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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

内容概要

本书对微观经济学的经典理论部分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阐述，尤其注重对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
经济分析方法的介绍，并保持了全书内容和理论逻辑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在此基础上，本书还对微观
经济学最新发展的论题进行了介绍，其中包括博弈论、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不完全信息等方面的论题
，从而有利于读者了解和跟踪当代微观经济学的前沿课题。本书在借鉴微观经济学的问题上也提出了
可供读者参考的评论。此外，本书在每一章都恰当地安排了一定数量的思考和练习题，这将有利于读
者进一步深人理解和牢固掌握相关的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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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

作者简介

近30年来，在中国的经济学学习者中，恐怕很少有人不知道“高鸿业”这个名字。人们或读过他翻译
的萨缪尔森《经济学》，或曾以他编写的《西方经济学》为教材，或研习过他的其他论著。高鸿业，
这是一个当代中国经济学无法绕开的名字。
高鸿业1921年生于江苏徐州，1944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机械系；1946年进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学习
经济学，1956年获博士学位；随后任美国密苏里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1957年归国。
后来他谈起这一选择，说当时想的是，如果一生都“在外国给外国人打工”，“死的时候心里一定很
不安宁”。毫不奇怪，1948年获硕士学位后，他即有回国打算，并已买好船票。但当时解放军“战上
海”，轮船无法靠岸，只能放弃。
归国之后，高鸿业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任教，讲授“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批判”——作为正统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和“靶子”。我们今天无法知晓，当他负笈十载艰辛学成的理论一朝变为“
反动学说”和批判对象时，究竟感受如何，但相信这一转折确有着丰富的意味。
“文化大革命”开始，高鸿业受到冲击，进“牛棚”、挨批斗，搬砖头、扫厕所；1969年人民大学撤
销后，他与其他教员一起被下放到江西，当农民，运大粪，直至1978年秋天人大复校。之后，“资产
阶级经济学说批判”变成了“西方经济学”，高鸿业也由“不惑”而接近了“耳顺”。
高鸿业一生最大的关键词，当属“西方经济学”。虽冠以“西方”之名，但“西方经济学”其实是一
个极富中国特色的词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称呼无疑避免了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僭越之嫌，保留了介绍和学习西方经济理论的空间。
1982年，高鸿业独立翻译并出版了近百万字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10版）。萨氏此书构建了“
二战”后至今西方国家经济学教材的主流体系，一经翻译，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本书是当时国内惟一
完整全面介绍西方经济理论的作品，开一时风气之先。当日学子与经济界人士几乎“人手一册”，无
数人经由这本书踏入经济学大门。他们中的许多人日后成为改革中坚，经济学启蒙正是来自此书。高
鸿业精到的理解和翻译功不可没，他也成为中国当代“西方经济学学科主要奠基人之一”。
当然，高鸿业的工作远不止于此。他的主要著述还包括《评萨谬尔森经济学》（1988年）、《现代西
方经济学（上、下）》（1988年）、《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1994年-1996年）、《西方
经济学》（1996年）、《现代西方经济学词典》（1996年）、《一本拯救资本主义的名著》（2002年
）等。此外，他翻译了凯恩斯的传世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主持翻译了斯蒂格利茨的《经
济学》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12版。
高鸿业在西方经济学教学领域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西方经济学被设为高等学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必
修课后，高鸿业受当时的国家教委委托，担任《西方经济学》统编教材主编。其教材为全国众多大专
院校采用，直至盛行引进教材的今日，仍占有一席之地。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性质，归国后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高鸿业有自己的认识。他的看法是，西方经济
学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从而加强对该制度永
