提出。
为了说服英国的立法者放弃贸易保护政策，李嘉图开始着手证明贸易具有增加世界总产出从而提高消
费和生活水平的非凡能力。
基于一个仅包括两个国家和两种产品的简单模型，他证明了如果每个国家——即便是在两种产品上都
具有绝对生产优势的国家——专门从事自己相对最为擅长的行业，然后通过贸易来获取所需要的所有
其他产品，会获得很大的好处。
在他那个至今仍颇为著名的模型中，李嘉图假设葡萄牙在生产酒和毛呢两种产品时都比英国具有更高
的生产率。
具体来说，他假设葡萄牙一年中生产一定数量的酒(比如说8000加仑)只需要80人，而英国则需要120人
；与此相类似，葡萄牙生产一定数量的毛呢(假设是9000码)只需要90人，而英国则需要100人。
换句话说，葡萄牙每个工人每年的生产率是100加仑酒或100码毛呢，而英国每个工人每年的生产率只
有66.67加仑酒和90码毛呢。
既然葡萄牙在两个行业都具有绝对优势，为什么葡萄牙人还要从英国购买酒或者毛呢呢？
李嘉图给出的答案令人惊讶不已，他认为只要两国都专注于自己相对最为擅长的行业进行生产，那么
它们都会从国际贸易中受益。
在李嘉图的例子中，虽然葡萄牙在生产酒和毛呢两个行业都比英国更具优势，但它在酿酒方面的优势
更大。
因此，葡萄牙在酿酒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相反，英国在毛呢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李嘉图得出结论说，如果两国都能遵循比较优势原则——葡萄牙只生产酒而英国只生产毛呢——然后
两国都致力于贸易活动，那么它们将会比在完全依靠自己来生产两种产品的情形下消费更多的酒和更
多的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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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任何一个关注当前对宏观经济状况的辩论的人都需要对六个基本的概念、如何去衡量这此概念以及如
何将这些概念串联起来等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戴维·莫斯的这本简明、通俗的著作恰恰可以为我们提供这些东西。
本书并没有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但却告诉了你怎样思考应该什么这一问题。
　　——麻省理工学院资深荣誉退休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罗伯特·索洛一本深入浅出的宏观经济
学简明读本。
真的太棒了！
　　——哈佛商学院教授理 查德·维特尔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教学成果。
本书将内容聚焦于对理解商业环境至关重要的宏观经济学，写作手法清楚、明晰，这使得它成为一部
可供商学院学生和经理人员参阅的理想教科书。
　　——哈佛商学院教授 朱利奥·罗滕伯格因为买了本《次货飓风的未解之谜》看不懂，所以买了这
本书——为了型懂里面的许多术语。
这本书虽然是外国人写的，但是语言还是比较好懂的。
感觉像一本笔记：书的作者向你刀刀道来，举的例子也是容易懂的。
这本书昌弄懂宏观经济学的一本佳作！
所以我极力推荐！
回家以后好好研究一下。
拿出笔记本来，像回到大学时代一样，做个好学生！
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本书就是那种能够激发你的兴趣的好书！
　　——当当网友 dragon45(青岛)我是学经济专业的，上学时觉得宏观经济学很难，那本大厚书太晦
涩了。
看了这本书之后就发现原来的教科书太低劣了，不是我悟性差，根本就是教科书的写作思路有问题。
我建议用这本书作为高校非经济学专业教科书，当然本书也可以作为企业培训之用：简明、易懂，让
人茅塞顿开。
吐血推荐！
　　——当当网友 旋开旋谢(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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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七天读懂宏观经济(哈佛经管图书简体中文版)》：通货膨胀加剧、存款准备金提高、本币升值⋯⋯
你能理解这些时常见诸报端的经济术语的具体含义吗？
哈佛商学院教授教你在最短的时间内理解宏观经济词汇，把握宏观经济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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