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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进展和趋势

张曙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摘 要：在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中，宏观经济理论的讨论和分析是一个相当活跃而又成果甚丰的领

域。 它不仅随着中国经济的波动起伏而展开和深入，而且伴随着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而发生理论范式的转换。

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 10 年来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总量态势和周期特征、通货膨胀与紧缩、金融风险

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讨论进行简单的评述，并对宏观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博弈论方法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应用的

相关问题提出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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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由于经济形势变化的实际需要，宏观经济分析成为中国经济研究的一个热门话
题，为了使读者对宏观经济问题的讨论能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笔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
是近 10 年来的宏观经济理论讨论作一个简单的评述。

一、一个简要的回顾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宏观经济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范式的转换方面。 在传统社会主义
经济学的范式中，宏观经济问题是作为社会再生产理论和综合平衡理论讨论的，很多重要的宏观
经济现象，如经济周期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失业问题等，都不可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1984 年，

中共中央《关千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开始了市场取
向的中国改革之路，中国经济处千战略转型、体制转轨和结构转换之中。 1984 年第 4 季度，中国
出现新一轮的经济过热和宏观失控，再一次把总量关系和宏观问题尖锐地提到人们的面前。 由
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局限于抽象层次和本质关系，无法对总量关系和宏观经济运行作出具体

的说明，而综合平衡理论仅仅是一种计划理论，解决不了转轨条件下宏观经济的运行和调节问

题，于是，从对传统理论的反思开始，立足千从农轻重关系分析到国民经济结构研究的转变（其代

表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一些文章们，一部分中青年经济学家开始了宏观经济基本理论
和方法的研究。 1986 年，第一部试图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专著
《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 问世。 1987 年，《经济研究》杂志编辑部召开了＂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基

本理论和方法问题“座谈会气第二年又与《中青年经济论坛》编辑部联合召开了＂宏观经济理论
研讨会”见形成了宏观经济理论讨论的第一个高潮，推动了理论的探索和创造，一批宏观经济学
的教科书和专著相继问世。 其中，樊纲、张曙光主笔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气 1990) 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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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版，标志着理论范式转换的完成。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一转换的过程和机理，对于宏观经济学
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经济的市场化和开放

度有了很大提高，经济运行的环境和态势也有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经过 20 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中国基本上告别了长期的短缺经济，出现了相对过剩，90 年代初曾经发生过经济过热和严重的

通货膨胀，而在成功地实现了
“

软着陆”以后，90 年代末又跌入了通货紧缩之中。在这种情况下，

宏观经济的走势分析和政策选择不仅是政府关注的中心，也是企业关注的焦点；不仅是国内人士
讨论的重要问题，也是国外人士重视的对象。于是，围绕着宏观经济的形势分析和对策研究，形

成了各种各样的研究小组和论坛，发表了各种各样的宏观经济分析报告。举其要者有，中国社会

科学院经济学科片
“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及其《经济蓝皮书》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宏观课题组和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合作举办的＂宏观中国论坛 ”及其系列分析报告气北京
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及其论文气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中国宏
观经济分析》及其召开的宏观经济讨论会气国家信息中心举办的

“

50 人论坛”等。2001 年 8 月，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与《财经时报》联合举办了中国宏观经济的第一次网上讨论。所有这

些研究报告和论坛讨论，除个别比较重视理论分析以外，大都是形势讨论，理论上的进展散见于
这些讨论之中。在这个时期出版的宏观经济理论著作中，陈学彬教授的《宏观金融博弈分析》气

也许是有较大学术价值的一部。

二、讨论的主要问题及其进展

在近 10 年中，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围绕着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讨论，涉及的问题很多，我们
只能列举争论较大和有进展的几个方面，作一简要的评述。

（一）关于总量态势和周期特征问题
如何看待宏观经济运行的总量态势，是各个时期宏观经济讨论最热烈的一个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初及其以前，讨论最热烈的是短缺问题，面对《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提出的
＂短缺的

