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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介绍了国际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问题，共分四个部分。
第1部分是国际宏观经济学导论，概括地描绘了全球的外汇交易、金融全球化和政府在国际宏观经济
中的所作所为，提供了相关的历史例子，使学生对国际宏观经济学有一个感性认识。
第2部分是汇率，依次介绍了汇率与外汇市场、长期和短期的汇率决定理论。
第3部分是国际收支，依次介绍了国民账户和国际收支账户的核算。
第4部分是应用与政策问题，分别介绍了国际货币经验、汇率危机、欧元以及国际宏观经济学专题。
全书脉络清晰，循序渐进，充分展现了国际宏观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其实践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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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的两位作者是当今国际经济学界的“Boss”级人物，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方面颇有建
树。
芬斯特拉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NBER国际贸易与投资项目主任。
泰勒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全球经济演化研究中心主任。
芬斯特拉于1981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泰勒于1992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他们都出版了国际经济学的研究生教材：芬斯特拉著有《高级国际贸易学》，泰勒与人合著有《全球
资本市场：一体化、危机和增长》。
最近，芬斯特拉于2006年荣获世界经济研究所的Bernhard
Harms奖，泰勒于2004年荣获古根海姆学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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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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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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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次世界大战扰乱了这一趋势。
交战国双方都需要财政支持。
通货膨胀税被大量使用，意味着放弃了金本位。
另外，战争在欧洲打起（之后是在美国），大部分全球贸易都受到影响：交战国双方几乎没有贸易往
来，交战国和中立国之间的贸易减少了50%。
这个影响持续到战争结束，20世纪20年代的保护主义（更高的关税和配额）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局势。
到20世纪30年代，世界贸易下降到1914年一半的水平。
这些都意味着基于贸易利得的采用固定汇率的理由被削弱了。
②　　然后，从1929年开始，大萧条摧毁了与黄金挂钩的稳定观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波动比1914年前的更加严重，大大提高了固定汇率制的成本。
此外，从政治上说，这些成本不能被忽视。
劳动力流动性的加大和左倾政治党派开始在国会中发挥作用，使实行固定汇率制的不稳定成本加大。
③　　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
伴随着大萧条的是严重的通货紧缩，因此，如果与货币挂钩的黄金增加缓慢，继续实行金本位制可能
会加剧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与黄金不足有关，因此它削弱了黄金作为名义锚的作用。
④20世纪20年代，很多国家采取了以邻为壑的政策，选择在更低的水平与黄金重新挂钩，最后导致更
严重的贬值。
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由于商品市场落后，很多国家在1929年前处于衰退，因此它们又有一个理由
去实行贬值（正如1929年初有些国家的做法一样）。
战争还使黄金储备分布高度不对称，有些国家几乎没有储备来支持固定汇率；现在很多国家采用主要
货币作为储备，但是这些储备的价值建立在大家都承诺金本位的基础上，而这一承诺是越来越值得怀
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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