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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定义

西方经济学中研究一国经济总量、总需求与总供给、国民收入总量及构成、货币与
财政、人口与就业、要素与禀赋、经济周期
与经济增长、经济预期与经济政策、国际贸易与国际经济等宏观经济现象的学科。

宏观经济学
属于西方经济学范式，由于把宏观经
济领域与微观经济
领域割裂开来研究，与科学的一般经济学的关系既不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也不是
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所以无法研究经济发展
的一般规律与宏观经济领域的特殊规律，只能对宏观层面的经济现象进行现象学意
义上的描述。从科学学的角度而言，由于不能研究一般经济规律与宏观经济领域的
特殊经济规律，宏观经济学不能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 [1]

宏观经济学，是以国民经济总过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主要考察就业总水平、国民
总收入等经济总量，因此，宏观经济学也被称做就业理论或收入理论。宏观经济学
研究的是经济资源的利用问题，包括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就业理论、
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财政与货币政策。

宏观经济学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来快速发展起来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宏观经济
学，是以国民经济总过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主要考察就业总水平、国民总收入等
经济总量，因此，宏观经济学也被称做就业理论或收入理论。 [2]

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资源的利用问题，包括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就业理论、通
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财政与货币政策。

主要内容

宏观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

（1）宏观经济理论包括：国民收入
决定理论、消费函数理论
、
投资
理论、货
币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

                                    1 / 3



智行理财网
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区别（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

（2）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经济政策目标、经济政策工具、经济政策机制（即经济
政策工具如何达到既定的目标）、经济政策效应与运用。

（3）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包括根据各派理论所建立的不同模型。这些模型可用于理
论验证、经济预测、政策制定，以及政策效应检验。

以上三个部分共同
构成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现代宏观经
济学是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服务的。战后凯恩斯主义
宏观经济政策在西方各国得到广泛的运用，相当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
，国家对
经济的干预也引起
了各种问题。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经
济增长、经济周期波动
、失业、通货膨胀、国家财政、国际贸易等方面。涉及国民收入及全社会消费、储
蓄、投资及国民收入的比率，货币流通量和流通速度，物价水平，利息率，人口数
量及增长率，就业人数和失业率，国家预算和赤字，出入口贸易和国际收入差额等
。

宏观经济学来源于法国魁奈的《经
济表》和英国马尔萨斯
的“马尔萨斯人口论”。1933年，挪威经济学家弗瑞希提出《宏观经济学》的概念
。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
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出版后迅速发展起来。凯恩斯把国民收入和就
业人数联系作为中心进行了综合分析。

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迄今为止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7世纪中
期到19世纪中期，是早期宏观经济学阶段，或称古典宏观经济学阶段。第二阶段：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阶段。第三阶段：20世纪3
0年代到60年代，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建立阶段。第四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后，
是宏观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演变的阶段。

“宏观经济学”一词，最早是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在1933年提出来的。经济学中对
宏观经济现象的研究与考
察，可以上溯到古典学派。法国重农学派
创始人魁奈的《经济表》，就是经济学文献对生产总过程的初次分析。

然而，在古典经济学家和后来的许多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对宏观经济现象和微观经
济现象的分析都并存在一起，并未分清。特别是自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家大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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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不承认国民经济总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只注重于微观经
济分析，以致宏观经济问题的分析在一般经济学著作中几乎被淹没了。

但随着传统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袭击下破产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
和货币通论》一书出版，宏观经济分析才在凯恩斯的收入和就业理论的基础上，逐
渐发展成为经济学中的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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