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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宏观经济学是研究整体经济现象、总量经济关系及其运行规律的经济学

分支。

研究对象
主要考察国民经济总体规模、经济增长、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失业率

等宏观经济现象及其相互关系。

宏观经济学的定义与研究对象



从古典经济学派到凯恩斯主义，再到新古典综合派、新凯恩斯主义等，宏观

经济学经历了不断的发展与演变。

发展历程

包括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供给学派等，各流派在

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上存在差异。

主要流派

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与流派



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与方法论

方法论

运用总量分析方法，研究宏

观经济变量的相互关系及其

变动规律；同时采用实证分

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探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

与实施效果。

基本框架

包括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

运行与调控等方面。



政策目标
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

济目标。

政策工具

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与工具

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等，政府通过

运用这些政策工具来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实现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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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与统计口径
官方统计机构、企业报表、调查数据等，需确保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数据的准

确性。

国民收入核算体系
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生产总值（GNP）等在内的综合指标体系，

用于衡量一国经济活动的总量。

核算方法
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国民收入的形成、分配和使

用过程。

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及方法



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的量增加，通常表现为

GDP或人均GDP的增加。

经济增长概念

通过比较不同时期的GDP数据，计算增长率来衡量经济增长的速度

和幅度。

经济增长测量

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进步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以及政策、制度、

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经济增长的概念、测量与因素分析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如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传统社会、起飞前准备、起飞、成熟、高额消费和追求生活

质量六个阶段。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与模式比较

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
包括自由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和混合经济等，分析各模式的优缺点及适用条件。

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演变
探讨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不同阶段的主导产业更替规律。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经济增长

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政策

包括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生态保

护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推动经济增

长方式的转变。

绿色GDP核算体系

将环境成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真实反映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的协

调发展，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

态的良性循环。



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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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周期性失业等。

失业类型

经济周期波动、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不

完善等。

失业原因

个人收入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经济增长潜力受损

等。

失业影响

失业的类型、原因及其影响



一般物价水平持续上涨的现象。

通货膨胀定义

需求拉上型、成本推进型、结构性通货膨胀等。

通货膨胀分类

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GDP平减指数等。

通货膨胀度量

通货膨胀的定义、分类与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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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斯曲线

短期内，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可能存

在替代关系，即降低失业率可能伴随

通货膨胀率上升。

短期关系

长期关系
长期内，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可

能不存在稳定的关系，需考虑其他经

济因素。

描述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反向变

动关系的曲线。

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探讨



治理失业政策

加强职业培训与教育、完善劳动力

市场、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等。

治理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政策建议

治理通货膨胀政策

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控制总需求、提高生产效率等。

综合治理策略

针对具体经济情况，综合运用各种

政策工具，实现失业与通货膨胀的

有效治理。



货币政策与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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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导机制
通过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改变市场利率和资产价格等途径，实现货币政

策目标。

货币政策目标
稳定物价、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及金融稳定。

货币政策工具
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政策、公开市场业务等，用于调节货币供应量

和市场利率。

货币政策的目标、工具与传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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