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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理念

1.1 关注学生的发展

理念内核为：以人为本，因材施教，以生为主，以师为导。秉承关注人、培育人和

发展人的基本理念，立足于教学对象的客观实际
①
，实事求是地因材施教，优化教学教

法；发挥教师的导向功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形成为学善学的

良好习惯，创新学习方法，实现有效学习，提升学习效率。

1.2 关注教学的有效性

理念内核为：宣示规范，优化秩序，引导自觉，追求卓越。规范的依据是制度，制

度供给的目标则在于构建促进公平与效率的有效秩序。在理性经济人的哲学假定前提下

②
，有效的微观制度设计，是课程教学实施的基本前提之一。对制度的有效宣示，达到

意思表达的一致性，则是制度实施和秩序优化的基本保障。通过制度的执行，在制度他

律的作用下，规范和约束教学双边行为，将其引向自觉，培育高尚的教风与学风，使得

教与学变得卓有成效。

1.3 关注教学的策略

理念内核为：严肃过程，求实创新，先念为纲，灵感为形。立足于制度规范，克服

课程教学实施过程中可能滋生的随意性和放任散漫，做到教与学的务实；同时避免胶柱

鼓瑟，在拟定课程教学大纲的指导下，积极关注和探索教学工作在方式方法上的创新，

追求多样化的实现形式，求真务实，做到不拘一格。

1.4 关注教学价值观

理念内核为：德才双馨，内外兼修，以德为体，以才为用。教师当以学高为师，以

身正为范，以约束、规范和优化自身的行为，并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对学生的教育与培

养当做到德才并举，它表达了人才培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统一的内在诉求。唯有

以德为体，以才为用，方能图远，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目标的和谐统一。

① 对教学对象客观实际的把握是一个动态修正的过程。由于先验模式的非完备性，因此，在课程推进的前期阶段，

要尽快把握教学对象客观实际，并在此基础上，对课程实施大纲进行适应性调整。

② 经济学强调哲学视角的理性经济人，但现实实践中却存在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而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

看，理论对主体的哲学假定则更为实际地体现出不完全理性、机会主义倾向和多元目标等特点。因此，有效的制度

供给至关重要。



2

2 课程介绍

2.1 课程的性质

宏观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课程本身集基础性、工具性和启发性

于一体，使得课程的学习价值远远突破了其理论体系划定的边界。

2.1.1 课程的基础性

课程旨在讲述经济学关于经济核算与增长的主题，演绎经济学的理论架构，培养学

生的经济学思维方式，并学会像经济学家那样去思考现实中的各类经济问题。通过对宏

观经济总量指标、经济问题（如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周期等）与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

对经济增长问题的透视等等，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经济学素养，并为专业学科的学习奠

定理论基础。

2.1.2 课程的工具性

正如同凯恩斯所表述的那样：经济学不是教条，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智慧工具，一

种思维方式，它有助于掌握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凯恩斯，1922）。课程对经济学分

析方法、思维方式和理性逻辑的塑造，具有积极的支持和催化作用，使其成为一把开启

专业学科知识大门的宝贵钥匙。

2.1.3 课程的启发性

课程在造就学生学科理论修养基础的同时，发挥着理论认知上的启发意义，做到触

类旁通的功能效果；在经济学决策方法和原则的探究中，启迪关于个体和社会整体问题

分析的理性。

2.2 课程在学科专业结构中的地位、作用

2.2.1 课程在专业结构中的地位

《宏观经济学》具有基础性、工具性和启发性特征，决定了它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

业学科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课程建设的有效性将影响专业建设的整体绩效。

因此，积极推进、创新和完善《宏观经济学》课程建设的实践，无疑会更充分地体现其

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建设的整体进程中的支撑、助力和示范价值。

2.2.2 课程在专业结构中的作用

（1）奠定基本的经济与管理范畴的理论素养，具备专业学科学习和认知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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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培养理性的经济学思维，掌握和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达到在不同专业学科