恒存在的信念；另一方面，也为资本主义制度面对的经济问题提供政策建议。因此，对西方经济学应
取的态度是：“在整个理论体系上，对它加以否定；在个别概念、论点和方法上，要看到它的可资借
鉴之处。”
以此观点编写经济学教材，高氏通常在每章最后专辟一节，对前述各节内容加以批驳。对于他的做法
，赞者有之，赞其坚持原则、独立思考；贬者有之，贬其教条保守、不知所云；视而不见者、直接跳
过亦有之，似乎也不影响其对经济学整体体系的理解和把握。无论如何，今日的经济学教科书市场上
，种类繁多，不少学子入门即用外文原版教材。高鸿业书中的语境，如今对许多人已经显得相当遥远
了。
不过，高鸿业与当代经济学理论的最新进展却并不隔膜。据称，他始终保持每月去一次国家图书馆阅
览最新外文经济学期刊和书籍的习惯，一直坚持到84岁高龄。
在人民大学校园中，流传着不少称颂高鸿业品行的故事。其中广为引用的一个例子说，他从教50载，
弟子众多，却从未开过“纪念从教某某周年”之类会议。一些后辈学子表示虽与高先生学术见解有异
，但敬重之情长留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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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引论  第一节　什么是西方经济学  第二节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由来和演变  第三节　西方经济
学企图解决的两个问题  第四节　对西方经济学应持有的态度  第五节　为什么学习西方经济学  第六节
　本教材的特点第二章　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概述以及有关的基本概念  第一节　微观经济学的特点  
第二节　需求曲线  第三节　供给曲线  第四节　供求曲线的共同作用  第五节　经济模型、静态分析、
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  第六节　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  第七节　运用供求曲线的事例  第八节　蛛网
模型(动态模型的一个例子)  第九节　结束语第三章　效用论  第一节　效用论概述  第二节　无差异曲
线  第三节　预算线  第四节　消费者的均衡  第五节　价格变化和收入变化对消费者均衡的影响  第六
节　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第七节　从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到市场需求曲线  第八节　不确定性和风
险  第九节　结束语第四章　生产论  第一节　厂商  第二节　生产函数  第三节　一种可变生产要素的
生产函数  第四节　两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  第五节　等成本线  第六节　最优的生产要素组合  
第七节　规模报酬  第八节　结束语第五章　成本论  第一节　成本的概念  第二节　短期总产量和短期
总成本  第三节　短期成本曲线  第四节　长期成本曲线  第五节　结束语第六章　完全竞争市场  第一
节　厂商和市场的类型  第二节　完全竞争厂商的需求曲线和收益曲线  第三节　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
的均衡条件  第四节　完全竞争厂商的短期均衡和短期供给曲线  第五节　完全竞争行业的短期供给曲
线  第六节　完全竞争厂商的长期均衡  第七节　完全竞争行业的长期供给曲线  第八节　完全竞争市场
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  第九节　结束语第七章　不完全竞争的市场  第一节　垄断  第二节　垄断竞争
 第三节　寡头  第四节　寡头厂商之间的博弈：博弈论初步  第五节　不同市场的比较  第六节　结束
语第八章　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的需求方面  第一节　分配论概述  第二节　引致需求  第三节　完全竞争
厂商使用生产要素的原则  第四节　完全竞争厂商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  第五节　从厂商的需求曲线
到市场的需求曲线  第六节　卖方垄断对生产要素的使用原则  第七节　卖方垄断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曲
线  第八节　买方垄断情况下生产要素的价格和数量的决定  第九节　结束语第九章　生产要素价格决
定的供给方面  第一节　对供给方面的概述  第二节　劳动供给曲线和工资率的决定  第三节　土地的供
给曲线和地租的决定  第四节　资本的供给曲线和利息的决定  第五节　欧拉定理  第六节　洛伦兹曲线
和基尼系数  第七节　结束语第十章　一般均衡论和福利经济学  第一节　一般均衡  第二节　经济效率
 第三节　交换的帕累托最优条件  第四节　生产的帕累托最优条件  第五节　交换和生产的帕累托最优
条件  第六节　完全竞争和帕累托最优状态  第七节　社会福利函数  第八节　效率与公平  第九节　结
束语第十一章　市场失灵和微观经济政策  第一节　垄断  第二节　外部影响  第三节　公共物品和公共
资源  第四节　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  第五节　结束语  第六节　微观经济学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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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

