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罗·萨缪尔森小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保罗·萨缪尔森小传》

13位ISBN编号：9787115274861

10位ISBN编号：711527486X

出版时间：2012-3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页数：19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保罗·萨缪尔森小传》

前言

本书是对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思想精髓的高度提炼。萨缪尔森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
家之一，人们仅通过他的著作就能感受到他的风趣、睿智和光辉。从萨缪尔森的同事和学生那儿搜集
到的轶事以及对其个人经历的回顾可以让我们领略到萨缪尔森教授的伟大造诣。    1963年秋天，作为
麻省理工学院的新生，我很荣幸地成为了保罗·萨缪尔森教授的学生。大多数学生都因从他那里学到
了如此多的经济学核心理论而受益匪浅，我对他的感激之情更是无以言表。我之所以能进入麻省理工
学院，也是仰仗萨缪尔森教授。1963年春末，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研究生，我决定从所学的物理学专
业转到经济学专业。我的导师拉尔夫·比尔斯(RalphBeals)给保罗打电话，希望他能接受我。尽管那时
候已经有些迟了，而且我还没有获得大学学位，但最终还是如愿以偿了。    我喜欢在麻省理工学院所
学的课程，尤其享受萨缪尔森所教授的课程。授课时，他在最初的半个小时(有时是一个小时，偶尔是
一个半小时)里思维会非常活跃，会从一个主题很快扩展到另一个主题，有时候会评论经济学领域的最
新成果，有时候会就引用的参考文献进行详细阐述，然后在课程的最后时刻，他会使用事先已经准备
好的笔记对整堂课的内容进行总结。他总是能提出新颖的见解，而这些见解是从教科书中无法得到的
。我来麻省理工学院的目的就是认识伟大的思想家，而萨缪尔森给我的惊喜是无法想象的。    在我研
究生的第一个暑假到来时，保罗邀请我做他的研究助理，帮助他编辑、整理论文集的前两本。这是一
种研究复杂理论的好方法。在做这份工作时，我领会到这样一个道理：如果理解了萨缪尔森的理论，
就能理解整个现代经济学。萨缪尔森已经取得了众多令人羡慕的成就——在每一个研究方向上，他的
工作都足够深入。他用自己的行动说明了做研究并没有必要在深度和广度上进行取舍。恰恰相反——
只有了解了每一个组成部分，才能更好地了解整体。如果一个人想真正理解经济体系，他仅仅是宏观
或者微观经济学家是不够的，他还不能忽视金融学，但也没有必要成为一名金融学家，他需要理解经
济增长理论和动态经济学，也需要理解静态资源分配原则。事实上，萨缪尔森在其早期的著作《经济
分析基础》中，就已经致力于这些理论之间关系的研究。    另一种印象是，也许萨缪尔森早已超越了
经济学的一般法则。他在理论研究上不仅具有绝对优势，而且具有相对优势。他所著的教材《经济学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有些人在解释经济学原理方面也做得很好，但他们的解释或是稍微有些偏差
，或是遗漏了一些小地方，而恰恰就是这些地方造成了他们与萨缪尔森之间的巨大差别。萨缪尔森发
展了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俄林(Ohlin)的理论，提出了要素价格均等化学说；建立了显示性偏好理论
和世代交叠模型；并精确阐述了纯公共物品理论。试问，如果萨缪尔森全身心地投入研究，他是否能
带来足够下一代经济学家用心探索和完善的更多的经济学命题？其实，萨缪尔森与其他人的工作是互
补的。正是因为他对这些思想理解得如此透彻，才能把它们阐述得这般完美；也正是因为他追求对理
论的完美阐述，才使得他的经济理论最终以精确的数学模型形式展现出来。    我认为我们两个人的人
生之路注定会有交集。我们都来自于印第安纳州的钢铁制造小镇——加里(Gary)，而且在他们家搬走
之后的数十年里，我们家依然在那里居住。跟保罗一样，我的母亲(比他早出生一年)也是从芝加哥大
学获得的学士学位——因为大萧条时期，除了本地大学外人们别无选择。我确信，在加里镇度过的童
年里所遭受过的贫穷、不公、失业和歧视给我和萨缪尔森带来了同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是我们这个社
会关注的焦点，对此人们怎么会无动于衷呢？人们又怎么会真正相信仅靠市场自身就能解决这些问题
或是提出完美的解决方案呢？    要读懂萨缪尔森，我们首先要理解他的社会伦理学，这里面融合了萨
缪尔森的高深智慧及其对数学和其他学科的热爱。这一学科推动他的研究不断深入，例如在阐述纯公
共物品理论时，他对政府的合理角色进行了基础性定义；又如在消费者借贷模型中，他引入经济增长
动态理论及社会保险的作用。萨缪尔森不但能理解市场的有效性，而且能理解它的局限性。他善于运
用数学并且发展了麻省理工模式——运用“微观”模型解释整个经济运行。他强调经济均衡理论具有
很大的局限性，并且论证了如果模型足够精致，那么该模型对世界的解释也会更精确。    大萧条对萨
缪尔森这一代人来说具有分水岭意义。凯恩斯学派发起了理论界的革命。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大萧条
，但如果抛弃了古典经济学，人们又怎能对市场经济保持信心？上一代人煞费苦心，竭尽所能把问题
的影响程度降到最低。在增长理论传播到麻省理工学院的激动人心的日子里，我们曾学习过“黏性增
