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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淳

坚持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正确方向

一一评杨君昌的«微观宏观经济学〉〉

上海财经大学财政学博士、 杨君昌副教授编著
的《微观宏观经济学〉〉 一 书， 最近巳由立信会计图
书用品社正式出版（责任编辑｀赵宏裔）。 这是一

本以论述西方经济学为基本内容的学术专著。 全书
计三十九万五千余字， 共分二十八音。 本书前半部
分论述了微观经济学， 主要内容是效用理论、 需求
和供应分析、 弹性理论、 生产和成本行为、 利润理
论、 市场类型与企业行为分析、 定价原则、 商品的
外部性理论、 资瓶投入利用研究、 利息和地租等。
该书后半部分论述了宏观经济学， 主要内容是国民
收入、 国民经济均衡、 国民消费与储蓄、 乘数原
理、 投资理论、 财政政策研究、 货币理论、 银行体
系和金融政策研究、 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均衡理
论、 通货膨胀理论、 国际贸易、 国际金融、 经济增

长理论、 社会福利研究等。 全书内容较为丰宫， 切
合实际， 层次清晰， 行文流畅， 将微观经济学与宏
观经济学紧密地、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不失为 一本
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佳作。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刘
洁敖教授在本书 “ 序言 ” 中指出的， 这本书是作者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析导下认真研究西方经济学
的一 份结晶。

大家知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内容足十分广网
和浩繁的， 它是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和20世纪30
年代凯恩斯革命以后的综合性产物。 对西方经济学
的研究， 是一 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因此， 这一类读
物， 往往会出现冗长的文字和篇幅， 面面俱到， 读
者则不能得其要领。 而本书却能细细论述， 层层分
析， 侃侃而谈， 使读者阅后犹如登堂入室， 有深入
浅出的效果。 这里也就显示出本书的明显特色。

联系实际是本书的又 一特色。 «微观宏观经济
学〉〉 一 书首要的 一个特色是作者在论述微观宏观经
济学原理和深入研究微观宏观经济学理论时， 始终
坚待密切联系我国经济改革的实际， 发扬了我们党
长期以来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正如作者在
本书 “导论 ” 中明确指出的， “对微观经济学
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有助千我们对现实经济问题

的思考 ” 。 我国正在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事
业。 过去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显然不能适应社会主
义经济的发展。 因此， 我们必须探究和建立能迅速
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经济体制， 寻求和明确
经济改革的具体方向。 研究微观宏观经济学也正有
助千此。 作者在全书撰写过程中， 始终贯穿了上述
菩述宗旨和写作意图， 故而形成了明显的主要特
色。 比如， 本书在论述 “投资的效率” 时，联系我
因的实际， 分析了 “ 投资不足 ” 与 “ 投资饥饿 ” 这
两种表现， 认为应当从企业机制上找出根本原因。
又如， 在研究 “ 因际金跺 ” 这个课题时， 密切地联
系了我国的金融改革、 外汇管理等工作的实践， 从
理论上进行了探讨。 再如在阐明有关 “ 增长理论 ”

的种种问题时（诸如经济增长有无规律可循， 经济
增长率以多大为宜等）， 本书联系了我国经济工作
的经捡和教训，给人以浣刻的启示。 特别应当提出
的是， 本书中有些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精辟主张，
现在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巳将予以实行＃例如第十五
章 “ 国民收入 “ 中， 作者论述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
休系的改革， 认为如果实行 “ 因民收入帐户 ” 核算
休系， 可以克服我用国民经济核贷休制上的难点，
而且是 一项 “只有利没有弊的改革 ” 。 这将有利
于国际间的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指标比较，有利千
真实反映社会财富的增长和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
有利于杜绝产值统计的虚假现象。 据悉， 以上这个
核算休系， 我国已将实行。 为此，作者感到欣然 。

