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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理》

内容概要

《经济学原理》是北京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经济学原理”的配套教材。作者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
人类如何通过合作而发展的科学，将市场看作动态的、演化的、带有不确定性的世界，尤其强调了企
业和企业家的价值，并系统介绍了奥地利学派理论，改变了传统经济学教材的静态均衡、完全理性的
市场观念和缺少人文精神纯事计算等缺陷。本书全面介绍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又不失独到的见
解和鲜活而贴近中国读者的案例，使读者一览经济学全貌之余，获得全新的启发。为方便课堂教学及
学生自学，本书设有“课堂讨论”“延伸阅读”“思考与练习”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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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维迎，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进
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直接参与了对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研究；1990年9月入牛津大
学读书；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
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市场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企业
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1999-2006）和院长（2006-2010）。主
要著作包括：《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1995），《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1996），《企业理
论与中国企业改革》（1999），《产权、政府与信誉》（2001），《信息、信任与法律》（2003），
《大学的逻辑》（2004），《论企业家》（2004再版），《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2005），《竞
争力与企业成长》（2006），《价格、市场与企业家》（2006），《中国改革30年》（2008），《市
场的逻辑》（2010），《什么改变中国》（2012），《通往市场之路》（2012），《博弈与社会》
（2013），《改革新启蒙》（2014），等。另有数十篇中英文学术论文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2000
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获得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08年，选入中国经
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评选的“改革30年，经济30人”；2011年，因对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开创性研究荣获
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年，获得网易财经“年度最有影响力经济学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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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索引
关键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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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2017-18(2016)】读得很慢，字也小了点，每次读一章，不知年底前能否读完。。。从去年10月读
到今年3月，横跨半年6个月，终于读完。就教材而言，非常不错，能很有兴趣地读下去。当然，也因
为是教材，比较深的内容，需要另读其他书目补充。整部书的结构也很好，有延展阅读，也有做笔记
的留白。
2、有一些现在实际的例子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分析。可读性强，适合初学者学习。
3、观点立场都抛开不谈。作为一个教材。张维迎把事情说清楚的能力。通过本书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在这方面一贯非常有特长。
4、语句有重复。图画的不好。
在批判别人，但真正的教科书只阐明自己的观点就够了，何必说别人不好。
和西方经典经济学教科书没什么理论性差别。张先生引以为豪的企业家精神其实也没多深奥。
四星鼓励一下
5、我觉得很有趣，和曼昆的不同，但是各有千秋，丝毫不逊色！
6、张老师这本书可以说是相当经典。放桌边，时常再看。
7、难得有一本经济学的书能从头到尾看下去，这本通俗易懂，为小白量身定做，后悔没有早点读。
很多疑惑都能找到答案，很多商业行为以及日常行为都能找到理论逻辑依据。经济学能帮助我们了解
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转的，应当设为高校的基础必修课
