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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与社会生活》

内容概要

南旭光编著的《经济学与社会生活(第2版)》把精辟的经济学理论放在现实的社会生活问题中娓娓道来
，旨在激发读者对经济学的兴趣，并提供有助于理解与分析社会生活问题的基本经济学工具与框架。
    全书共分十二章，从一杯咖啡说起，向读者慢慢摊开了一幅社会生活问题的经济学画卷，内容涉及
社会发展、社会公平、价格限制、消费选择、行为博弈、垄断经营、政府规制、投资理财、通货膨胀
、社会保障、医疗改革、环境污染、国际贸易、汇率改革、经济增长、自主创新等社会生活问题的重
要方面，可以告诉读者经济学、社会与生活的链接。
    《经济学与社会生活(第2版)》对所讨论的社会生活问题做了精心策划，按照易为读者接受的方式安
排了逻辑顺序。缘于此，读者朋友不必按照顺序阅读，不必负担读完整本书的压力，可以在咖啡的浓
香中轻松地有选择地学习经济学。

Page 2



《经济学与社会生活》

作者简介

　　南旭光，管理学博士，副教授，重庆大学工商管理流动站博士后，重庆市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
主要从事金融经济学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所撰写的五十余篇学术论文见于《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中国软科学》等专业期刊，所著的《博弈与决策》《银行信贷中的不规范行为及其治理方式研究
》《新编金融基础教程》等五部学术专著及教材已相继出版。
　　周孝华，管理学博士，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芝加哥大学、瓦布
莱索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证券投资与金融工程方面的研究，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
目十余项，在《管理世界》《管理工程学报》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出版《地方政府
投融资平台风险管理》《基于行为金融的IPO抑价研究》等六部专著及教材。②必要时冻结物价和工
资。政府通过立法程序，在一定时期内强行冻结工资和物价。③制止垄断价格。政府通过制定相应法
律，制止垄断企业哄抬价格，同时约束大企业扩张，增加竞争能力；抑制公用事业部门的价格垄断等
。④以税收为基础的收入政策。政府规定一个恰当的物价或工资的增长率，然后用税收的方式来惩罚
物价和工资超过增长率的企业和个人，同时用津贴的方式来奖励物价和工资增长小的企业和个人。⑤
降低关税。政府配合对外贸易政策，降低关税，以使进口商品价格降低，从而降低国内物价上涨的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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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咖啡与经济学：生活需要经济思维
章首引语
1.1 小咖啡大经济：寻常味道
生活中的咖啡
国际咖啡组织
咖啡经济
1.2 经济学解析：舶来的科学
经济学的简历
经济学是什么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
1.3 经济学思维：人人都可成为经济学家
机会成本
边际变动
效率与公平
1.4 经济运行机制：市场与计划
市场机制
计划机制
政府干预
1.5 经济分析：准备好了吗？
2 经济发展与社会贫困：社会目标缘何有如此冲突？
章首引语
2.1 经济发展：数字的逻辑
资源
生产可能性
国内生产总值
经济发展
2.2 贫困：苦难的事实
世界性贫困
贫困的原因
对抗贫穷
2.3 收入与财富的分配：要公平也要效率
公平性测度
社会公平失衡
社会目标及治理
2.4 税收：政府的经济调控
认识税收
税收的转嫁与归宿
税收政策调控
3 价格机制与政府行为：作用是怎么实现的？
章首引语
3.1 供求：价格怎么定下来的？
需求：愿望和能力
供给：满足需要
供需均衡
3.2 价格弹性：为什么打折幅度不一样？
弹性：变化的反应
生活必需品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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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促销：弹性的利用
3.3 价格限制：强行规制有效吗？
最高限价：控制与打压
最低限价：支持与保护
最低工资：劳动力市场的底价
3.4 定价机制：价格听证有用吗？
价格听证：渐入决策舞台的制度
价格听证实践：任重而道远
4 效用感知与消费选择：我们该如何出手？
5 行为博弈与信息经济：我们到底该如何行动？
6 市场势力与政府规制：政府还应该做什么？
7 金融市场与投资理财：货币财富是怎样造就的？
8 通货膨胀与失业难题：为何要面对如此的隐痛？
9 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险：体制改革的路还要走多远？
10 国际贸易与汇率改革：全球市场为何不和谐？
11 低碳经济与资源战略：发展是否可以不污染？
12 经济增长与自主创新：谁来提升国家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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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治理通货膨胀：政府在行动　　类似于中医强调“望闻问切”就是要找到治疗的方法，治理通货
膨胀也要区分不同的原因。　　紧缩性货币政策。一般而言，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货币供应无节制扩
张所引起的。因此，应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来减少社会总需求，促使总需求与总供给趋于一致。主要
手段有：①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商业银行存款货币的创造能力，从而达到紧缩信贷
规模、减少投资、压缩货币供应量的目的；②中央银行提高再贴现率，抑制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的贷
款需求，抑制企业的贷款需求，鼓励居民增加储蓄等缓解和减少通货膨胀的压力；③中央银行通过公
开市场业务向市场出售有价证券，以减少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和企业单位、居民个人的手持现金或
在商业银行的存款，从而达到紧缩信用、减少市场货币供应量的目的。　　紧缩性财政政策。紧缩性
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税收和减少政府支出等手段，来限制消费和投资，抑制社会总需求，其主
要手段有：①增加税收，一方面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弥补财政赤字，减少因财政赤字所增加的
货币发行；另一方面又直接减少企业和个人的利润、收入，从而减少企业投资，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支
出。②削减财政支出。一是削减政府投资、行政事业费等购买性支出；二是削减各种福利支出、财政
补贴等转移性支出，来达到消除通货膨胀隐患的目的。③发行公债。可以利用其“挤出效应”，降低
民间部门的投资和消费基金，抑制社会总需求。　　物价和收入管制政策。对成本推进型、结构型或
混合型通货膨胀而言，有效的方法是物价和收入管制政策，其主要手段有：①指导物价和工资。政府
确定“工资一物价”指导线，规定在一定年份内允许货币总收入增长的一个目标数值，并相应地控制
每个部门的工资增长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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