需求决定论”@，胡汝银提出了
＂
短缺的供给决定论 ”气张军认为二论均缺乏制度分析，进而提出

消费品短缺是投资紧张的代价，是个供给问题，与消费需求无关气其实，这里的分歧不是有没
有制度分析，而是分析逻辑的差异，关键是张军的制度分析缺乏行为过程。经过 20 年的改革和
发展，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制度背景发生了变化，经济总量态势也与以前不同，开始扭转了传统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长期短缺局面，出现了生产过剩。刘国光用从

“
卖方市场”和“供给导向型“经

济来概括和分析这一变化＠；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则认为，改革所导致的资

源技术条件和组织制度因素的变化，一方面提高了经济生产力和潜在总供给，缩小了其与实际总
供给的差距，另一方面改变了总需求决定的基础，使总供求关系和经济周期的性质与计划周期不
同，而是具有了市场商业周期的某些特征气笔者以为，后一分析更符合现代经济学的规范，也
更有说服力。

（二）关于通货膨胀问题
对通货膨胀问题的讨论有两个高潮，对应着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两次严重的通货

膨胀，讨论的问题也相当广泛。包括通货膨胀的定义、类型、测度、成因、机理、效应和通货膨胀预

期等。值得重视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关于结构性通货膨胀。李晓西的分析既遵循了现代经济学关于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基本

假说，即鲍莫尔模型和奥里维拉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型关于不同部门具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增长
率和一致的工资增长率，又突现了中国的特点，即由于国有企业的“资金陷阱“和向非国有企业的

收入攀比，造成了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差异和工资增长率趋近，构成了体制转轨时期中国
结构性通货膨胀的主体部分气这一分析不仅说明了中国通货膨胀的体制性结构特征，而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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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方法论意义，说明理论研究必须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这样才有知识的积累和进步。

二是对通货膨胀预期的研究。 自从理论预期假说出现以后，很快就受到理论界的关注，卢卡

斯© 将其运用于宏观经济分析，建立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理性预期的分析方法，得到

了广泛的传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界在引进、介绍、学习和研究现代经济学中，预期理

论一直无人注意。1988 年发生的提款、挤兑、抢购风潮和高通货膨胀，一下子把预期问题提到了

经济学家的面前。1991 年，李拉亚出版了《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气提出了一种粘性预期理论，

建立一种双粘模型，标志着预期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薛万祥 (1995) ＠ 认为，目前中国

公众的预期是介于适应性预期(Aa)和理性预期(E)之间的准理性预期(Pa)。其表达式为：Pa =

qAa+Cl-q)E。理性预期理论只考虑到公众预期及其影响，而没有考虑政府预期的影响，当二

者都存在时，其博弈就会对经济福利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宏观政策）不在于按一

定的规则行事，而在于政府要建立信誉。这样，就在信息非对称和相互博弈的基础上，推进了预

期理论的研究。这一点与 1990 年代在发达国家出现的
“

反通货膨胀目标制
”

在思路上是相契合

的。贺力平著文Q介绍和分析了这一新的理论发展，说明国内研究对国际理论发展动态的重视。

三是关于通货膨胀效应。1980 年代末的研究集中于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效应，争论的焦点

是要不要实行通货膨胀政策，90 年代的讨论则集中于通货膨胀的替换作用和菲利普斯曲线的真

实性问题。左大培一方面系统回顾和分析了西方经济学中关于通货膨胀替换作用的争论，从菲

利普斯的发现气名义工资率与失业率的负相关），到萨谬尔森和索洛的改造＠ （把货币工资增长

率和失业率之间的替换关系改为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再到借助于
“

奥肯法

则
“
，变成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替换关系，最后是弗里德曼＠和卢卡斯＠依据

“
自然率假说

“

和概率论方法以及预期的作用，否定了在长期中存在菲利普斯曲线表示的通货膨胀的替换作用；

另 一方面实证地分析了中国通货膨胀与失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的

中国，物价水平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会提高 0.42 个百分点，下一年的经济增长

率会下降 o. 57 个百分点气与此不同，陈学彬利用改革以来 GDP 增长率和 GDP 缩减指数数据

进行实证检验，认为改革以来我国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十分显著气中国（深圳）开发研究院以菲利

普斯曲线的存在为前提，并利用扩展的菲利普斯模型，对中国的综合性通货膨胀的成因进行理论

解释，认为中国 1993 — 1994 年的高通胀是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从

总体趋势来看，供给推动成为主要因素气笔者认为，运用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弄清它的来龙去