本书的另 一个特色是导向明确。 众所周知， 西
方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部分和宏观经济学部
分）， 其中某些学说和理论， 是存在错误和槽粕内
容的， 或者说是肘俗的。 但是， 毋府讳言， 其中有
些学说和理论则也反映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对客观
经济现实作了科学的说明， 进行了有学术价值的论
述。 诚然， 这些部分是我们应当好好研究和给以肯
定的。 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运用的有关科学分析
方法， 他们所研究和论证的许多惯念、 学说和见
解， 其中有不少地方， 我们是可以作为借鉴、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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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会考的。 这里， 关键是进行导向。 而本书的一大
特色， 就是作者若力千导向。 这样， 本书就决不是
停留在对于西方微观纾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一般表
述和介绍， 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 对西方
经济学进行了科学的、 细致的、 正确的分析， 从而
引导读者怎祥运用西方经济学中我们可资借鉴的理
论和方法， 去研究我因礼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微观经
济和宏观经济问题。 于是， 就有了一个正确的导
向， 显然这是至关节要的。 比如， 木书在怎样石彷
西方经济学问题上， 明确地指出， 西方经济学从
总体上说是反映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 但咨本主义
经济是商品经济， 西方经济学巾不乏反映商品经济
客观规律的具体内容。 西方经济学中的大盎论述反
映了 一般生产原则， 就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言， 反
映了不同社会形态的共性问题。 因此， 我们要建立
一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效果理论， 就
要参照现有的西方经济理论。 而杨著«微观宏观经
济学〉〉 一 书， 正是在这个重要问题上作了有益的也
是必要的尝试。 应当说， 这个尝试是有价值的， 取
得了相当成功的。 我们认为，作者的这种学术研究
态度是严肃的、 认真的。 对于西方经济学中能为我
所用的理论， 应采取这种科学态度。

综观全书， 学术气息很浓。 书中关于参数效用
分析和序数效用分析， 关千弹性理论中的价格弹
性、 收入弹性和交叉弹性， 关于生产函数的概念和
资源投入最佳组合， 关千成本控制原理与利润原
理， 关于企业定价理论中的定价方法、 转让定价和
高峰负荷定价， 关于乘数原理方面的效应、作用机
制与外购乘数， 关千投资的效率与加速原理， 关于
国民收入、 财政政策、 金融政策和国际贸易原理等

的研究， 以室关丁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的均衡理论
方面的LM曲线和IS曲线研究， 以及通货膨胀原因
的再分析， 等究， 都是学术性相当强的、 有精彩论
述的篇章， 谀后给人以较多的启迪。 而且应当说，
本书作者在论述时， 已经给怢者留下了探入思索的
余地， 这是很可贵的。 比如， 书中关丁增长理论的
分析和研究， 作者介绍了哈罗t严和多马的经济娟长
模型， 还介绍了 “新古典 ” 的培长理论， 同时还论
述了增长极限论， 分析了指数增长的f开们对洘们忤
长的极限。 其学术内容可谓很是周详。 然而， 作者
也指出， 增长理论之所以被提出， 就是因为人们常
常受这些问题的困扰。 唯其如此， 我们对这些课题
必须作长期的深入的探究。 再如增长极限论，有人
认为它是新马尔萨评主义， 对人类发展的前景估计
得过千悲观。 而本书作者认为它也有助］人们对经
济增长的全而认识， 提醇人们不盲目追求速度， ＇艰
合理而节约地仗用桸诀资源， 应晋保护生态环境，
节制人口过度增长， 尽可能减少污染， 大力发展科
技等等。 因此， 本书作者的观点见， 从这个角度
看， 增长极限论还是有积极总义的。 类似门上的学
术性探索， 在本书中是 “一 以贯之 ” 的。

“立信 ” 事业的老前辈、 茩名会计学家李鸿寿
教授在本书出版门后， 曾特地打电话给立信会计图
书用品社编辑部。 尸老说： “你们出版了 一 乍好
书，我感到高兴！ ” 谚语云： “ 功夫不负有心人。”
（（微观宏观经济学〉〉 一 书的马作， 历时多年， 潜心

研究， 反复探索， 终千完成了 一 部独树一 帜的研究
酉方经济学的佳作。 我们期待若作者在西方经济学
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如何i一步京切联系我国经
济建设实际方面， 有新（彴叮 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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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8页）价分析体系的完整性、 科学性， 也利于进行国际性的比较。
然而， 从发展的角度而言， 笔者建议可在现有指数的基础上向以下两个方面发展： I. 

可以把股价指数的编制从证券交易所的业务中独立出来， 由非证券交易机构来编制和发布。
综观各国许多著名的股价指数， 大多有各种研究机构和公司编制的， 如道·琼斯指数、普尔
指数、 恒生指数等等。 把股价指数从我国现有的证券交易所的业务中分离出来有两个好处＄
其一是可以保证股价指数的公正性和准确性，其二是证券交易所实为证券交易的场所， 业务
不宜扩大， 把编制指数的任务分离出来可使交易所的精力更多地集中到交易的业务上去。
2. 有必要在现有指数的基础上， 根据 一定原则、 采用上市公司分层抽取样本股的方法再编
制一个新的股价指数， 而这种编制的条件正在形成。 目前我国的新股正在不断地上市， 这样
可使目前的全面计算转到将来的有目的、 有计划地选择较好的上市公司作为成分股计算。 从
代表性和敏感性要求看， 只有推选出较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作为采样股， 才能编制出较好的
股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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