长模型”，在这个模型里，资本在进入具体模型前具有可塑性，我们也得到“提醒”：类似的情况还
发生在人力资本中。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会使我们形成思维定势，一些幸运儿也许能冲破定势，但是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更多地会固守现有模式。尽管“提醒”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但它确实是我们麻
省理工学院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会把它作为智力资本的一部分发扬下去。尽管萨缪尔森在芝加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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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过教育，但他却并非完全根植于古典学派而对凯恩斯思想置之不理。通过与古典学派的融合，他
尽可能地保留了古典经济学。    即使撇开凯恩斯学派的失业问题，我认为萨缪尔森也从未完全相信市
场是完美的，至少这是我在听到对芝加哥学派的极端主义及对市场的盲目信任的抨击后所得到的结论
。正是这些抨击使我更深地质疑新古典模型的基本假设：完全对称信息和完全竞争市场。相较于“芝
加哥学派”已经建立的具有一定意义的关于完全竞争和完美市场的简单模型，我更信服于其批判者。
模型有助于指导我们的思维，但是我们永远不要让对简单模型的分析替代了我们的思维，或隔绝了我
们与现实的联系，包括最初将我们引入经济学的现实问题。    我很幸运能成为保罗·萨缪尔森的学生
——不仅仅是因为通过他的大量著作来学习有六十多年历史的整个经济学专业，而且因为我是他的一
个“嫡传弟子”。作为他的学生，我最深的感受就是：萨缪尔森是一个榜样，是我一直以来都想要学
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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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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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迈克尔·森伯格(Michael Szenberg) (美国)阿隆·戈特斯曼(Aron Gottesman) (美国)拉尔·
拉姆拦坦(Lall Ramrattan) 译者：刘庆林 徐荣丽迈克尔·森伯格(Michael Szenberg)，博士是著名经济学
家，还是佩斯大学(Pace University)商学院鲁宾学院(the Lubin School of Business)金融和经济系主任。他
的著作——《经济学的新领域》(New Frontiers in Economics)是和拉尔·拉姆拉坦(Lall Ramrattan)合作完
成的，前言由保罗·萨缪尔森撰写(200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阿隆·戈特斯曼(Aron A.
Gotesman)，博士是佩斯大学商学院鲁宾学院金融和经济系副教授。他是《保险逻辑》(Insurance Logic)
第二版的合作者(2005年由凯普特斯出版社出版)。拉尔·拉姆拉坦(Lall Ramrattan)，博士在加利福尼亚
大学的伯克利分校教授经济学。他的著作——《著名经济学家的反思》(Reflections of Eminent
Economists)是和迈克尔·森伯格合作完成的(2004年由埃尔加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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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他将经济学定位于一系列价值判断和精密科学之间，承认“我们的心灵确实经常蒙蔽
思想和眼睛”。他曾经批评过一位宣称是信仰自由主义但在其文章中却从来都没有体现过自由主义的
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他的批评语言相当严厉：“我想知道他是否知道自己有心，虽然他已经使用它
那么长时间了。”公平地说，萨缪尔森成长过程中经历的由战争导致的经济繁荣和大萧条对他的思想
产生了重要影响。萨缪尔森说：“更重要的是我亲眼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钢铁小城——印第安纳
州的加里带来的繁荣：东欧的工人因每天能工作12个小时、一周工作7天而欢欣鼓舞。我也看到了我的
家庭在繁荣之后的大萧条中所经历的痛苦。还有，当我10岁时，我们住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海边，
当经济泡沫破灭时，我亲眼看到了当时的场景。”然而，萨缪尔森解决不公平的方法既不是行慈善，
也不是忽视提高效率。相反，他的方法是要最大限度地、和谐地使本质上不同的目标得以满足。虽然
萨缪尔森在经济上不存在问题，但他还是会极力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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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保罗·萨缪尔森是谁？在本书中，我们分别展现了萨缪尔森作为学生、导师、政策制定者、哲学家、