学习过程中，深化认识、完善思维、优化方法的目的，提升学习效率；（3）以专业主

导课程为依托的学科建设，提供可供学习的行为范式，在推动学科建设水平，提升学科

建设绩效方面，发挥积极的示范效应。

2.3课程的历史与文化传统

《宏观经济学》课程有着悠久的建设发展历史。以经济思想的久远可以追溯到 2000

多年前，而其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则有数百年的实践，《宏观经济学》是古老的

成熟的。经济学，亦称市场经济学，主要介绍流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现代经济理论

与经济政策。以 1776 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为标志，经济学历经了 200 多年

的风雨沧桑。在这个不长不短的历史进程中，从斯密、李加图、萨伊、穆勒、马尔萨斯、

马歇尔到凯恩斯、萨谬尔森、卢卡斯、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大师辈出。从古典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经济学

流派林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带来经济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以致于文献上有“经

济学帝国”之称。

《宏观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市场经济制度下稀缺资源如何进行有效配置的科学，

同时也是我国对流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现代主流理论经济学的一种特殊称谓。由于

历史的原因，经济学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才被作为批判性借鉴的对象陆续引入我国高

等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课程目录。但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深入，经济学的学科地位

快速上升，并在九十年代中期成为我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程。经济学分

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自设置以来，开设了《微观经济学》

和《宏观经济学》课程。本学期开设《宏观经济学》，32 学时，2个学分，第 3学期开

课。

为适宜新形势的要求，在专业负责人的带领下，课程组就课程的框架体系、教学大

纲、教学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多次调整和修正，重构教学内容体系，改革教学方法；建立

了实习基地，强化对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

2.4课程的前沿及发展趋势

围绕“资源配置”的主题，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理论研

究与创新探索却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在经济学家们问鼎经济学桂冠的同时，也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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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开启了认知经济学前沿的视野。这些前沿领域
①
体现在：经济增长的新视点与新视角

——新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学与心理学边缘交叉的理论创新——心理经济学，走进实验

室的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向政治领域拓展的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向产权制度

进一步拓展的新制度经济学，理性的回归与再造——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等等。

从发展的未来趋势上看，首先，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变化本身就是一种趋势，没有一

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本着科学的态度看待各种理论间的差异和不足，从中学习

有价值的，抛开挑剔和无止境的争论，在发展中与时俱进，是实现这种发展应有的理性。

其次，经济学仍将主要提供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方法有助于其它学科开阔思路，并渗入

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三，学科交叉现象日益突出。不同领域、同一领域不同方向的

学者间的沟通将影响到各自的研究效率，需要有效的交流方式。第四，经济学的发展会

坚持人本主义方向，担起其分析与研究人类活动的社会科学的责任。

2.5课程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各行各业急需大量懂经济、会管理、

创新型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从政府宏观调控、企业生产经营、家庭消费、个

人决策，无不碰到经济学真理。而经济学既研究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消费行为，又研究

多姿多彩的企业经营，还大胆解说政府日益加码的经济调控。它既赞美价格机制这只“看

不见的手”的效率优势，也大胆承认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宏观经济是研究国民经济的

整体运行中充分利用经济资源的科学——以国民经济整体的运行为对象，以资源的充分

利用为解决的主要问题，以收入理论为中心理论，以总量分析为方法，其基本假定为市

场失灵、政府有效。只有熟练掌握了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才能够理解并熟练运用，指

导经济社会生活实践，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2.6课程内容可能涉及到的伦理与道德问题

《宏观经济学》内容丰富，涉及伦理与道德问题有：（1）经济人假定。经济学重

点关注人的经济属性——理性的经济人，但人们在追逐个人利益同时，经常也会增进社

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促成社会利益时所能够得到的那一种要更好，因此，经济学

不能排除同情心、怜悯、慈善等道德因素。（2）可持续发展问题。生产者最终目的是

获得最大化的利润，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如：三聚氰胺事件、假药事件、公地悲剧等，

因此应加强监管和教育，不能以牺牲生命和环境为代价，要考虑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①胡希宁、步艳红.前沿经济学理论要略[M].北京：研究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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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学习本课程的必要性

