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观经济学总结

商品与服务市场：

衣服、食品、房屋、汽
车、教育、医疗等

   要素市场：

劳动、资本、土
地等

        
           居民：

1、商品市场需求者
2、要素市场供给者
3、效用最大化者

        
           企业：

1、商品市场供给者
2、要素市场需求者
3、利润最大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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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学的发展

7.1.1  市场失灵：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要证明
价格机制能有效配置资源，其范
式是完全自由竞争市场。但它有
严格的条件限制：
 1）居民和企业的大量性；
 2）产品无差异；
 3）要素自由进出；
 4）完全信息与完全理性。

当完全自由竞争条件不满足时，
价格机制就不能发挥资源有效配
置的作用，这种现象叫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的基本形式：

1）不完全竞争；
2）不对称信息；
3）不完全理性
4）外部性；
5）公共物品。

 市场失灵导致了微观经济学的发
展和宏观经济学的诞生。本节介
绍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学的几个
主要发展方向。第二节讲宏观经
济学的诞生，第三节讲宏观经济
学的基本特征。

第七章    市场失灵与宏观经济学的诞生



7.1.2  不完全竞争理论： 
     
主要包括垄断竞争、寡头和垄断，其中垄断理论出现较早，寡头理论通过

博弈论得到发展，垄断竞争理论起源于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和张伯伦。

这三大理论现在发展得都比较成熟，现在已成了微观经济学课本的基本

内容，同时还在发展之中。      

7.1.3 不对称信息

1、不对称信息就是买卖双方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有一方多一些，另

一方少一些。例如教师与学生。所产生的问题有逆选择、败德行为和委托

人-代理人问题。微观经济分析已讲过这部分内容。

 2、不对称信息的解决办法：

1）向市场发布信息，如文凭；
2）政府干预；
3）提高经济人素质；

3、不完全信息导致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诞生。



7.1.4 不完全理性与行为经济学

传统微观经济学还有一个假定，即经济人是利己且理性的：作为消费者是效
用最大化者，作为企业家是利润最大化者。但这个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完全成
立，例如攀比性消费、行为主义经理现象、理性利己现象等。这些现象导致
了行为经济学的诞生，其基本方法是实验经济学方法。 

7.1. 5  外部性与环境经济学 

1、经济人的经济行为对他人造成影响但却未能将这些影响计入成本或价

格之中，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两种。

2、负外部性的一个严重后果是环境污染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导致了

环境经济学的诞生。



7.1. 6  公共物品与公共经济学 

1、公共物品就是在消费具有非抗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非抗争性就是

每增加一单位消费边际成本并不增加，如国防服务。非排他性即任何人的

消费不能排斥他人消费，如公路、公共广场等。

2、“搭便车”与公共物品的供给；

3、公共物品与公共经济学。

7.1. 7  金融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及其它。 

上述就是微观经济学面临市场失灵后的发展。但是从根本上讲，这些发展还是

解决不了微观经济学一些更加深刻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导致了

宏观经济学的诞生。



                     第二节  宏观经济学的诞生背景

7.2.1 1929-1933年间世界经济大萧条

    
     1) 大面积的生产过剩

     2）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美、英、德、法、意、奥、西全

部未能幸免，前后持续达四年之久；

     3）工业生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下降：美国：44.7%和28%；

奥地利：34.3% 和22.5%；德国： 40.8%和15.7% ；法国：25.6%和11.0%。

     4）实业率急剧上升：美国：25%；英国：22.5%；

     5）投资崩溃：1933年美国的住宅建筑和住房修理总支出仅为1928年的

1/10；股票市场于1929年10月崩盘，投资者的名义资产减少了80%，仅

1932年一年就有1400家银行倒闭（阿尔德克罗费特：《欧洲经济史

：1914-1990年》，1993年英文版64页）。



7.2.2   微观经济学的一些重要结论及其与现实的冲突 

按照微观经济学的理论，金融市场和政府部门是外生变量，仅通过价格

机制的调节就可达到：

1）商品市场无过剩；

2）劳动市场无失业；

3）资本市场无储蓄过剩；因此，

4）整个经济必然是和谐均衡发展。

但是，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显然与此不符。此外，微观经济学始终没
有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社会福利度量标准。