理论家和名人的方方面面。但是，保罗·萨缪尔森并不仅仅是上述身份的综合体，“保罗·萨缪尔森
”这个名字对于经济学而言具有特殊含义，他是智慧、精确和信心的代名词。萨缪尔森勇敢地面对所
有读者，撇去傲慢与自闭，只留下聪慧和机智。然而，萨缪尔森的声音充满自信，耐心地揭示着经济
学的秘密——他像篝火旁的知己，给读者讲述着经济学中的故事。萨缪尔森以他的热心和细心闻名于
世，他的那些伟大成就让世人甘愿在远处景仰，而他则谦虚地表示自己只是“交响乐队中的一个演奏
者”。而事实上，萨缪尔森是公认的20世纪下半叶经济学界的领路人。    今天，我们生活在麻烦重重
的时代，社会结构在尖刻争论中悄然扭曲，像萨缪尔森这样能够在战乱环境下做出如此杰出贡献的经
济学家，是我们现代社会乃至未来世界的希望。    最后，我们希望你会喜欢这本书的幽默和内涵，我
希望这本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对保罗·萨缪尔森做到了客观的呈现。对新入门的经济学家，希望这本
书会给你不断进取、探索经济思想的动力。我们以萨缪尔森最喜欢的一句话作为本书的结尾：“过程
永远比结果更重要！”最后，我们将最衷心的祝福送给亲爱的读者：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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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成为《新闻周刊》的专栏作家、像聪明人那样投资获利，或是拥有斯文加利或拉斯普丁那样的魔力，
等等，在我的价值天平上都一文不值，我对实证科学所做出的贡献才是最重要的。　　——保罗·萨
缪尔森我很幸运能成为保罗·萨缪尔森的学生——不仅仅是因为通过他的大量著作来学习有六十多年
历史的整个经济学专业，而且因为我是他的一个“嫡传弟子”。作为他的学生，我最深的感受就是：
萨缪尔森是一个榜样，是我一直以来都想要学习的榜样。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约瑟夫·斯
蒂格利茨很难找到合适的语言来充分概括萨缪尔森伟大的一生。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希望能够创作哪怕
只是一篇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章，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方法。然而，萨缪尔森一生
却创作了许许多多这样的文章。从国际贸易到金融领域、从增长理论到投机活动，几乎包括了各个方
面的经济问题，其中许多文章为几代学者提供了理论依据。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保罗·克
鲁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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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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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Strongly recommend! This book introduces Samuelson' s whole academic life briefly, both his words and
thoughts are profound, even charming. It inspires me greatly.
2、有意思！看到了经济学大师的另一面！
3、2012-05-06，12：00-14：00读毕，很多轶事很有意思，有利于理解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萨氏是
天才级人物，本来不想拿博士学位，在妻子鼓励下写出开拓经济学分析之路的作品，并认为这本书是
本科生水平。
4、书后有防伪标志，试了一下是正版的，印刷质量好，纸质也不错，而且到货很快，比估计的提前
了两天
5、这是一本帮助读者快速了解Paul A.Samuelson一生的入门读物，内容简介明了，归纳到位。虽然我
对书中那些热情洋溢的赞美之辞持个人的保留意见，但我还是不得不承认Samuelson是一位伟大的经济
学家。
6、很好的图书，看了很有收获，送货也非常及时。
7、很短，很有趣
8、这本小传 适合对萨缪尔森的人生经历已经有一定了解的人去阅读，这样就像遇见一个许久不见的
老朋友似的。
9、伟大的经济学家，看他的著作能清晰的感受到老人家很朴实，真诚。值得人们尊敬。
10、经济学大神的传记，通俗易懂，翻译不错
11、真是一部“小传”，更像一部作者对保神的回忆散文。文笔是不错的，平和而深沉(也许是译者的
功劳)。不过，文章除了片段式的记述保神的轶事，和扑面而来的溢美之词外，其他则没有什么。如果
你想知道保神的平生，那么我不推荐这本书。
12、对萨缪尔森有了一点点粗浅的认知⋯⋯话说经济学也该读一读了
13、p.70，斯托帕—萨缪尔森定律，能很好的解释中国房地产问题。
14、短小精悍 门外汉的我觉得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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