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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七节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的汇率理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
的研究现了新变化，涌现出一批以Obstfeld ＆ Rogoff（1995，1996）为代表的重要研究成果。这些文献
在研究范式（paradigm）与研究结论方面都与传统的开放宏观经济学有所不同，因而被国际学术界称
为“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 新开放宏观经济学（new open economy macroeconomics，NOEM）对
国际金融领域的许多理论与政策问题进行了全新的分析，提出了新的见解。由了二新开放宏观经济学
所使用的模型在理论深度与数学分析的复杂程度方面都大大超过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模型，所以本
节只对新开放宏观经济学做非常简要的评述，而且只涉及关于汇率决定的理论分析。 一、新开放宏观
经济学的创新点 新开放宏观经济学与传统开放宏观经济学相比，主要创新点有两项。 第一，新开放
宏观经济学避免了传统宏观经济学分析方法缺乏微观基础的通病。传统分析方法往往针对特定的议题
设计带有特殊性（ad hoc）的宏观模型，这些模型与微观个体的最优行为之间缺乏联系，不同模型之
间也缺少逻辑上的连贯性与协调性。新开放宏观经济学将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引入宏观经济分析框架
，在符合预算约束和成本约束的前提下，根据消费者效用最大化以及厂商利润最大化等准则推导出关
于消费、生产、投资、储蓄、进出口等宏观经济变量的最优决策。由此而来的宏观政策建议符合微观
经济个体的最优行为，从而具有坚实的微观理论基础。 第二，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比传统的
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更贴近现实，也更具有灵活性。在传统的分析框架中，有的以灵活价格和充分竞
争为前提，不能解释价格刚性和市场垄断等现象；有的只关注单个或局部市场上的部分均衡，不能分
析全部市场相互联结、相互制约的一般均衡现象；有的以静态分析或比较静态分析为主要手段，不能
分析跨期均衡等动态现象。新开放宏观经济学将名义刚性（nominai rigidity）和不完全竞争（inlPerfect
competition）纳入动态一般均衡（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分析框架，形成一个构思精妙而又贴近
现实的理论模型，从而能对许多国际金融现象作出系统的分析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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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部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教材:国际金融学(第2版)》中国际金融学是从国外移植进来的一门学科
，其涉及的许多概念、原理和学说对我国学者来说还面临如何用规范的中文予以表述的问题。由于各
个学者的知识背景不同、理解的角度迥异，因此许多概念的表述在不同的中文文献中也有很大差别。
《教育部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教材:国际金融学(第2版)》在这方面不吝笔墨，在反复推敲的基础上试
图廓清歧义，推崇规范的中文表述，以便学生在修学国际金融课程的开端伊始，就能走上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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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国际金融编写非常细致，对一些易误解的概念也进行了说明；非常注意结合中国实际；提供
大量实际会用到但是一般教科书里不讲的分析方法，比如外汇占款的口径等等；对其他教科书介绍很
简单的内容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另外，专栏写得非常精彩！
2、书很好，是考验金融类必备
3、书很好，正版赞一个 个个
4、非常细致，逻辑概念清晰，帮助很大，目前为止看过的专栏写得最好的教材之一。
5、编写的很细致，但是有些符号和文字的错误。
6、模型讲得比易行清晰耶，而且这本很能延展渗透，都能顺便过过我的borgen瘾，能看出来奚老师控
翻译校对，毕竟大部分注释都为此服务（反而罗斯柴尔德没翻出来。。
7、很细致，知识点很详细，思路也对
8、课本讲的东西还是比较深奥的，不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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