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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

课程教学大纲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总学时为学时数 ☑理论课（含上机、实验学时）

总学时为周数 □实习 □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

课程编码 7043921 总学时 48 学时 学分 3学分

课程名称 宏观经济学

课程英文名称 Macroeconomics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微观经济学

适用专业 经济与金融、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工商管理、统计学

开课部门 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

二、 课程性质与目标

宏观经济学是以整体经济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理论经济学，是经济与金融、国

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工商管理、统计学等经管类本科生的学科基础课程。通

过本课程的教学，能使学生比较全面、系统地把握宏观经济理论的框架体系，掌

握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和分析方法，学会如何运用所学到的理论分析工具，解

释和分析现实中的经济问题。

知识目标：掌握宏观经济的基本指标及其衡量；掌握 GDP 的核算方法，了解

国民经济循环流量图、各种收入恒等式和失业的类型；掌握短期国民收入决定理

论，从总需求变动角度说明均衡国民收入如何决定和产生波动，以及如何向均衡

状态调整；掌握 IS-LM 模型，在一般物价水平不变假定下，分析产品市场和货币

市场分别达到均衡和变动的条件，以及两个市场同时达到均衡和变动所需的条

件，重点是利率的决定以及利率在经济短期波动中的作用；掌握 AD-AS 模型，掌

握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的基本含义及表示，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涉及的基本

经济效应、推到、政策变动的影响和不同情况下对总供求产生作用的理论分析；

掌握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原因，掌握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掌握经济周期理

论；掌握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的基本问题的分析方法，能够运用蒙代尔-弗莱明

模型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开放条件下的效应；掌握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基本手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掌握长期国民收

入的决定，区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掌握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掌握经济增长

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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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目标：充分理解政府干预和调节整体经济运行的必要性、合理性；理解

政府在解决经济问题中需要采用的各种经济政策措施；分析整体经济运行机制及

其效果；使用总量分析方法，分析国民收入决定以及均衡国民收入的影响因素；

运用宏观经济学知识，分析现实生活中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问题，以及它们的影

响因素；运用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及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等新理念，

独立分析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并提出比较有效的政策措施和建议；分析现实中

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并对其效果进行评价。

方法目标：掌握宏观经济学中边际分析、均衡分析、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

静态分析与比较静态分析、总量分析、供求分析法、流量与存量分析、事前与事

后分析、归纳推理等方法工具。

能力目标：培养同学们的经济学素养，提升数学运用与统计分析、宏观分析、

宏观调控、政策执行、团队协作、批判思维、观察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

课程思政目标：

（1）培养学生树立经济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理念。

（2）培养学生爱国、诚信、勤奋的价值追求。

（3）弘扬国家富强、法治的精神。

三、 课程教学基本内容与要求

1.教学内容一 宏观经济学导论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宏观经济学的产生

宏观经济学产生的理论背景与历史背景；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发展、演变的

简史。

第二节 什么是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宏观经济学的六大现实问

题。

第三节 宏观经济学的特点

不同于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侧重经济政策分析的特点。

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宏观经济学产生的背景；宏观经济学发展的简史。

理解：宏观经济学的现实问题；宏观经济学的政策目标方法。

掌握：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宏观经济学的研究。

2.教学内容二 宏观经济的基本指标及其衡量

教学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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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衡量