    



7.2.3  凯恩斯及其《通论》

1、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  Mashall 的学生，剑桥大学
教授，数学家、经济学家、金融工程师（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创始人），投资家，被称为宏观经济学教父。



7.2.4  S.Kuznets 、R.Stone及Leontief的
国民收入核算体系

1、Simon S.Kuznets: was born in 
Russia in 1901, of Jewish parents, and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22 . 主要

著作有《国民收入及其构成》，现代国民收入

核算的基础，而这又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

础。为此他197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http://nobelprizer.org/ ）

2、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1935)
1）通过三大心理规律说明了有效总需求不足的必然性，解释了30年代大

      萧条中的生产过剩、失业增加和投资崩溃等现象；

2）论证了政府和金融机构在经济中的必要性、为克服了斯密“看不见的手”
原理的缺陷、实行政府干预经济提出了理 论依据和政策工具；

3）提出了总量分析的研究方法。这些都为宏观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Simon S.Kuznets(1901-85)



2、Richard.Stone(1913-1991)，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1940年起参加英国战时经

济内阁，并为英国编制“国民收入和支

出估计”。1953年任联合国国民经济核

算委员会主席。他主导的“国民经济核

算体系及辅助表”（即旧SNA 系统）和新

SNA 系统(旧SNA+投入-产出分析表）

成了全球执行国民收入核算的基本依

据。为此他或1984年诺贝

尔经济学奖.

Richard.Stone(1913-1991)



3、Wassily.W.Leotief(1906- 1999)，

美籍俄国经济学家，曾任德国基尔大学世界

经济研究所研究助理、中国国民党政府铁道

部顾问。1931年由德国移居美国，先后任美

国全国经济研究局研究助理、哈佛大学经济

学教授、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和经济分析研

究所所长。197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里昂

惕夫最重要的贡献是从30年代开始研究投入

产出分析法并被联合国规定为国民经济核算

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4、微观经济学没有解决国民财富的核算问题，因而未能给社会福利的

度量提供一个可行的方法。这项工作是由上述三位经济学家完成的。从

而为宏观经济学奠定了统计基础。现代宏观经济学就是在凯恩斯的理

论和国民财富核算方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第三节  宏观经济学概述

7.3.1  什么是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通过经济总量的研究，以国民

收入决定理论为核心来解决稀缺资源的充分利用问题。关键词有四个，

即：国民经济整体、经济总量、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居民和稀缺资源的充分

利用。

7.3.2  国民经济整体：由居民、企业、政府、国外四大经济主体和商品服

务市场、要素市场、金融市场和国际市场四大市场相互联系构成的有机

整体，具体结构如下图。



宏观经济结构

政府

商品市场

居民    企业 

要素市场

金融市场

国际政策

产业政策

收入政策

货币政策

财政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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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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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经济总量：经济总量分为加总量、综合量和相对量三类。

  加总量就是一定经济个量同度量化后的加总和，最基本的就是总产出

（GDP），此外还有总需求、总消费、总投资、总储蓄、 进口、总出口、 
  净出口等。

  综合量就是按照一定的数学公式计算的具有经济意义的量，常见的有物  
  价指数、基尼系数等。

 相对量就是两个经济变量的相比而生成的量，如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

货膨胀率、利率、汇率等等。

 上述经济总量会在相应章节详细介绍。

   



7.3.4  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即宏观经济如何才能在均

衡产出或均衡国民收入水平上运行的理论，目的是解决稀缺资源的充分利

用问题，通常通过产品市场、金融市场、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市场）和

国际市场四（五）大市场的均衡才能决定。  

7.3.5  宏观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与目标

问题：1、就业为何如此波动？如何降低失业率？

2、通货膨胀为何如此严重？如何控制通货膨胀率?
3、总产出为何如此波动？如何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此外还有 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和国际收支问题。

目标：1、维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2、提高就业率，降低失业率；

3、稳定价格，拟制通货膨胀；

此外还有维持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和国际收支平衡等次一级目标。



7.3.6  宏观经济政策及其工具

 1、国民帐户体系(SNA: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ing)：即GDP、CPI
等宏观经济变量的统计体系及均衡关系。 

