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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内容涵盖了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的理论、分歧和影响。
按照各个流派产生的先后次序，本书重点论述了6个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它们是经济学中的古典学
派、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供给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
近20年来，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3个西方经济学非主流学派&mdash;&mdash;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
学派（理论）和奥地利学派，也写入了本书。
这6个主流派和3个非主流派勾画出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主要图景。
　　《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从动态和立体的视角描述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的产生、发展
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分歧与联系），分析了这些流派的特色和对经济理论、经济实践的影响。
《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融入了作者自己的许多研究成果和独立见解。
本书不但可以丰富读者的经济学知识，提升经济理论水平，尤其是深化对宏观经济学的理解，而且可
以引导读者把握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走向。
　　《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主要是依据第一手资料写成的。
为了保证内容的真实性和观点的准确性，本书大量地使用引文，这些引文基本上都是来自英文原文和
原著。
　　《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主要是为我国高等学校经济学和管理学各专业硕士研究生编写的，
使用本书的读者最好是系统地学完了西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课程。
　　略过较深的理论和较难的数学内容，本书也适合于经济学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热爱经济学的人士使
用或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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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福前，安徽庐江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西方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两个
博士点博士生导师，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专家咨询组成员，国家民政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
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
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讲授西方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
、当代西方经济学前沿专题等课程，主要研究领域有宏观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新政治经济学、中
国经济问题和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
在《中国社会科学》、《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10多篇，出版个人专著4部，译著3部，主
持国家级科研项目4项（其中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各1项）。
2003年获高等学校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和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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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划分经济学流派的标准或依据二、如何区分西方经济学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三、西方经济学中
的自由派与保守派四、经济学主要流派的源流与发展五、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争论与分歧第
一章　古典经济学第一节　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特色第二节　就业与产量决定理论第三节　储蓄
、投资理论与萨伊定律第四节　货币数量论第五节　古典经济学宏观体系概要第二章　凯恩斯主义第
一节　凯恩斯&ldquo;革命&rdquo;的背景和过程第二节　凯恩斯&ldquo;革命&rdquo;的内容第三节　新
古典综合第四节　政策思路的演变第五节　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第三章　货币主义第一节　货币主义产
生的背景第二节　货币主义的理论假说第三节　货币主义的货币理论第四节　货币数量、价格、失业
与产量第五节　经济政策主张第六节　货币主义的观点概要 第七节　货币主义的影响第四章　 新古
典宏观经济第一节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概览第二节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第三节　宏观经济模型
第四节　货币的经济周期模型第五节　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第六节　政策无效性第七节　新古典宏观
经济学的影响与局限第五章　供给学派经济学第一节　供给学派概览第二节　税率、要素使用与产量
第三节　拉弗曲线第四节　政策主张第五节　里根经济学第六节　供给学派经济学的成败第六章　新
凯恩斯主义第一节　新凯恩斯主义概览第二节　粘性工资理论第三节　粘性价格理论第四节　信贷配
给理论第五节　新凯恩斯主义AD-AS模型第六节　经济周期理论第七节　经济政策思想第八节　对新
凯恩斯主义的简评第七章　新制度经济学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的思想渊源第二节　新制度经济学概
览第三节　企业理论第四节　产权理论第五节　新经济史学第六节　制度变迁理论第七节　对新制度
经济学的评论第八章　公共选择学派第一节　公共选择学派产生的背景和思想渊源第二节　公共选择
学派的特色第三节　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理论第四节　宪政经济学第五节　对公共选择学派的简评第
九章　奥地利学派第一节　主要代表人物特色第二节　奥地利学派的主要理论第三节　奥地利学派的
三次大辩论第四节　奥地利学派与其他新自由主义学派附录一　对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回顾与
展望附录二　IS&mdash;LM模型的发展附录三　论新自由主义（二篇）附录四　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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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政策思路的完善和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用相机决策的财政政策取
代凯恩斯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用补偿性的财政政策取代凯恩斯的赤字财政政策，进而又提出“充分
就业预算”政策　　相机决策的（discretionary）财政政策也叫积极的（active）财政政策，是指政府根
据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对经济未来走向的预测判断，在政府的财政支出和税收方面采取相应措施，逆转
经济的运行趋势，以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
这种政策的特点是“逆经济风向行事”：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政府在财政预算时紧缩开支
和提高税收；为了防止经济衰退和失业率提高，政府扩大开支和减税。
　　在美国，相机决策的财政政策的鼎盛时期是20世纪60年代。
1963年，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上升到5.5%，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高的失业水平。
托宾和时任肯尼迪政府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海勒主张通过减税（主要是削减个人所得税）来刺
激消费、复苏经济。
肯尼迪政府采纳了这个政策建议。
减税达到了预期的效果-1965年的失业率下降到4.4%，60年代其余年份的失业率均低于4%，1964年
到1966年，实际GDP以平均每年5.5%的比率高速增长。
　　20世纪50年代，汉森等人提出补偿性的财政政策主张。
这里的“补偿性财政”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用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或减少来补偿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
的减少或增加，其目的是为了克服经济的周期波动。
二是政府用经济繁荣年份的财政盈余来补偿经济萧条年份的财政赤字。
也就是说，财政预算不追求每个财政年度的收支平衡，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份可以有财政赤字，但是要
用繁荣年份的财政盈余来弥补以前的财政赤字，保证每一个经济周期的财政收支在总体上平衡。
现在所说的补偿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指后一层意思。
　　这种补偿性财政政策带有亚当·斯密的平衡预算的理财思路的烙印，它把后者的年度预算平衡扩
展为一个经济周期内的预算平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5年左右的时间里，美国的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推行的主要是这种补偿
性财政政策。
在这个期间，美国财政的盈余年份和赤字年份大体上各占一半。
　　1962年，时任肯尼迪政府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海勒提出，每年度的预算平衡甚至一个经济
周期的预算平衡都是不必要的，财政政策的目标应当是实现和保持充分就业。
于是又出现了“充分就业预算”和“充分就业赤字”的政府理财思路。
　　所谓充分就业预算是指经济在充分就业状态下运行，政府财政预算应该有的那种预算；所谓充分
就业赤字是指经济如果达到充分就业时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相抵后所出现的赤字。
所以充分就业赤字又叫“充分就业预算的赤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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