GDP 的含义和衡量；名义 GDP 和实际 GDP 的区别，GDP 和 GNP 以及 NI 的区别。

第二节 价格水平及其衡量

衡量价格水平的主要指标、通货膨胀的含义。

第三节 失业及其衡量

衡量失业的主要指标；充分就业和自然失业率。

第四节 与基本指标相关的宏观经济问题

与总产出指标 GDP、价格水平指标 CPI 和失业率相关的宏观经济问题：失业、

通货膨胀、滞涨、增长问题。

第五节 本章评析

对 GDP 指标、价格水平指标、失业指标的评析。

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核算 GDP 的收入法和部门法。

理解：GDP 的内涵；收入法与支出法的等价性；核算 GDP 的收入法；名义 GDP

和实际 GDP 的区别、充分就业的概念和自然失业率。

掌握：GDP 的概念；核算 GDP 的支出法；GDP 和 GNP、NI 的区别；GDP 平减

指数及其应用；消费价格指数及其经济含义；通货膨胀的含义；失业的类型。

3.教学内容三 国民收入的决定：收入-支出模型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

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原理和基本方向；两部门经济下有效需求的原理和框

架。

第二节 两部门经济：家庭部门

消费函数和消费倾向、储蓄函数和储蓄倾向、消费函数和储蓄函数的关系；

其他消费理论。

第三节 两部门经济：企业部门

投资和资本边际效率、投资和利率、投资的 q理论。

第四节 三部门经济：政府部门

三部门经济中政府需求的内涵、政府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

第五节 四部门经济：国外部门

四部门经济下国外需求的影响因素、净出口的决定。

第六节 影响需求的重要机制：乘数

乘数原理、消费乘数、投资乘数、政府购买乘数、转移支付乘数、税收乘数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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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本章评析

对均衡国民收入决定原理、消费需求决定理论、投资需求决定理论、乘数机

制理论的评析。

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市场经济下宏观经济各部分的循环流程；均衡国民收入决定的基本方

向；有效需求的原理和框架；其他消费理论。

理解：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区别和经济意义；影响消费的其他因

素；影响预期收益的因素；政府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国外需求的决定因素；净

出口如何影响总需求。

掌握：消费需求量是由什么确定的；平均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平均储

蓄倾向、边际储蓄倾向；消费行数和储蓄函数的关系；资本边际效率的定义和计

算；投资和利率的关系；投资的 q理论；政府需求的内涵。

4.教学内容四 国民收入的决定：IS-LM 模型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产品市场的均衡：IS 曲线

IS 曲线的含义；IS 曲线的代数推导；IS 曲线的斜率；IS 曲线的移动。

第二节 货币市场均衡：LM 曲线

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的决定；LM 曲线的含义；LM 曲线的代数推导；LM 曲线

的斜率；LM 曲线的移动。

第三节 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共同均衡：IS-LM 模型

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共同均衡的含义、共同均衡与失衡、共同均衡的调整和

变动。

第四节 本章评析

对 IS-LM 模型、货币需求理论的评析。

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产品市场的均衡；货币需求的决定；货币供给的决定。

理解：IS 曲线的推导；LM 曲线的推导。

掌握：IS 曲线的含义；IS 曲线斜率的影响因素；IS 曲线的变动；LM 曲线的

含义；LM 曲线斜率的影响因素；LM 曲线的变动；产品和货币市场共同均衡的变

动与经济政策的联系；货币需求的动机；流动性陷阱；IS-LM 均衡不同区域的经

济含义。

5.教学内容五 国民收入的决定：AD-AS 模型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AD 曲线及其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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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需求曲线（AD 曲线）的含义、价格变动的效应；AD 曲线的推导、AD 曲线

的变动和影响因素。

第二节 AS 曲线及其变动

总供给与总供给曲线（AS 曲线）的含义；AS 曲线的推导、AS 曲线的变动和

影响因素；特殊的 AS 曲线、AS 曲线不同特征的经济含义。

第三节 AD-AS 模型

AD-AS 模型的含义；AD-AS 模型的基本类型。

第四节 AD-AS 对外来冲击的反应

对总需求方面冲击的反应；对总供给冲击的反应。

第五节 本章评析

对 AD-AS 模型的评析；对 AD-AS 模型、IS-LM 模型和凯恩斯主义国民收入决

定模型的比较和评析。

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特殊的 AS 曲线、IS-LM 模型和 AD-AS 模型之间的内在联系。

理解：AD 曲线的含义；AD 曲线的推导；AS 曲线的含义；AS 曲线的推导。

掌握：总需求曲线的利率效应；总需求曲线的实际余额效应（财富效应）；

凯恩斯主义总供给曲线的特殊形式；总供给曲线不同特征的经济含义；AD-AS 模

型的一般情况、极端的短期情况和极端的长期情况；AD-AS 模型对生产能力变动、

资源供给变动和供给冲击的反应。

6.教学内容六 失业与通货膨胀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失业

失业的宏观经济学解释；失业的影响和奥肯定律。

第二节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类型和原因；通货膨胀的影响。

第三节 菲利普斯曲线

菲利普斯曲线的含义、菲利普斯曲线的推导；适应性预期与菲利普斯曲线、

理性预期与菲利普斯曲线；利用菲利普斯曲线解释通货膨胀的原因；通货紧缩和

滞胀、利用菲利普斯曲线分析滞胀。

第四节 本章评析

对失业理论、通货膨胀理论、菲利普斯曲线的评析。

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古典经济学对失业原因的解释；现代货币主义对失业原因的解释；货