2、财政政策(Fiscal Policy) ：通过财政收支差的调整来调控宏观经济的政

策，如税收、转移支付、政府购买、国债等政策。

3、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通过信贷收支差来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

较货币政策，如货币供给量、准备金率、利率等方面的政策。

4、国际经济政策(International Policy)：通过国际收支差来调控宏观经济

的政策，如汇率、关税等政策。

5、其它政策：如人口和就业政策、收入政策、产业政策等。



例6.3.1 ，“十三五”规划---中国2015-2020年的宏观经济目标：



7.3.7  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一、国民收入核算理论；

二、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重点、核心）；

三、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

四、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

五、开放环境下的宏观经济理论；

六、宏观经济政策；

七、宏观经济学流派*



                        第四节  GDP及国民收入核算

7.4.1   GDP的定义

        GDP（国内总产值）就是一国领土内的常驻单位一年内生产的全部

                                         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

       一国领土=本国领土+本国驻外国使馆、新闻、科研、医疗机构

                                       -外国驻本国使馆、新闻、科研、医疗机构。    
      常驻单位=在一国领土内有经济利益关系的经济单位。   
      产品=有形商品+无形服务。

      最终产品=可供直接消费或投资的产品，而非需要继续加工的原材料。

      市场价值=最终产品产量     产品市场价格= QP。
      全部最终产品市场价值： ∑QP。                                                   



 汽车厂：   买钢并造车

例7.4.1    根据定义计算GDP：
 钢厂：   采矿并炼钢

  销售收益：                      100$
  生产成本：                       80$
      铁矿石              0$
          工资：        80$
  利润：                              20$

  销售收益：                      210$
  生产成本：                      170$
          工资：        70$
     钢铁采购：      100$
  利润：                              40$

 GDP=全部最终产品价值=210$；    

 GDP =全部增加值之和=（100$-0(铁矿石)）+（210$-100$）=210$。

 注1：若所有企业都要参加计算，必须用增加值法以避免重复计算；

注2：增加值也叫附加值，是销售收益减去中间投入的差额，是所有生产
要素的贡献，不同于仅仅作为企业管理和风险报酬的利润。

 注3：钢厂增加值中原材料为零的原因一是铁矿石作为自然资源被认为
无价值，二是因为它是自有产权。 



7.4.2    GDP的算法：

1、增值法：GDP= ∑QP = ∑(QP-CP)+ ∑(CP-0)
                            = ∑(销售收益-中间投入） 
                              =所有企业增加值之和

       比方说：例9.1.1。

 

2、收入法：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国内总产值作为所有企业的附加值之和
，必然等于所有生产要素分配到的收入之和，从而有：
       
         GDP=总折旧+总工资+ 总租金+总利息+总税收+总利润
                
    比方说：在上例中：
      
        GDP= 0+ (80$+70$)+0+0+(20$+40$)
               =150$+60$
               =210$



3、支出法（使用法）：国内总产值等于一国所有经济部门的购买支出之和=总
消费(C)+总投资(I)+总政府购买(G)+净出口(X-M)
                  =C+I+G+NX。
 
      总消费：一国居民购买消费品的总支出，它是GDP中最重要的部分，但
波动较大。

      总投资：一国所有企业购买资本资产的总支出，具体表现为一国的总资
本资产（资本存量）增加量，即：It=Kt-Kt-1。这儿It为第t年的总投资，Kt和Kt-1

分别为第t年和t-1年的资本存量，也就是参与GDP生产的资本总量。
       
      从实物形态来看，投资包括固定资本投资和库存增加部分，固定资产投
资包括机器、设备、商用住房和住宅几大部分的增加，库存增加即企业产品
库存量的变化。     

       从价值形态来看，总投资（I）由折旧（De）和净投资（NI）两部分组成。折
旧就是寿命既定的资本资产每年损耗价值的补偿。总投资减去折旧后的余
额叫净投资，即：NI=I-De 或 I=NI+De。 