脉、前提假定和存在条件，切不可随手拿来，随意使用。在这一点上，左大培的态度值得学习。而

认真地进行经验检验，更是应当大力提倡和努力推进的。至于在实证分析上出现的差异，应从其

前提和数据等方面检查，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三）关于通货紧缩问题

1996 年中国的经济运行基本上实现了
“

软着陆
＇
＼紧接着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又陷入了

通货紧缩。于是，理论界展开了对通货紧缩的讨论和研究，从需求方面到供给方面，从微观机理

分析到宏观政策调整，乃至通货膨胀的国际比较和外部冲击，都有所涉及。大致形成如下的

分野。

樊纲教授＠对通货紧缩的分析角度是从需求出发，认为中国当前出现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

足，因而价格水平持续下跌，增长速度不断下滑，主张实行宏观扩张政策，刺激和扩大总需求。 由

于他是从总量态势来观察问题，未能发现增长结构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制度障碍。不仅如此，他还

认为，体制问题是个长期性因素和紧缩性因素，不仅远水难解近渴，对作为短期分析的宏观运行

不起作用，而且其作用还是非扩张的，从而给人一个强烈印象，即只要坚待宏观扩张政策就能解

决中国的通货紧缩问题。

余永定教授＠是从供给方面讨论通货紧缩问题的，他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加总推导出

相应的总供给曲线，构造了一个宏观分析框架，提出了一个有别于一般的分析思路，即把生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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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升所导致的企业亏损而不是有效需求不足，作 为分析中国当前通货紧缩的起点及其动态过

程中因果关系链条的关键环节，进而明确指出，解决中国的通货紧缩问题，关键在于解决供给方

的问题，即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改善企业经济效益，其中包括让经努力仍

无法扭亏为盈的企业退出生产，而刺激需求的政策也应同改善供给的结构和质量相联系，而不是

简单地为刺激需求而刺激需求。 余永定教授虽然提出了退出障碍的问题，但没有 讨论进入障碍

的问题，虽然提出了改善供给结构和质量的问题，但并未对供求之间的结构差异及其引致的问题

作出考察。

胡鞍钢博士。 也是从供给方面考察的，但与余永定教授不同，他没有构造理论框架，只对中

国的通缩实际作了较全面的描述和分析，认为
“

生产能力过剩是造成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
“
，而

＂
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是造成生产能力过剩的根源

”
。 其政策结论是限产提价。 这虽然与当前的

政策操作相符合，但没有进行理论上的开拓。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对通货紧缩问题作了较多的研究，并编辑出版了《 1998~

2000 中国通货紧缩研究》＠一书。 为了开阔思路，寻求借鉴，他们不仅考察了美国 20 世纪 30 年

代的经济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而且对很多国家通货紧缩的历史进行了分析；不仅提出了通货紧

缩集中表现为
＂｀

两个特征，一个伴随
＇
，即物价水平持续下降和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通货紧缩通

常伴随着经济衰退
＂
，而且具体讨论了物价指数的变化。 作者虽然明确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通

货紧缩压力与历史上发生的经典通货紧缩有所不同
“
，但不同在何处，并没有加以说明，因而刚刚

触及到问题的边缘而又退了回去，而且由于用词缘故，给人以中国只存在通缩压力而不存在通缩

的印象。 至于对物价指数的讨论，虽然具体计算和分析了各类价格指数（消费品、投资品、行业产

出品、按生产过程分类产品）的涨跌，并对它们的涨（跌）幅作了比较，但由于局限于价格指数本身

的变化，减弱了这一 研究应有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从体制和结构上对通货紧缩进行了分析气认为除

了发达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以外，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都发生了通货膨胀，而中国

却出现了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现象，并集中表现为结构性通缩。 其原因在于核算性偏

差和体制性压抑，主要是价格管制因素和非准入市场壁垒，造成了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的严重扭

曲，一方面表现为食品在居民消费支出中占一半左右，而提供食品的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不到

