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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后的宣言译丛包括现代混合经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货币与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失业与通
货膨胀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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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的创始人。
他的许多著作使他在年轻时就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他于1970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美国第一个获得此项大奖的经济学家。
萨缪尔森教授曾长期为美国《新闻周刊》的经济学栏目撰稿，曾担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经济顾问
，属于那种能够同普通民众进行交流和沟通的为数极少的科学家之一。
萨缪尔森常出席国会听证，并为联邦储备、财政部、许多私人机构和非营利机构担任咨询专家。
除了在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工作和经常打网球之外，萨缪尔森教授还是纽约大学的客座教授。
他的６个孩子（包括一次三胞胎）为萨缪尔森家族衍续了15
个子孙。

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美国杰出经济学家之一，出生于新墨西哥州的阿尔布开克。
本科就读于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
现任耶鲁大学斯特林经济学教授，考尔斯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理事，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
。
诺德豪斯的经济学研究范围很宽，包括环境、能源、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以及利润和生产率的增长
趋势。
此外，对经济政策研究非常感兴趣。
1977~1979
年是卡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曾多次出席政府顾问委员会的会议，不时为《纽约图书评论》
和其他报刊撰文。
在耶鲁大学他主讲经济学原理课程。
诺德豪斯教授与妻子芭芭拉居住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
教学写作之余，他喜欢音乐、旅游、滑雪，和家人在一起。

　　译者简介
　　萧琛，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78~1985 年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获学士和硕士；1987~1989
年获世界银行全额奖学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系攻读博士课程，曾应聘任世界银行顾问
（consultant）；1991
年回母校任教，1992~2004
年初担任国际经济系主任；现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学术秘书、《北京大学学报》编委会主任助理
、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交流中心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转轨经济教育顾问。
讲授《世界经济》、《美国经济》、《公共部门经济学》、《市场企业和产业组织》等课程。
曾参译《国外经济学论文选》和《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曾主译《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和萨缪
尔森第16、17、18
版《经济学》。
著有《美国微观经济运行机制》、《全球网络经济》、《信息网络经济的管理与调控》、《世界经济
转型与中国》、《“新经济”求索与应对》、《论中国经济改革》、《效率、公平与深化改革开放》
、《财税政策模型与数据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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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个折衷主义者的宣言　
1　导　言　
　撞钟为谁　
　稀缺与效率：经济学的双重主题　
　稀缺与效率　
　经济学的逻辑　
　热切的心情，冷静的头脑　
2　市场经济、指令经济和混合经济　
　什么、如何、为谁　
　市场经济、指令经济和混合经济　
3　生产可能性边界　
　投入和产出　
　生产可能性边界　
　机会成本　
　效　率　
4　市场机制　
　不是混乱而是经济秩序　
　市场如何解决三大经济问题　
　二元君主　
　价格和市场的图示　
　看不见的手　
5　贸易、货币和资本　
　贸易、专业化和劳动分工　
　货币：交换的润滑剂　
　资　本　
　资本和私有财产　
6　政府——看得见的手　
　效　率　
　不完全竞争　
　外部性　
　公共品　
　公　平　
　宏观经济的增长与稳定　
　福利国家的崛起　
　保守主义者的诘难　
　货币主义的衰落　
　当今的混合经济　
7　政府对经济的控制　
　政府的政策工具　
　政府管制的发展　
　政府的职能　
　提高经济效率　
　减少经济不公平　
　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经济　
　执行国际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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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选择理论　
8　效率与公平　
　不公平的根源　
　收入和财富的分布　
　如何衡量各收入阶层之间的不公平　
　财富的分布　
　国家间的不公平　
　美国的贫困问题　
　谁是穷人　
　谁是富人　
　不公平趋势　
9　反贫困政策　
　福利国家的兴起　
　再分配的代价　
　再分配成本的图解　
　漏洞有多大　
　漏泄的加总　
　反贫困政策：计划和批评　
　收入保障计划　
　穷人的激励问题　
　福利改革之战　
　两种贫困观　
　美国现行的收入补助计划　
　1996 年美国福利改革　
　新世纪初期的经济政策　
10　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　
　各种“主义”的盛宴　
　两难困境的核心：市场还是指令　
　亚洲模式　
　亚洲“龙”　
　中国的崛起　
　社会主义模式　
　失败了的模式：中央计划经济　
　马克思的预言　
　从书本到策略：苏式指令经济　
　从马克思到市场　
结束警语：谨慎乐观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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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当一个经济体无法在不减少一种产品产量的前提下生产出更多的另一种产品时，即当
选择点处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时候，我们就说此时是有效率的生产。
让我们看一看为什么有效率的生产必然位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上。
我们从图3—1中的D点所示的位置开始分析。
假设市场需要增加100万磅黄油，如果我们不考虑PPF所示的约束。
我们也许就会认为在不减少大炮产量的情况下，有可能生产出更多的黄油，比如，通过移动到／点，
即D点的正右方。
但是，／点处于边界之外的“不可能”区域。
从D点出发，在不放弃一些大炮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得到更多的黄油。
因此，D点是有效率的生产点，而厂点则是不可能达到的点。
运用户PPF，我们能够说明生产效率的一种更深刻的意义：位于PPF之上：意味着生产更多数量的某种
物品必然要求放弃一定数量的其他物品。
当我们生产更多的大炮时，我们就用大炮替代了黄油。
在充分就业的经济中，替代是一种基本的生活法则，生产可能性边界则表示社会为人们提供的各种选
择。
商来周期和环境恶化所产生的浪费总是有很多理由，让经济遭受资源无效率利用之苦。
当经济中还存在着未利用的资源时，该经济体决不可能位于其生产可能性边界之上，而只能是处于其
边界之內的某个位置。
在图3—1中，U点代表PPF之内的某一点；在U点，社会仅仅生产了2单位的黄油和6单位的大炮，一些
资源没有得到利用。
而若将这些资源投入使用。
则我们就能得到更多的黄油和更多的大炮。
于是整个经济可以从U点移至D点，从而生产出更多的黄油和更多的大炮，并提高该经济体的效率。
我们能够在保持大炮产量的同时，得到更多的黄油。
历史上，经济危机是产生非效率的根源之一。
192％1933年大萧条期间，美国的总产出几乎下降了25％。
经济体并未遭受由于技术性遗忘而产生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内移动，而是因为各种不利因素压低了总
支出的水平，从而使经济下移到其PPF之內。
十年后，二战军费支出扩大了需求，因此产出迅速增加，经济被拉回了生产可能性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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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对提升经济理论科学分析水平的贡献上，萨缪尔森超过了当代任何一位经济学家。
　　——瑞典皇家科学院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辞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纽约时报》现代经济学之父。
　　——著名经济史学家Randall E Parker20世纪后半叶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中最后一
位通才.对贸易理论、宏观经济学、公共金融以及消费行为等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经济学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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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萨缪尔森谈效率、公平与混合经济》是最后的宣言译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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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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