       注：投资不同于金融投资。购买金融资产的支出叫金融投资，它和企业
增加资本存量的实物投资紧密相连（通过利率）但又不同于实物投资。

      总政府购买：公共消费与公共投资总和，前者为政府为全社会提供的公
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
净支出，后者为政府进行公共投资而购买的资本品总价值。

        净出口：是一国总出口（X）减去总进口（M）的差额。之所以不是直接加
上总出口，而是加上净出口，是因为在一个开放经济中，一国的居民、企业
和政府购买的产品中，都既有国内产品，也有进口品。进口品构不成对国内
产品的需求，必须从总需求中减去，总效果就是加上净出口：       
      GDP=AD=(C-CM)+(I-IM)+(G-GM)+X=C+I+G+X-(CM+IM+GM)
这儿CM、IM、GM 分别表示进口消费、进口投资、进口政府购买。显然： M= 
CM+IM+GM 为总进口，故总需求为：

       GDP= AD=C+I+G+X- M=C+I+G+NX

       注：若一个国家的外贸依存度特别高，比方说中间产品主要靠进口，则
总进口可能大于GDP。



        工厂            销售收益             中间投入           附加值
1、 农场              23                     0（自然力）        23
          工资                                                                13
          利润                                                                10
2、面粉厂           53                     23                         30
          折旧                                                                10
          工资                                                                10
          利润                                                                10
3、面团厂          110                    53                         57    
          工资                                                                 27
          利润                                                                 30
4、面包厂         190                     110                       80 
          折旧                                                                 40
          工资                                                                 20
          利润                                                                 20  
    合  计            376                    186                        190

例7.4.2   GDP算法举例



      支     出
1、总消费（C）：                                                          110
2、总投资（I 未卖掉的存货）                                         5
3、政府购买 （G）                                                          50
4、净出口  （NX）                                                          25  
      其中：总出口                                                             1035
                 总进口                                                            -1010    

定义法：GDP=所有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面包场销售收益=190

生产法：GDP=附加值之和=23+30+57+80=190  

收入法：GDP=总工资+总折旧+总利息+总租金+总利润+总税收
                      =(13+10+27+20)+(10+40)+0+0+(10+10+30+20)+0
                      =70+50+70
                      =190
支出法：GDP=110+5+50+25=190
                 
注：典型的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风险较大。例如：所谓世界工厂。



1、国民总产值：GNP=GDP+来自国外的净要素收入；
                            来自国外的净要素收入=本国在国外的要素收入
                                                                 -外国在本国的要素收入
                            要素：劳动、资本、土地；

2、国民净产值：NNP=GNP-折旧(DE)=GNP-DE

3、国民收入：   NI=NNP-间接税(Indirect Tax)=NNP-ITx
                           间接税是纳税人可以转嫁出去的税，如关税、从量税 
                           等，  但所得税和增值税不是。

4、个人收入：   PI=NI-企业保留利润(Retained Earnings) -企业所得税 
                              +政府转移支付（Tr）=NI-Re-企业所得税+Tr

5、个人可支配收入：DP=PI-个人所得税
                                        =总消费+总储蓄
                                        =C+S

7.4.3    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其它经济变量



 7.4.4 SNA的基本方程

1、 总方程（1）：总供给=总需求，即：AS=AD

从总产出AS被分配的方向看：

C+S=DI=PI-个人所得税
=（NI-Re-企业所得税+Tr）-个人所得税
=NI-Re+Tr-（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NI-Re+Tr-DTx 
=(NNP-ITx)-Re+Tr-DTx
=NNP-(ITx+DTx)-Re+Tr
=NNP-Tx+Tr-Re
=GNP(GDP)-De-Tx+Tr-Re 
=GDP-Tx+Tr-(De+Re)
=GDP-Tx+Tr-BS                     因此：

AS=GDP=C+(S+BS)+Tx-Tr
     =C+PS+Tx-Tr                             1）

变量说明：

Re(保留利润)=利税后收益
                      -红利

DTx(直接税)=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Tx(税收)=ITx+DTx

BS(企业储蓄)=De+Re(这笔钱
通常存在银行，以备企业垫补
折旧和在投资之用)