8、作为非专业人士，读经济学无非是想开阔思维，天生对数学无感，只读了前几章。两点收获：1.存
在即合理；2.不要忽视机会成本和潜在条件。个人比较笨，读一本书能明白一两个道理就已经很满足
了。
9、第一本原理类的书 还算读得下去
10、这是一本恰巧同“无为而治”撞衫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教科书。在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占据主流经
济政策的今天，张维迎等人的观点或许只能充当反对派的角色。但这本书或许很适合推荐给那些不经
世事毕业不久就掌握权柄的年轻刀笔小吏们：那些看似严谨精心设计地干预经济运行的良策，往往不
是一剂良药能药到病除，而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后遗症无穷。
11、这是一本不适合初学者看的经济学原理，奥地利学派的观点非主流就不说了，关键还是本书的语
言太专业化，涉及到的知识也超出了初级微观和初级宏观的范畴，像宏观索洛模型那一章简直都快高
宏了......当然本书还是有优点的，那就是案例有很多都是中国的，不像曼昆的都是美国的案例，另外
本书关于创新和企业家的两章很新颖
12、贵。重。
13、张维迎教授在本科教材里毫不讳言的对当今政府的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提出这么多异议实在让人
佩服，虽然文笔结构和详细程度略逊曼昆版，但论述倒是接中国的地气的很而且案例十分之新，在国
内一众老古董教材还在用小明小王举例还有动辄80年代案例时，真真可谓一股清流。最后看到一个评
论深以为然，不为考试看教材，太爽了。
14、水平怎么样不知道，但原创性在国内应该首屈一指，个人感觉比曼昆的可读性强。
15、奥派论述虽然很有道理，但是模型做的没新古典经济学漂亮，看起来有点不科学。如果张维迎把
奥派理论模型做的更漂亮，学术性就上去了。
16、个性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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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作为国内一线的经济学家，张维迎一直是坚定地站在市场学派的立场上，杨小凯、张维迎、刘胜
军们一直与林毅夫们在各种场合争辩，然而，中国市场化的道路还是在行进中不断犹疑，市场也一直
在不停地给政府干预擦屁股和背黑锅。原本以为这和列位经济学家喜欢出的评论书籍一样，虽然也对
名字有所迟疑，但还是收了。拿到一看，竟然真的是一本教材！好吧，离在学校学习也已经年，倒是
可以复习基础知识了，特别是此书发表了很多作者自己的观点，可以说在介绍宏观经济学的同时直接
表示了对凯恩斯学说的反对意见。经济学早已进入数学时代。而张维迎明确提出，数学本来是经济学
研究的工具，但现在经济学却有变成数学奴隶的危险。保罗克鲁格曼说过去一百多年，经济学是沿着
数学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的确如此，如果不能建模不能用数学证明的则被忽略。而事实上，所有的
模型都是在假定的绝对条件下进行的，而真正的市场是不可能有这种完美条件的。“数学固然要用，
但使用数学是为了研究经济学，而不是为了让经济学去迎合数学。经济学要真正进步，一定不能被数
学所束缚。”此话甚为有理。贴现率和贴现因子的概念引用到生活中，我自己正经历了从贴现率小到
贴现率变大的转变，所以现在更注重享受当下。“民主和自由相比，首先是手段。民主的目的就是保
证自由，如果民主变成了侵害自由的 手段，那么民主就没有任何价值了。”这句话把自由和民主的关
系阐述得到位精辟，也使人容易明白为什么最民主的美国会把自由看得比民主更重要。社会功利主义
试图通过加总个人效用得到社会福利函数，而效用是不可加总的。这大概就是我们经常觉得自身感受
和官方数据不符的原因之一。对于吉芬商品存在与否，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不存在吉
芬商品，但没有严格证明这个命题。另一些学者认为存在吉芬商品，但没有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吉芬
商品。个人并不认可吉芬商品的理论，因为觉得吉芬商品的现象其实是可以从消费者偏好和信息不对
称等原因作出解释的。此书特别强调了企业家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利润就是对企业家付出的回
报。企业家是创新的主要动力。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企业家将只在那些有替代性保护手段
的领域从事创新。一个稳定的政策预期环境对于企业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恰恰是我们的企业家面
临的困难和问题。科斯定理认为，只要产权明晰，市场谈判的结果就可以达到帕累托有效，政府最重
要的任务，不是补贴或者收税，而是清楚界定、严格产权保护。经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要素驱动
、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是依次递增的。企业家精神是否能得到有效发挥，关键
取决于制度环境。最根本的制度是产权制度和商业自由。只有对私人产权予以充分保护，人们有从事
商业活动的自由，企业家才有激励去投资、去创业、去创新，经济才可能发展起来。央行调节货币供
应量的方法，第一种，公开市场操作，央行与指定交易商进行有价证券和外汇交易。第二种，调整法
定存款准备金率。第三种，调整再贴现率。第四种，其他手段，包括调整准备金利率，常备借贷便
利SLF，给特定的商业银行或者大公司设立一种贷款，央行可以通过这种贷款直接增加货币供给量。
作者非常推崇奥地利学派，认为要用结构化的思维看待经济，结构比增长更重要；谨慎使用宏观经济
政策，因为人为永远比不上市场，容易适得其反。不用考试而读教材的感觉还是很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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