《宏观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社会科学，它被誉为社会科学的

皇后，它是古老的艺术，是新颖的科学，世界上经得起推敲的最缜密的理论体系之一；

它是介于科学和艺术之间，能够把依据于证据的理性和来自于心灵的目的很好地结合。

《宏观经济学》可以培养学生更为严密的逻辑思维和更理性的经济学思维能力，使

其掌握有效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学生分析经济现象、掌握经济规律、运用经济运行的规

律来指导个人消费决策、企业经营决策的能力；有助于分析政府宏观经济政策、预见未

来经济政策走势，并学会在顺应经济规律以及符合经济政策的条件下进行科学决策；通

过对该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熟悉市场运行规律，熟悉经济环境、把握和理解经济政策

的基本要求，并具有根据经济环境进行企业经营决策和消费决策的能力。这门课程是学

习其他课程的基础之一，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必不可少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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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师简介

3.1 教师的职称、学历

何凡，教授，博士

3.2 教育背景

2005 年—2008 年，在西南财经大学区域经济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系统学习区域

经济理论，主要研究区域竞争、就业和农业现代化等。

1993 年—1996 年，在西南财经大学区域经济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主要研究城镇

化、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等。

3.3 研究兴趣（方向）

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农业经济。

4 先修课程

4.1 正式课程教学安排方面

为形成对经济学基本问题、研究方法、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等方面的有效认知，在

开设《宏观经济学》课程之前，必要开设的理论课程主要是《经济数学》、《政治经济

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正式预修课程的安排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宏观经济学》先修课程安排与解释

课程 关系地位

《经济数学》
具有工具性功能，是经济学研究方法运用及

问题解析中不可或缺的辅助手段。

《政治经济学》 开启《宏观经济学》大门的启蒙课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培养经济学的理性思维、思辨能力和优化逻辑

等方面颇具裨益。

4.2 非正式课程教学安排方面

教学的计划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本身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并可能导致一定程度的

不适应性，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应变能力，因此，学员在课堂外的自觉学习，是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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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课程教学安排并行不悖的重要推进层面。自觉学习与自足学习作为非正式课程安排，

应该得到强调、提倡和鼓励。

结合学习的阶段、可能的理论基础和实际的理解能力，推荐课外读物：《国富论》

（亚当.斯密，1776）、《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1759）、《利维坦》（霍布斯，

1651）、《企业的性质》（科斯，1937）、《社会问题经济学》（安塞尔.M.夏普，2007）、

《新制度经济学》（卢现祥，2007）及《公共经济学》（高培勇，2004）等。

5 课程目标
《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目标的确定严格遵循着相关的教学理念，目标体系的确立

旨在有效规范“以人为本”的教学行为，并将“德才双馨”的人才培养置于目标管理的

有效路径。结合《宏观经济学》的课程特征，其课程目标主要表现在知识与技能目标、

过程与方法目标、情感态度与价值目标三个层面，而具体的目标体系如表 5-1 所示：

表 5-1 《宏观经济学》课程目标体系

课程目标
目标管理

一级目录

目标管理

二级目录

5.1 知识与

技能方面

知识目标

1.掌握经济学的性质、理论范畴与研究方法 ；

2.掌握国民收入核算及其决定；

3.掌握总需求-总供给模型；

4.掌握宏观经济问题分析（失业问题、通货膨胀

问题、经济周期问题和经济增长问题）；

5.掌握宏观经济目标与政策。

技能目标

1.道德基础上的经济人理性行为能力的改进；

2.培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3.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法的运用；

4.培养适应经济组织理性选择的能力；

5.针对宏观经济问题实证和策略思辨能力；

5.具备从事经济管理的能力。

5.2 过程与 过程目标 1.尊重拟定的大纲实施制度规则，突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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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方面 2.表现大纲实施过程的阶段性差异和结构完整