从总产出被使用的方向看：

AD=C+I+G+NX=C+I+G+X-M            2）        

由总方程AS=AD得：

C+S+BS+Tx-Tr=C+I+G+X-M

两边消去总消费C，并把G移到左面：

    PS    +     (Tx-Tr-G)=I  +  (X-M)

PS(私人储蓄)=S+BS

NX(净出口)=X-M

Tx-Tr-G 为政府财政收支差，
盈余部分存在银行，赤字部分
要从银行贷款或发行国债，故
相当于政府储蓄。

NX=X-M作为净出口可看成是
政府的公共外汇投资，而I则
是私人投资，故等式右面为全
社会的总投资。

私
人
储
蓄

政
府
储
蓄

公
共
投
资

通过上述分析，马上得到SNA系统的第二个方程：
私
人
投
资



 把方程(2)中右边的I移到左边，并从PB=S+BS中减去，得：
     
                          (PS-I)    +  (Tx –Tr - G)  =  (X-M)

 PS-I （信贷收支差）：总私人储蓄扣除总私人投资之后的余 额，价值形 
            态上表现为银行中未被实物投资所贷出的储蓄余额。
       
Tx -Tr- G（ 财政收支差）：价值形态上表现为政府的银行帐户余额。
        
X-M （国际贸易收支差）：实物形态表现为净出口，价值形态为通过国  
          际贸易赚回的外汇总值。

        由此得到了SNA系统的第三个方程：

2、  方程（2）：   总储蓄=总投资，

             即：              PS + (Tx -Tr- G)=I  +  (X-M)



3 、 方程（3）： 信贷收支差 + 财政收支差 = 国际贸易收支差

             或：           (PS-I)    +  (Tx -Tr- G)  =  (X-M)

        此方程表明：凡未被私人投资和政府支出吸收掉的社会总产品必须出
口到国外，宏观经济才能保持平衡。

       方程（3）还可以变为： (PS-I) - (X-M)  = G- Tx – Tr
       此式表明：信贷收支差扣除净出口后的余额必须被政府购买吸收。

      若是封闭经济，则X- M = 0 ，则方程变为：PS-I = G- Tx – Tr
      此式表明：封闭经济下，生产过剩必须被政府购买所吸收，宏观经济才能
达到平衡。

       更加一般的形式是：PS-I =(G- Tx – Tr) +(X-M) 
       此式表明：开放经济下，生产过剩必须被政府购买和净出口两项吸收掉
，宏观经济才能平衡发展。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不要出现生产过剩，即
PS=I，这或通过增加消费减少储蓄，或通过增加投资来达到，这是宏观经济
学的另一个问题。         



4、  SNA的结构

1）从GDP的生产、分配和支出来看，SNA系统由生产帐户、收入帐户和支出
帐户三大帐户及投入-产出表组成；

2）从宏观经济均衡来看，SNA系统由信贷收支差、财政收支差和国际收支
差 三大帐户组成。

例7.4.2  支出法计算中国国内总产值及支出帐户（数据来源：国

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例7.4.1  生产法计算中国国内总产值及生产帐户（数据来源：国

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例7.4.3  SNA的结构



2-1  国  内  生  产  总  值（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

（单位：亿元） 　 　 　 　 　 　 　 　 　

　 国  民 国内生产 　 　 　 　 　 　 　 人均国内

　 总收入 总    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生产总值

年  份 　 　 　 　 工  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 #批发与 (元/人)

　 　 　 　 　 　 　 　 仓储和邮政业 零售业 　

　 　 　 　 　 　 　 　 　 　 　

1991 21826.2 21781.5 5288.6 9102.2 8087.1 1015.1 7390.7 1409.7 2087.0 1893

1992 26937.3 26923.5 5800.0 11699.5 10284.5 1415.0 9424.0 1681.8 2735.0 2311

1993 35260.0 35333.9 6887.3 16454.4 14188.0 2266.5 11992.2 2205.6 3198.7 2998

1994 48108.5 48197.9 9471.4 22445.4 19480.7 2964.7 16281.1 2898.3 4338.4 4044

1995 59810.5 60793.7 12020.0 28679.5 24950.6 3728.8 20094.3 3424.1 5467.7 5046

　 　 　 　 　 　 　 　 　 　 　