20%，另一方面表现为增量改革带来的大量资金和财富不能有效配置，只能在工业制造业中过度

竞争，从而压抑了增长最快的服务业的供给和需求，如果考虑到中国统计核算中存在着工农业增

长率高估和服务业低估的缺陷，不仅总量会出现低估问题，结构扭曲也更为加剧。 尽管中国是一

个发展中国家，没有发生新技术革命，也缺少原发性技术创新，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却发生了深刻

的制度变迁和结构调整，技术引进和技术进步从未停止过，投资率一直保持在 30％以上，因而从

时间序列来看，资本存量在不断增加，技术水平在持续提高，要素生产率也在提高，所以，中国的

潜在总产出不断提高，总供给曲线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左移，从而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 如果说

技术创新降低了生产成本，那么，制度创新则节约了交易费用，一旦经济运行态势因故发生变化，

总供给的增长超过总需求的增长，同样会出现经济增长与通货紧缩相伴随的现象。 因此，中国的

经验再一次证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与技术变革和技术创新一样，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甚

至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四）关于金融风险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

改革以来，随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宏观资金配置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黄达＠和余永

定＠ 揭示了这一问题，为进一步的宏观分析奠定了基础。

1. 关于财政收入比重下降和宏观负债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上半期的讨论集中于财政收入问题，王绍光、胡鞍钢以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

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下降为据，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弱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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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中央政府也是最弱的中央，并从多个方面揭示了财政收入下降的严重后果及其危险性气

这一看法虽然适应了当时政策调整的需要，但却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张曙光指出了这种分析方

法的片面性，并通过国家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国家能力是强好还是弱好的讨论，说明了该

文的基本理论倾向是国家万能论和政府高明论气张杰认为，国家获得金融剩余的制度安排有

二： 一是税收制度，二是金融制度。 由于中国一 直没有找到一条通过税收制度获取金融剩余的有

效途径，因而从财政能力来看，中国的确存在一个
“
弱政府

“
，但从金融能力上观察，中国又存在着

一个
“
强政府

＂
，因而，中国的国家能力可以概括为：弱财政，强金融气笔者认为，无论是弱财政，

还是强金融，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都有不利和有利的方面，但在目前情况下，不利的影响也

许是主要的。 因此，从宏观的角度来看，重建财政，改革金融都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说 1990 年代上半期的讨论集中于财政收入，那么，90 年代下半期讨论则集中千政府负

债。 樊纲主编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发表文章气计算和分析了政府的宏观负债，旨在说明政府

债务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不高，扩张性财政政策仍有很大余地。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

课题组们 进而讨论了国有企业微观负债引发政府宏观负债、狭义负债引致广义宏观负债、隐形负

债变成公开负债的机制，集中说明了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风险。

2. 关于全融风险及其防范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虽然得予幸免，但对金融风险的研究和防范意识则日增。 周天勇讨

论了高负债经济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对高负债国家金融风险的形成机理提出了一种解释，但把通

货膨胀作为化解金融风险的一种方式则有欠妥当见陈学彬分析了银行不良资产对金融风险和

通货膨胀的影响，认为不良资产的增加，不仅使银行的经营利润受到影响，降低银行抗击风险能

力；而且会直接影响银行的资产流动性，降低其抗击意外事故的能力，使金融风险增大。 在银行

面临流动性困境，金融系统出现较大的潜在危机时，为保持金融系统稳定，央行不得不通过各种

渠道增加银行准备和基础货币的供给，这必然会引致通货膨胀的上升气陈学彬分析的意义在

于针对我国经济运行实际，具体揭示了在银行具有较高不良资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与通货膨胀

的互替关系，说明了央行的政策选择及其限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的文

章贮者合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从符号经济和实质经济相互关系的角度讨论了金融风险的问题，

认为金融风险集中表现为名义变量或符号经济的严重失衡，但其背后却是实际变量或实质经济

出了毛病。 该文提出和讨论的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符号经济和实质经济的关系问题，是宏观经

济运行中一个重大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3. 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在经济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比较明显，因而 1990 年代上半期的讨论涉及较多，主要有