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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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

精彩短评

1、突然很怀念
2、其实，但从教材来说，还是不错的
3、微观经济，总是可变因素多于不变因素~~
4、这本是配合范里安一起看的，单一看范里安比较难以理解
5、国内的教材，可能比较符合国内学子考研需要
6、
7、经典教材
8、金融班的教材
9、第一次接触经济学，此书不错
10、怎么没有微观部分的啊
11、想当初我还搜高鸿业的音频课程听，我真是太爱学习了⋯⋯⋯⋯
12、这本书可是真的读过。省得被别人说没文化~
13、。。。。。。。。。。。。。。
14、学的不咋地啊 有辱师门
15、我很对得起你了！！虽然我上课没看过你！但是我自学了你将近五个单元！单元！！
16、考的真搓...
17、無趣
18、科研处处长亲自上课，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荣幸，讲的确实好，经济学入门书
19、毕业后看了5遍，对，蛋疼。
20、微观经济学，供需理论，相比宏观经济学，数学的味道较重
21、又自学= =
22、启蒙书，但不太懂哈哈
23、大学时代的教材，这本书烦烂了，没想到这里还有。在毕业那年高老师去世，甚是可惜。
24、怨念
25、帮老姐考试
26、真的读了很多遍的书，不过有至少3年每碰过了，是不是再读读？
27、中国特色！
28、您好 我希望你们能把书的封面，书的具体出版时间能在网上显示，因为这次购书时候，我是根据
考研学校的招生简章订购的，那里面只提供了作者 书名 出版时间，没有ISBN，你们也没有封面，害
得我找了还几个网站相互对照着，才完成此次订购，幸好你们也比较服务及时，谢谢。
29、当年认真研读的床头书，毕业的时候却卖掉了
30、多看几遍每次都有所得，或者是我变笨了，非得多读几次才能懂。
31、唯西方经济规律的理想公式化，于中国国情不符，实际运用无多少意义。
32、人大的经济学真的非常不错。有很多牛X的老师。
33、哈哈~~~一想起薛博士就好笑！！姐姐当年考了93分吧好像，哈哈哈~
34、- -
35、前八章讲了均衡。
36、紧凑的书，用尽可能少的篇幅讲了很多经济学知识，不过也意味着自己找案例的功夫少不了了。
37、入门书籍
38、本科时的教科书，入门级西方经济学书籍~
39、（家）
40、考试用书，略读，精读，做笔记。
41、考研教材
42、对我如何看待问题有一定影响
43、我觉得这一本是个经典
44、大学最喜欢的课
45、前来膜拜我目前最高端的课本。愿我拿个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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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

46、虽然理论结构上存在一些缺陷，但是整体的叙述风格适合中国学生的思维。曾经的五道口（现清
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考研必读书目之一。
47、过了过了，75
48、没看完~
49、早年前读的，现在还要再读一遍。。
50、花了好久才看完，看完也没理解十分之一，最后一章论叙理论的谬误很搞笑。
51、经典的教材
52、看了3分之2.。。。。又是中途没坚持看完的。。。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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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