1996 70142.5 71176.6 13885.8 33835.0 29447.6 4387.4 23455.8 4068.5 6379.2 5846

1997 77653.1 78973.0 14264.6 37543.0 32921.4 4621.6 27165.4 4593.0 7314.1 6420

1998 83024.3 84402.3 14618.0 39004.2 34018.4 4985.8 30780.1 5178.4 8084.8 6796

1999 88189.0 89677.1 14548.1 41033.6 35861.5 5172.1 34095.3 5821.8 8788.6 7159

2000 98000.5 99214.6 14716.2 45555.9 40033.6 5522.3 38942.5 7333.4 9629.7 7858

　 　 　 　 　 　 　 　 　 　 　

2001 108068.2 109655.2 15516.2 49512.3 43580.6 5931.7 44626.7 8406.1 10787.4 8622

2002 119095.7 120332.7 16238.6 53896.8 47431.3 6465.5 50197.3 9393.4 11950.9 9398

2003 135174.0 135822.8 17068.3 62436.3 54945.5 7490.8 56318.1 10098.4 13480.0 10542

2004 159586.7 159878.3 20955.8 73904.3 65210.0 8694.3 65018.2 12147.6 15249.8 12336

2005 183956.1 183084.8 23070.4 87046.7 76912.9 10133.8 72967.7 10526.1 13534.5 14040

　 　 　 　 　 　 　 　 　 　 　



指标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2011年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2006年 2005年

国民总收入
(亿元) 634043.4 583196.7 532872.1 479576.1 407137.8 345046.4 318736.7 268631 217246.6 184575.8

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635910 588018.8 534123 484123.5 408903 345629.2 316751.7 268019.4 217656.6 185895.8

第一产业增加
值(亿元) 58336.1 55321.7 50892.7 46153.3 39354.6 34154 32747 27783 23313 21803.5

第二产业增加
值(亿元) 271764.5 256810 240200.4 223390.3 188804.9 157850.1 148097.9 125145.4 103163.5 87127.3

第三产业增加
值(亿元) 305810 275887 243030 214579.9 180743.4 153625.1 135906.9 115090.9 91180.1 76964.9

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元) 46629 43320 39544 36018 30567 25963 23912 20337 16602 14259



2-2  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

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 　 　 　 　 　

　 支出法国内 　 　 　 资本形成率 最终消费率

年  份
生产总值 　 　 　 (投资率) (消费率)

(亿元) 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 货物和服务 (%) (%)

　 　 支    出 总    额 净 出 口 　 　

　 　 　 　 　 　 　

1991 22577.4 14091.9 7868.0 617.5 34.8 62.4

1992 27565.2 17203.3 10086.3 275.6 36.6 62.4

1993 36938.1 21899.9 15717.7 -679.5 42.6 59.3

1994 50217.4 29242.2 20341.1 634.1 40.5 58.2

1995 63216.9 36748.2 25470.1 998.6 40.3 58.1

　 　 　 　 　 　 　

1996 74163.6 43919.5 28784.9 1459.2 38.8 59.2

1997 81658.5 48140.6 29968.0 3549.9 36.7 59.0

1998 86531.6 51588.2 31314.2 3629.2 36.2 59.6

1999 90964.1 55636.9 32951.5 2375.7 36.2 61.2

2000 98749.0 61516.0 34842.8 2390.2 35.3 62.3

　 　 　 　 　 　 　

2001 108972.4 66878.3 39769.4 2324.7 36.5 61.4

2002 120350.3 71691.2 45565.0 3094.1 37.9 59.6

2003 136398.8 77449.5 55963.0 2986.3 41.0 56.8

2004 160280.4 87032.9 69168.4 4079.1 43.2 54.3

2005 186700.9 96918.1 79559.8 10223.0 42.6 51.9



第七章作业

• 1、《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十一章，第368-369页，复习与思考

：1、2、3、5、6、7。

• 2、《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十一章，第392-393页，复习与思考

：1。

• 3、《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十二章，复习与思考(P392-393):  
2、3、5、6、10、1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