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宏观经济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宏观经济学>>

13位ISBN编号：9787303140138

10位ISBN编号：7303140131

出版时间：2012-2

出版时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孔宪臣，何瑜　主编

页数：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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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宏观经济学>>

内容概要

　　宏观经济学是能够让许多人感到困惑的课程。
一位在读博士曾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模型有那么多脱离现实的假设，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它？
”老师们也会困惑：“为什么学生对这么有用的课程不感兴趣？
”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一本联系实际的教材作为老师与学生沟通的桥梁。
据我们在国外留学的经历，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学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篇幅用于联系实际，这与我国
目前的做法形成鲜明反差。
目前，宏观经济学的地位已经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人们已经承认西方经济学具有合理的内核，这些科学的方法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的问题。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宏观经济学》争取做出三个特色：（1）从始至终提供可供联系实际的数据
。
（2）以某些节专门讨论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
（3）在题库外单设联系我国经济的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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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95年修订后的工业总产值（新规定）包括三项内容：本期生产成品价值、对外加工费收入、在
制品半成品期末期初差额价值。
　　本期生产成品价值指企业本期生产并在报告期内不再进行加工，经检验、包装入库的全部工业成
品（半成品）价值合计，包括企业生产的自制设备及提供给本企业在建工程、其他非工业部门和福利
部门等单位使用的成品价值。
本期生产成品价值的计算方法是：自备原材料生产的产品的数量乘以本期不含增值税的产品实际销售
平均单价，加上会计核算中按成本价格转账的自制设备和自产自用的成品以及按成本价格计算生产成
品价值。
生产成品价值中不包括用订货者来料加工的成品（半成品）价值。
　　对外加工费收入指企业在报告期内完成的对外承接的工业品加工（包括用订货者来料加工产品）
的加工费收入和对外工业修理作业所取得的加工费收入。
对外加工费收入按不含增值税（销项税额）的价格计算，可根据会计“产品销售收入”科目的有关资
料取得。
　　对于本企业对内非工业部门提供的加工修理、设备安装的劳务收入，如果企业会计核算基础较好
，能取得这部分资料，而且这部分价值所占比重较大，应包括在对外加工费收入中。
　　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期末期初差额价值指企业报告期在制品期末减期初的差额价值，该指标一般可
以从会计核算资料中取得。
　　生产法工业增加值的计算方法为：　　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一工业中间投入+应交增值税　　
工业中间投入是指工业企业在生产活动中消耗的外购物质和对外支付的服务费用。
服务费用包括支付给物质生产部门（工农业、批发零售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的服务费用和支付
给非物质生产部门（如保险、金融、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医疗卫生、行政管理等）的服务费用。
工业中间投入的确定须遵循以下原则：必须从外部购入的并已计入工业总产出的产品和服务价值；必
须是本期投人生产、并一次性消耗掉（包括本期摊销的低值易耗品等）的产品和服务价值。
工业中间投入包括直接材料费用、制造费用中的工业中间投入、管理费用中的工业中间投入、销售费
用中的工业中间投入和利息支出五个部分。
　　新规定的工业总产值按不含增值税的价格计算，原规定则按含增值税的价格计算。
因此，在按新规定计算增加值时要加上增值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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