货币供给的机制、货币供给量的增长、货币化的进程及其分期、货币需求的决定及其稳定性等。

其中分歧较大的是后两个问题。 易纲把货币化的分期定在 1985 年气谢平则认为，1992 年货币

化程度达到顶点气而张杰则把货币化收益由增到减的转折点划在 1988 年气其实，这些分析

都是以产品的货币化和流量资产的货币化为限，如果考虑到服务产品的货币化（包括住房慢和

存量资产的货币化，中国的货币化进程才走完第一个阶段，刚进入第二个阶段＠。 关千货币需求

的稳定性，陈学彬认为，转轨时期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波幅达23个百分点，因而货币真

实需求的波动很大气秦朵不同意这种观点气她通过细致的数据分析和实证，将特有的制度因

素（包括由计划控制造成的抑制性投机需求，由计划体制软约束造成的过度资金需求，以及由改

革引起的市场化对货币的超常需求，即货币化过程）纳入货币需求关系，得出与谢平等©一致的

结论，我国的货币需求关系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 进而指出，一般货币需求论描述的是将各类经

济制度及阶段之具体因素全部抽象掉了的一般规律，而经济数据样本却包含着这些因素。 当这

些因索与一般理论所假定的理想前提（如充分竞争的市场）大相径庭时，一般理论便很可能与数

据显著不相合。 这时，如果用一般理论来解释数据很难得出具有规律性的一致结果。 笔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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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朵对于现代经济学一般理论所抱的态度是严肃的和科学的，这一点又往往是很多从事实证分

析的人所忽视的，而真正要有所发现和前进，就必须真正了解一般理论的假设前提，并恰当地引

入其抽象掉的因索进行考察。

在经济扩张时期，财政政策的作用突显出来，因而，1990 年代后半期的讨论相对热烈，不过，

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增加国债、扩大政府支出上，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从财政目标和

社会目标的分歧出发，不仅分析了税率高低与利润预期的关系，说明了减税的意义，而且考察了

税负不公的效率损失及其宏观影响，同时揭示了国债政策与金融市场的关系，明确指出，发债筹

资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直接扩大投资，而在于赢得时间，促进资本市场发育，转换资源配置方式气

北大经济中心宏观组讨论了多重目标下的政策组合问题，认为当前宏观经济中的供需矛盾

包含供给和需求的双重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特有的体制因素导致的重复建设、结构失衡等造成的

总供给问题，如无效供给和超量生产等，另 一方面是总需求不足，并面临通货紧缩的危险。 并从

1998 年宏观政策的四大目标出发，主张采取有效的政策组合气鉴于宏观经济问题的复杂性，单
一政策操作的弊端较大，有主有辅的政策组合是一个正确的政策选择。

三、几个带有导向性的问题

以上的评介涉及到理论上和实践上一系列重要的热点问题。 以下仅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和

评述两个带方向性的问题。

（一 ）关千宏观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讨论引出的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的讨论集中千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的区分标准和联系方式，不仅

区分了总量问题和个量问题、实物问题和货币问题、静态效率问题和动态效率问题，明确了宏观

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是总量问题、货币问题和动态效率问题气而且讨论了总量分析和结构分

析、波动分析和增长分析、需求分析和供给分析、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的关系，说明了宏观分析以

总量分析、波动分析、需求分析、短期分析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气在 90 年代中后期的研究

中，张曙光主持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围绕着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和制度障碍考

