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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围绕宏观经济学的四个基本问题展开阐述: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经济波动的原因是什么,失业和
通货膨胀率是什么关系,商品市场、货币市场与国际市场均衡的条件是什么。本书作者严格基于原始文
献写作,尽全力亲自收集权威数据绘制图表。书中表述方式契合大学生的认知心理。每一章均按照先讲
“假设”,再讲“定义”,然后讲“分析框架”,此后提出“命题”,紧接着进行“经验研究”,最后提出“
结论”的“科学推演体系”进行讲解,读来由浅入深,能把初学者带入堂奥的宏观经济学世界。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宏观经济学”课程教材,尤其适合大学本科生阅读;对于研究生以及商业领域从
事宏观经济研究、政府部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工作人员,也是良好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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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管理类精品教材》

精彩短评

1、了解宏观经济学框架 并且进行一定较为深入了解的书 最厉害的地方就是逻辑演绎化 条理化 
2、案例，应用和框架讲的不错，穿插着经济学史，课前总结不错，但是，这本书受众不合适管理类
教材，我想只有学过一定宏观的才看懂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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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管理类精品教材》

精彩书评

1、最近读了张苏老师的《宏观经济学》，从书本的第一章，读者就可以了解到整个宏观经济学所讨
论的基本问题，张老师从一个高屋建瓴的角度综观宏观，让我对宏观经济学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张老师对这些话题的讨论，从经济学术语的定义开始，没有门槛，即使你没学过经济学，你也可以看
懂宏观经济学，我觉得这是这本书最了不起的地方。能解开难题不是最伟大的，但是能把难题以简单
的方式讲出来，我觉得那就是太了不起了。在这本书里，张老师会告诉你什么叫做规范，小到每一个
数据、每一张图表的来源，大到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模型解释，张老师在他的宏观经济学里做到了规范
而又易懂的讲解。此外，我觉得从这本书里，张老师还在培养着我们的一种学术思维，我们应该如何
做研究，如何去思考一个问题？张老师告诉我们，用科学推演体系，从假设开始，探究研究对象，设
计框架进行分析，推演出命题进行经验研究，然后检验，修正，到最后得出结论，可以对宏观经济学
理论有很透彻的了解。这对其他的学术研究也有很好的启发作用，也可以用这种“科学推演体系”进
行思考。这本书读来真是受益匪浅，还有很多亮点不胜枚举，我确信，这是一本好书，值得我推荐，
也值得你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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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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