币主义学派对通货膨胀成因的解释；菲利普斯曲线的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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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凯恩斯和新凯恩斯主义对失业原因的解释；失业的影响；通货膨胀的

惯性；预期因素在菲利普斯曲线中的作用；经济波动的根源和经济波动的传导机

制。

掌握：奥肯定律；通货膨胀的含义；通货膨胀的类型；菲利普斯曲线的含义；

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适应性预期与理性预期；通货紧缩的定义和影响；滞胀

的定义和原因；利用菲利普斯曲线解释滞胀。

7.教学内容七 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经济增长的描述与事实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国家间收入水平差异的衡量；经济增长的基本

问题包括哪些。

第二节 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

第三节 新古典增长模型

哈罗德-多马模型；索洛模型；考虑技术进步的索洛模型。

第四节 增长核算

增长核算方程及经验估算、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第五节 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

鼓励技术进步、鼓励资本形成、增加劳动供给；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分析：

以创新驱动战略为例。

第六节 经济周期

经济周期的定义、阶段和类型、经济周期理论。

第七节 本章评析

对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的评析；创新驱动战略与经济发展。

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国家间收入水平差异及其衡量；增长核算方程；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

经济周期理论。

理解：经济的总产量、人均产量和人口增长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新古典增

长模型的基本假定、思路、稳态条件和结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经济增长理

论的应用；经济波动的根源和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

掌握：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增长的基本问题；经济增长的直接

原因和根本原因；应用新古典增长模型解释收入差异和增长率差异；资本的黄金

律水平及其经济学条件；经济周期的定义、阶段和类型。

8.教学内容八 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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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国际收支与汇率

国际收支的含义；汇率与汇率制度；国际收支的平衡及影响因素、BP 曲线

的推导。

第二节 开放宏观经济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基本思想。

第三节 固定汇率制度下的政策效果

固定汇率制度下的财政、货币和贸易政策效果分析。

第四节 浮动汇率制度下的政策效果

浮动汇率制度下的财政、货币和贸易政策效果分析；国际金融三元悖论。

第五节 本章评析

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理论与经济全球化；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与中国经济

开放政策。

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度的特点。

理解：国际收支所反映的国际经济联系；实际汇率对净出口的影响；国际收

支平衡的内涵；BP 曲线的推导。

掌握：国际收支的含义；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区别；如何用 BP 曲线分析

国际资本流动对利率变动的反应敏感程度；BP 曲线移动的经济含义；蒙代尔—

弗莱明模型的基本思想；不同汇率制度下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经

济效果；国际金融三元悖论的基本内容和理论依据。

9.教学内容九 宏观经济政策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充分就业，稳定物价，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宏观

经济政策目标的一致性与冲突。

第二节 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与财政政策工具；自动稳定器的优劣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选择；

财政政策效应。

第三节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与货币政策工具；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和货币供给间的关系；货币

政策效应。

第四节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局限性与协调

财政政策的局限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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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供给管理政策

人力政策；收入政策；指数化政策。

第六节 本章评析

宏观经济政策的局限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借鉴。

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补偿性财政政策；功能财政和充分就业预算盈余；人力政策；收入政

策；指数化政策。

理解：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之间的一致性与冲突关系；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赤字和公债的关系；李嘉图等价原理；“相机抉择”与“规则”之间争论的焦点