察中国经济运行的态势和机理，逐渐认识到，在传统宏观分析中，通常以长期、体制和结构问题为

给定前提，集中讨论短期、总量和政策问题，是因为在发达市场经济中，结构变迁和体制调整在短

期内儿乎是不变的，因而在理论分析中可以给定。 而处于市场化过程中的中国经济，这些因素不

仅是可变的，而且直接制约着短期因素、总量态势和政策选择的变化，明确提出和讨论了体制因

素的短期影响以及体制和政策联动的主张。 。 樊纲则严格坚持宏观经济学就是研究短期问题和

政策问题，不研究长期问题和体制问题的观点，在《体制改革与宏观稳定》＄一书前言和《宏观经

济学与开放的中国产中多次重申，最近又写了《不能
＂

煮浆糊
”一一兼评经济研究的方法论》Q _

文，批评在宏观分析中讨论长期问题和体制因素是
＂

煮浆糊
＂
，是混淆问题。 卢锋同意樊对长短问

题的区分，但对宏观经济学不研究长期问题提出了几点质疑气 一是认为长期和短期的概念是

依据经济变量完成调节过程需要的相对时间长度来界定的，据此，宏观经济领域存在大量长期问

题，既然微观经济学可以把长期和短期因素同时作为研究对象，为什么宏观经济学只能研究短期

问题？二是在实际中长、短期因素相互交织和相互作用，把长期因素分离出去不利于理解短期现

象产生的原因及其特殊性，这对于体制和结构变化较快的转型经济更为重要；三是宏观经济学研

究涵盖长期问题，便于观察宏观经济政策的长、短期效果的相互制约，有利于政策选择和政策操

作；四是历史和现状表明，长期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前述樊纲作序的《全球视角的

宏观经济学》一书，部分章节讨论了长期问题，并在导言中明确写道，分析重要宏观经济变量就是

尽可能考察
”
这些变量的短期变化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些变量长期作何变化并由什么决定？实

际上，我们是从不同的时间角度来考察每个重要变量的：当期、短期和长期
”
见曼昆《经济学》＠

的宏观分析部分共三篇八章，其中两篇五章讨论长期问题，一篇三章讨论短期问题。 我们其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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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作较详细的讨论，是因为它关系到中国宏观经济理论分析的未来发展。 笔者以为，我们借鉴

现代经济学的成果，既要重视正统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更要特别关注它的最新发展，同时，还要从

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中体制和结构快速变化的实际出发，确立自己独特的分析角度和构造不同

于一般的分析框架，才能有所前进和有所创造。

（二）关于博弈论方法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在经济分析中，博弈论方法的引入和应用，正在引起经济理论的一系列新的发展和突破。 法

国经济学家吉恩·泰勒尔用博弈论的观点研究现代产业组织问题，出版了《产业组织理论》气使

该学科更趋科学和实用。 博弈论在制度分析中的应用，使制度经济学在融入主流的道路上 前进

了一步。 把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分析，也是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近几年来，国内

学界开始注意了博弈论的研究及其在经济分析包括宏观分析中的应用，陈学彬发表了一系列文

章，并出版了《宏观金融博弈分析》©，跟踪国外 在这一领域内前沿性的研究 成果，紧密结合中国

实际，系统地运用博弈论的方法，讨论了货币政策制定和操作及其效应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完全

信息和非对称信息条件下货币政策目标的矛盾和协调，相机抉择和单一规则操作模式的政策效

应，不同信息结构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公众学习速度的决定和影响，政策制定者信誉和政策

可信度的决定及其影响，各种信息结构和政策条件下通货膨胀的分布和可持续性等。 从方法论

上来看，这种分析是循着从完全信息博弈到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博弈、从静态博弈到动态博

弈的路子进行的。 而把货币政策行为及其效应看作是中央银行与公众之间的博弈，虽与目前国

外把宏观经济运行看作是政府和作为一个博弈者的公众之间的博弈相一致，但却忽略了众多个

人之间策略性行为可能引起的复杂性。 在笔者看来，这也许是博弈论在宏观经济分析中需要进

一步解决的核心问题，把公众看作一个单一的博弈者应该是某种更微观的博弈的统计性的推

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博弈论方法的运用是当代宏观经济学的前沿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学

家可以大有作为的一个领域，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学界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水平，这方面的发展和

提高还要从普及博弈论的基础知识开始，方能有所前进和有所创造。

本文将作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的《政策与体制联动－�市场化进程中的宏观经济分析》一

书的代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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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and the Tendency of the 

Theoretical Studies of Macro-economics 

ZHANG Shu-gua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as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n macro-economics has always been a live

ly as well as fruitful area in the theoretical studies of economics in China. It has not only spread 

itself and deepened its studies with the fluctuation of Chinese economy, but has transformed it

self in its theoretical paradigms with the changing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This paper gives 

some brief coments on the discussion especially since this ten years of the situation of macro

quantity total and the character of economic cycles, the inflation and deflation, the financial cri

sis, and the financial and monetary poliey. At the same time, some idears of the auther are put 

forward on the problems of the application of objects of macro-economic studies and of methods 

in game theory, witch are both in macro-economic analysis. 

Key words: macro-economic theories; inflation and deflation; financial crisis; financial 

and monetar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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