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版序

35年前 (1987年),我們本著予初學者提供可初窺經濟學堂奧、獲得完整且正

確的經濟學概念,並多以台灣的事例進行說明,讓讀者增進對台灣經濟現象

之了解等目的為職志, 開始出版包含上下兩冊的經濟學入門教科書 《經濟

學 理論與實際》。 然後,自1998年起開始出版這本全一冊的 《經濟學》。

這本教科書過去每4或5年即改版一次。 在2021年下半年,張清溪教授

即與我們兩人討論, 距第5版問世已歷5年, 是否該再改版。 此事尚未有定

論, 清溪兄卻慟於2022年元月意外辭世, 讓我們兩人萌生應速完成其遺願

之心。 清溪兄是這本被暱稱為 「台大四人幫」經濟學教科書之掌舵者,且主

動挑起許多事務性的工作;本書能順利多次改版,清溪兄居功厥偉。

我們兩人認為,為了讓國人記得,清溪兄對國內經濟學之推廣曾有此一

貢獻,萬不能讓此教科書隨清溪兄的辭世而驟止改版。 在2009年6月, 「四人

幫」的另一夥伴劉鶯釧教授回到天上的家之後,我們即是基於此一想法,將

此書持續改版,並將四位並列為合著者迄今。

就入門教科書而言, 必須涵蓋的內容, 主要是基本的經濟學概念, 以及

重要經濟現象之發展,難以包含太多深奧、複雜的新理論。 由於基本經濟學

概念不會有太大變化,因此,這次改版與前幾次相同,除了更新統計資料,個

體經濟學的部分調整不大,但總體經濟學部分有較大的調整。

在章節方面,前8章屬於個體經濟學範疇,其章節順序大致維持不變。第

1、2章介紹基本概念與市場供需。 第3章討論市場機能,是個體經濟學的核

心。 第4章分析外部性與公共財兩項市場失靈;第5章討論市場供需的基礎

消費者與生產者行為。 第6章介紹市場結構,包括了四種市場。 第7章國

際貿易討論國與國間之交易,是市場機能的應用。 第8章討論要素市場,包

括要素需求與要素的供給。

第9章至第16章是屬於總體經濟學範疇。 由於總體經濟學所討論的議

題,主要包括經濟的短期波動,涵蓋國民所得、就業與物價的變動,以及長期

的經濟成長,因此這次改版時,將 「經濟成長」移至 「國民所得與物價指數」

之後,讓讀者對總體經濟議題先有個概略的了解。

這次改版較重要的調整如下。 第9章更清楚說明 GDP與國民所得的關

係,另外也新增以連鎖法計算實質GDP的方法。 第10章介紹經濟成長的概

念。 台灣在1960–2000年期間的高成長,被經濟學家譽為是 「經濟奇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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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首先簡介台灣長期經濟成長的軌跡,後半部分則從比較利益的角度解釋

電子業初期的發展。

第12與13章討論景氣波動的議題。 經濟衰退時, 現代政府都會推出擴

張性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以求減少經濟衰退之衝擊。 第12章從菲利浦

曲線的概念出發, 說明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操作方法; 第13章則說明擴張性

財政政策,並討論消費券 (2009年)之效果。

由於金融面密切影響實質面,因此這次改版將「國際金融」移至第14章,

並說明匯率干預在台灣央行的貨幣政策裡的重要角色。 第15章介紹凱因斯

總合供需模型, 本章的內容大幅度改寫, 以更簡明扼要的方式介紹這個模

型。 最後一章 「全球化、資產泡沫與金融危機」, 則加上了對幾件 2010年以

來嚴重衝擊國際經濟的重大事件的簡略說明,包括美中爭霸、新冠肺炎疫情

與反全球化逆流。

雖然 「四人幫」如今只剩我們兩位,我們還是努力地改版,作必要的修正

與補充。 期待改版後的本書,能繼續為國內有志於修習經濟學之人士,提供

一本優質的教科書或參考書,進而為提升國內民眾的經濟學觀念,略盡棉薄

之力。 每次改版都受惠於許多經濟學界朋友與讀者的鞭策與指正, 這次也

是一樣。 感謝所有關心這本教科書,跟我們提出建議的所有朋友們。

本次改版,我們感謝吳慕凡小姐重新繪製經濟行為流程圖。 另外,我們

特別感謝黃品鈞同學協助校對。 事實上,他的貢獻遠超過校對的範圍,他常

指出我們沒寫清楚,甚至寫錯的地方。 我們這次已改正了過去的不少錯誤,

但總還是有不盡週全的地方。 書中若有錯誤,希望讀者仍舊不吝給予指正。

許嘉棟．吳聰敏

2022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