精彩书评

1、真正开始好好看这本教材是在考试挂掉以后重修的课业逃了于是自己开始慢慢啃啃啊啃啊忽然开
始开窍啃啊啃啊忽然觉得微观其实比宏观部分更直接犀利宏观总是在强调外部调控的力量微观部分却
分析了经济问题的现实矛盾，从需求到效用尽管边际值的计算总是让我头疼
2、期末复习经济学考试 的时候 ，拿来 《西方经济学》作为 《西方经济学》作为 复习资料，读到经
济 复习资料，读到经济 增长模型的时候， 突然 想到了一些问题，便记下来吧。我们知道传统经济增
长的 两个最重要要素是资本和劳动力。例如西方经济 要素是资本和劳动力。例如西方经济 学中， 内
生经济增长模型将 储蓄率 、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等重要参数作为内生 、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等
重要参数作为内生 变量来考虑 ，由模型的内部来决定经济长期 增长率 。可见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 长
重要的推动力。我们在认可这些基本事实的 同时，现代社会一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我们在认可这些基
本事实的 同时，现代社会一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我们在认可这些基本事实的 同时，现代社会一其他
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似乎更大，举例来说：虚拟经济的 增长加重要比如金融对影响似乎更大，举例来
说：虚拟经济的 增长加重要比如金融对影响似乎更大，举例来说：虚拟经济的 增长加重要比如金融
对影响似乎更大，举例来说：虚拟经济的 增长加重要比如金融对影响似乎更大，举例来说：虚拟经济
的 增长加重要比如金融对推动作用超过了原始的 依赖于资本和劳力投入制造业，而这些产与技术推
动作用超过了原始的 依赖于资本和劳力投入制造业，而这些产与技术进步似乎相关不大。换而言之，
我们能 进步似乎相关不大。换而言之，我们能 进步似乎相关不大。换而言之，我们能 说金融技术进
步是经济增长的最强 的动力；另外 的动力；另外 ，能源在经济增长模型中从来没有作为主要分析角
度存但是各 ，能源在经济增长模型中从来没有作为主要分析角度存但是各 ，能源在经济增长模型中
从来没有作为主要分析角度存但是各 国政府如此重视能源，但改变不了 国政府如此重视能源，但改
变不了 的事实是，无论怎么重视能源对经济增 的事实是，无论怎么重视能源对经济增 的事实是，无
论怎么重视能源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度却在逐年下降。因此 ，现代经济社会 同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 ，牵涉到 ，牵涉到 经济增长的 因素 已经 不仅是资本、劳动力那么简单， 不仅是资本、劳
动力那么简单， 应该 加入像金融、 互联网国际协作加入像金融、 互联网国际协作加入像金融、 互联
网国际协作外部效应等因素，其实这些的本 质是降低信息成以及 交易成本。就拿 目前 我国的 经济 状
况来说 ，经济发展 后劲不足， 产能 过剩问题严重， 内 需消费 能力 疲软，可以说我国目前的经济状
况相当危险。从 刚过去 的 2014 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 “新常态 ”这一看似 自相矛盾 的总结中的
就能看出， 我国 经济 已经 不是单纯考虑劳动力以及技术进步所能改善的，需要从 不是单纯考虑劳动
力以及技术进步所能改善的，需要从 各种因素入手 来 分析。 “一带路 “一带路 “一带路 ”谋求 拓
展 海外市场、电子商务发拓展 海外市场、电子商务发拓展 海外市场、电子商务发拓展 海外市场、电
子商务发规划 尝试提升内需 尝试提升内需 尝试提升内需 水平 、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 京津
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 提高 区域合作 水平 等 。这些 政策 的提出和实施都 在不同 程度 上都 会影响
着 经济增长。
3、收到高老师离去的消息，我正在先锋书店百无聊赖地看小说。如今的小说多半伤感，甚至让人撕
心裂肺。中国读经济的学生，怕是没有不读高老师的书吧。现今的学界，却很少有人再像高老师一样
认真地写书。浮夸之风日渐高涨，认真于学问的人倒显得低调。就像这位大师的离去，竟然这样悄无
声息。
4、的确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了，能成为教材，本身就说明了它的价值在哪里。但是，作为一个初
学者去看这本书的话，貌似就没那么容易了，个人觉得之前书友说的都很对，相对于曼昆的《经济学
原理》，它是比较拗口的，有些东西还是太抽象化了。像曼昆在他书里面所涉及到的理论就比较容易
理解，举得实例更贴近我们的生活。在微观部分这本书里，不管你是不是想了解经济学这方面知识还
是想学习理财方面的相关知识，本人觉得这本书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这是一本入门级别的书，
并没有太多的涉及到高深的问题，有的只是一笔带过。本评论是由贝尔商城www.bblfloor.com蒋超撰写
5、不管高鸿业这个人如何，不管这些单单就这本书来说，很差~至少对我来说很差~实在是因为这本
书将经济学教条化的太厉害了~而且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之后的修订版更加赤裸裸的加上了意
识形态——而且是片面的。在这本书中经济学已经丧失了其原味，丧失了精华，剩下的只是术语的堆
砌——我觉得高鸿业先生还是去编撰经济学大辞典比较好而不是教材
6、作为一名学管理学出身的读书人，笔者认为该书尽管有所不足，但相较于国内其他经济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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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非常出众的。笔者的原因如下：一、该书数据图表解释详尽，适合国内学生研读，而且语言平实
易懂，完全不会有外国译本研读起来倍是艰涩之感（这里面有不少是西方经济学的上乘之作，只是国
内译界将之翻烂了）二、之所以传世，因为经典，里面的问题均是经典问题，若这些问题都未能弄明
白，遑论其他了吧。三、这个条件可能不是每个高校都具备，一个能够将该书深入浅出表述的教师与
之相结合，更是相得益彰。就笔者水平而言，光靠自己能力研读，恐怕力有不逮。如果条件不具备，
最好还是配备一本教师用书，或是由复旦大学出版的西方经济学练习来配合使用。总之，这本书无论
用作教材还是对经济学入门读本，都是尚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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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西方经济学》的笔记-2-3，供给曲线

        我找到自己喜欢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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