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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一体化趋势的研究
高　杰　马红燕

（西安翻译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5）

【摘　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学领域专家的经济分析和研究迈出了新的步伐。基于此，通过简单分析我国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建立，以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的差异和相关性，为我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启示和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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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建立，凯恩

斯主义宏观经济体系的建立，以及新古典综合论将微观经济学

与宏观经济学相结合的早期尝试。经过经济学家的不断研究，

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呈现出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1 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建立

1.1 西方经济学的萌芽阶段

西方经济的最初阶段是在 15 世纪至 17 世纪之间，当时重

商主义是主要特征。马克思评价重商主义是“对现代生产模式

的第一次理论讨论”。而重商主义的研究是讨论如何创造财富，

受流通领域的限制，最初讨论的焦点是关于经济政策和对外贸

易发展，以及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总的来说，重商主义理论和

政策建议比较偏颇和肤浅，还没有建立完整的研究体系。

1.2 西方经济学的形成阶段

17 世纪到 19 世纪 70 年代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形成的阶段，

主要以支持经济政策灵活发展的古典经济为代表。在亚当·斯

密的《国富论》中批评了当时盛行的重商主义意识形态，反对

国家干预经济，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古典政

治经济理论，这也是现代经济的特点，也是经济史的一场新革命。

1.3 微观经济学的形成与建立阶段

新古典经济学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与古典经济学相比，

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变化是基于边际效用的价值观，主张需求

和消费，并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30 年代。法国学者瓦尔拉斯提

出的“边际效应”学说得到了很大的反响。经济学家庞巴维克

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更加完善的研究体系和理论

框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经济学家马歇尔

在 1890 年的著作《国家财富理论》中总结了生产成本及其边际

效用理论，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均衡价格理论”，提出了微观经济。

然而，到了20世纪 30年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已无法发挥作用，

面临着大萧条带来的衰退。

1.4 宏观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阶段

20 世纪 30 年代，通过完善凯恩斯主义，现代西方经济学

应运而生。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6年发表了《经济学原理》，

对生产规模和就业水平进行了综合研究，为失业问题提出了解

决措施。国民收入问题是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核心，以政府宏观

调控为指导，构建了当代宏观经济学。

2 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区别

2.1 基本假设的差异

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基本前提的差异。

一个具体的成就是，当微观经济学产生一个假设时，需要相应

的假设进行辅助。总的来说，必须从以下的前提出发：第一，

经济市场必须是绝对理性的；第二，经济市场必须是有组织的；

第三，信息必须是完全对称的。宏观经济只涉及两个条件。第一，

经济市场必须疲弱；第二，政府必须愿意干预经济活动。

2.2 要素差异

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不同。

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包含了很多细节，包括经济市场的价

格平衡、消费者行为、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社会资源的分配等。

2.3 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

微观经济学研究的课题比较独特，集中在单一经济课题下

的经济行为。基本上，旨在研究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

微观经济学首先是研究人口和企业的日常经济行为，以达到最

大的经济效益。

2.4 故障处理的差异

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也不同。微观经

济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社会资源的分配。更详细地说，微观

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是企业产品的内容、生产过程和最终过程。

通过研究，可以帮助企业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从而提高经济

效益。所以，与宏观经济学相比，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比较

单一，重点是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模式。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

是社会资源的利用，主要是对社会未利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因此，宏观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分析社会资源对经济整体发展

的利用情况。

3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联系

3.1 研究内容互相补充

在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的假设基础上，建立微观经济，主要

分析如何合理配置和利用资源，以实现资源应用效率的最大化。

宏观经济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资源的开发和利

用。

3.2 相同的研究目的

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但无论哪种类

型，研究目标都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优化社会

资源配置，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3.3 使用相同的研究方法

通过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前提是假设经济

体系相对稳定，摒弃经济体系变化可能带来的后果。首先从资

源的使用和配置入手，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实证研究，

详细分析当前存在的具体问题，不包括其他方面。在此基础上，

可以看出，两者都采用实证研究，并保持整体一致性。

3.4 宏观经济学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

宏观经济的构成以微观经济为基础，近年来对经济的研究

得到加强。此外，部分内容属于宏观经济研究范畴，但也渗透

了微观经济研究的方向。此外，宏观经济分析基本上以微观经

济分析为基础，因为微观经济可以决定宏观经济总量与宏观经

济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关系。

4 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建立

由于20世纪 70年代的石油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滞

胀”现象，但凯恩斯主义未能缓解这一经济现象，反而引发了

另一场危机。于是，反凯恩斯主义思潮开始蔓延，形成了货币

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测学派三大流派。理性预期学派强调

用理性预期来协调宏观经济，积极寻求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凯恩斯理论在解释其经济理论时强调矛盾。在追求利益最

大化的微观行为者的行为中，大多数人的经济行为形成的宏观

经济行为者并不追求利益最大化。一个理性的个体变成了一个

整体，就变得非理性。这一矛盾贯穿于凯恩斯的整个理论，但

凯恩斯并没有解释和研究这一问题，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主要针

对这一矛盾攻击凯恩斯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利用微观假

设建立了宏观行为模型，为宏观经济现象提供了微观基础，两

者之间的沟通是一种合理的期望。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微观实

体的行为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微观实体可以通过预测性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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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避免宏观经济政策的利润受损，从而改善其行动机制。然而，

这种基于理性预期的协调行为将产生不同的宏观经济效应，并

将对政策的有效性产生重大影响，这取决于这些预期是如何形

成的。通过提高合理预期，在微观实体和宏观变量之间架起了

一座桥梁，建立了互动机制，为宏观经济增加了微观基础。

5 对宏观一体化趋势的评论

由于凯恩斯主义在解释和解决“滞胀”这一经济问题上存

在薄弱环节，一批凯恩斯主义支持者积极寻求从凯恩斯主义主

题中寻求解决办法，一种新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新凯恩斯主

义尊重原凯恩斯主义的市场不确定、需求不足和宏观经济效率

三个基本原则，并继续吸引包括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在内的其

他学派的观点和思想。从微观经济的缺陷出发，可以通过建立

复杂模型理论来弥补凯恩斯主义的缺陷。这些都是新凯恩斯主

义学者为推动现代经济的新方向，促进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一

体化发展所做的努力。在重新形成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新凯

恩斯主义学者主要在工资和价格刚性这一主题上寻求突破，通

过劳动力市场中合同的存在来解释劳动工资价格的固定，并在

产品中引入“菜单成本”和“价格”。通过调整凯恩斯主义的

主题，解释固定产品价格的经典“不确定性”的进步，推动了

凯恩斯主义的发展，这为现代经济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

视角。经济学是一门指导实践的学科，必须能够解释现实和客

观的经济现象，经济理论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取得巨大的进步和

发展。正如当前的传统经济理论是解决当时经济问题的理论研

究一样，任何经济理论都不能掉以轻心。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才能真正解决经济理论的实际问题。

经济学本身是一门完整的学科，旨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

社会资源使用效率，让人们的生活更幸福，无论研究对象是单个

微观实体还是整个经济实体。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不能被视

为两门不同的学科，否则会降低完整性，也会导致经济理论实践

的基础不足。现阶段，西方经济通常采用微观行为和假设来分析

宏观问题。总体报告可视为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宏观经济报告。

随着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逐步建立和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

用，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正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

结论

总之，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个重要的经济学研究

方向，在基本假设、基本内容、研究对象、问题解决等方面都

存在较大差异。然而，由于两者都属于我国社会经济研究的范围，

因此它们在研究内容上相互补充。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应与经

济发展同步进行，已成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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