问题和理论依据；宏观经济政策的局限性。

掌握：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财政政策工具；政府支出和政府收入的构成；

公开市场业务、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及其作用机制；基础货币；货币乘数；

基础货币、货币乘数与货币供给的关系；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主张；货币政策

的政策规则；财政政策的时滞；货币政策的时滞。

四、 课程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讲授 实验
习题、讨

论

课内

学时

小计

课外

学时

1.教学内容一 宏观经济学导论 2 0 0 2 0

2.教学内容二 宏观经济的基本指标及

其衡量
4

0 0
4

0

3.教学内容三 国民收入的决定：

收入-支出模型
5

0 1
6

0

4.教学内容四 国民收入的决定：

IS-LM 模型
5

0 1
6

0

5.教学内容五 国民收入的决定：

AD-AS 模型
5

0 1
6

0

6.教学内容六 失业与通货膨胀 6 0 0 6 0

7.教学内容七 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 6 0 0 6 0

8.教学内容八 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 5 0 1 6 0

9.教学内容九 宏观经济政策 6 0 0 6 0

合 计 44 0 4 4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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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本课程重在讲授宏观经济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以培养起学生

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兴趣和经济学思维，并能掌握基本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教学设计如下：

1.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案例分析等教学方法，充分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

学手段，整体优化教学过程和教学内容，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2.贯彻精讲的原则，突出重点，简化推导，图文并貌，重在基本概念、基本

理论的理解。

3.贯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讲述中辅以一定量的习题讨论课，给学生

出一定量的思考题和习题，并要求学生完成一定量的作业，以提高学生对宏观经

济学课程基本概念的深入理解。

4.分析与总结相结合，宏观讲授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对讲授内容及时总结，

对重点内容深入分析，深入浅出，循序渐进。

5.对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评析。实事求是的

分析宏观经济理论的优缺，重在学习和探讨。

通过思政元素与课程内容的有机结合，实现立德树人的基本要求，具体如下：

1.宏观经济政策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解决第

一民生问题“就业”；通过一些中国实际案例的讲解，能生动形象地说明中国在

宏观经济政策应用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这些都可以激发任课教师和同学们的爱

国主义情怀。

2.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

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创新。

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市场经济体系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现象，

从而会出现周期性失业。因此，国家必须对经济进行干预，发挥政府在经济中的

作用，通过财政政策（移动 IS 曲线）和货币政策（移动 LM 曲线）的实施，使两

个市场（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这些分析，能帮助同学们

理解政府干预和调节整体经济运行的理论依据、逻辑与可能。

在现实经济中，宏观经济政策要达到理想的效果，实现充分就业，还必须满

足一些条件：

条件一：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必须由法制和制度来保证，并不是普通

的、简单的、人为的行政命令，只有在法治框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才是长期的、

稳定的和有效的；要想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需要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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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可以弘扬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条件二：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需要诚信作为基础。一方面，需要政府

讲求诚信，给社会和人们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可预期的政策机制；另一方面，

需要人们讲究诚信，遵守各种规章制度。只有这样，宏观经济政策才能发挥预期

作用。在这里可以培养同学们有关诚信方面的价值追求。

条件三：宏观经济政策要达到预期效果，最终还是要通过消费和投资才能实

现；消费和投资会对经济活动产生乘数效应，而为了使乘数效应持续下去，需要

劳动者努力工作，这体现了一种思想：任何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参与者的努力。

在这里可以培养同学们有关勤奋方面的价值追求。

3.培养学生树立经济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理念。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

的是实现国家的富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这里可以很好的弘扬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民实现国家富强的精神，从而进一步激发任课教师和同学们的爱国主义情

感。

六、 教材与参考资料

1.教材

编写组，《西方经济学》（第二版）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

社，2019，ISBN：978-7-04-052641-7。(马工程重点教材)。

2.参考资料

（1）吴振信等，《宏观经济学教程》（第 2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北

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ISBN：978-7-5121-3752-3。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七版（宏观部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18，ISBN：9787300248776。

（3）曼昆，《宏观经济学》（第九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ISBN：9787300230382。

七、 课程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标准

课程考核方式：平时考核（出勤，平时作业、小测验，课堂讨论）与期末闭

卷考试相结合。在平时考核中，也注重学生的思想品德，考察学生在爱党爱国、

理想信念、诚实守信、仁爱友善、责任义务、遵纪守法等方面的表现。在平时作

业、小测验、课堂讨论中，加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要求学生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成绩评定标准：采用百分制，期末考试占 70%，平时成绩占 30%。具体如下：

考勤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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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作业、小测验 10%

课堂讨论问题 5%

期末考试 70%

八、 大纲制(修)订说明

大纲执笔人：王书平

大纲审核人：吴振信

开课系主任：孙强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陶晓波

制（修）订日期：2021 年 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