性；

3.实现大纲实施过程的弹性控制，赋予行为想象

空间；

4.保障大纲实施过程的互动性，增进生动性。

方法目标

1.基础性和层次性的结合；

2.成熟性和创新性的结合；

3.科学性与经验性的结合；

4.一般性与个体性的结合；

5.严肃性与生动性的结合；

6.主导性与多元性的结合。

5.3 情感、

态度与价值

方面

情感目标

1.情感沟通：师生间的多位交流；

2.情感共鸣：师生间的感性趋同；

3.情感和谐：师生间的理性融洽。

态度目标

1.端正纪律；

2.严肃学风；

3.自觉学习；

4.诚实行为。

价值目标

5.道德素养；

6.理论素养；

7.职业素养；

8.公益素养。

6 课程内容
结合《宏观经济学》本身的学科性质，及课程教学对象的专业特征，在长期课程教

学经验实践的基础上，对《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及学时安排如下，如表 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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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宏观经济学》课程内容及学时安排

6.1 章节 6.2 教学内容与特殊内容注释 6.3 学时

第一章（共 3节）

第一章 国民经济总量及其核算

【第一节】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他相关总量

指标

 国内生产总值的含义

【第二节】国民收入的核算方法

【第三节】国民收入的基本恒等式

2

第二章（共 7节）

第二章 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第一节】均衡产出

【第二节】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和消费函数

 消费函数

【第三节】两部门经济中均衡国民收入的

决定及变动

【第四节】两部门经济下的乘数理论

 乘数的含义

【第五节】三部门经济中均衡国民收入的

决定

【第六节】三部门经济中的各种乘数

【第七节】四部门经济中均衡国民收入的

决定及乘数

6

第三章（共 4节）

第三章 IS-LM 模型

【第一节】投资函数

 预期收益与投资

 风险与投资

【第二节】IS 曲线及其推导

【第三节】LM 曲线

【第四节】IS-LM 模型：产品市场和货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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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同时均衡

第四章（共 3节）

第四章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AD-AS

模型

【第一节】总需求曲线

【第二节】总供给曲线

【第三节】AD-AS 模型：均衡的国民收入

与价格的决定

 均衡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决定

 均衡的国民收入和价格的变动

4

第五章（共 2节）

第五章 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

【第一节】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的含义

【第二节】经济周期理论

 经济周期的阶段

4

第六章（共 3节）

第六章 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

【第一节】失业理论

 失业的种类

【第二节】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类型

 通货膨胀的原因

【第三节】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菲利

普斯曲线

4

第七章（共 3节）

第七章 宏观经济政策

【第一节】宏观经济政策概况

【第二节】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工具

【第三节】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的运用

4

合计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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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课程实施
本课程共 32 学时，分为 16 次授课，每次课 2 学时，故将每个教学单元确定为 2 学

时。学时分配：课堂讲授 28 学时，课堂讨论 4学时。

本课程教学实施包括：每个教学单元（每一次课或每一讲）的教学目标、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课前准备（教师、学生）、作业安排、参

考资料。进度安排若无特殊情况按下面计划执行，若遇特殊情况可能会根据实际授课情

况小幅度调整。每一讲教学实施的详细情况如下。

7.1 教学单元一 国民经济总量及其核算

7.1.1 教学日期

7.1.2 单元教学目标

1)了解国民经济总量的转换；

2)掌握 GDP 与 GNP 的概念，核算方法；

3)理解国民经济内在的联系及国民经济环流模型；

4)培养从宏观视角审视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

5)了解国民收入的基本恒等式；

6)掌握均衡产出内涵，并能进行运算；

7)理解国民收入均衡的内涵。

7.1.3 单元教学内容

第十章 国民经济总量及其核算

第一节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他相关总量指标

1)国内生产总值的含义；2)从国内生产总值到个人可支配收入。

第二节 国民收入的核算方法

1)国民经济的环流模型；2)国民经济总量核算。

第三节 国民收入的基本恒等式

1)两部门经济的收入构成及储蓄一投资恒等式；2)三部门经济的收人构成及储蓄一

投资恒等式；3)四部门经济的收入构成及储蓄一投资恒等式。

【重点】

国民经济总量指标：GDP、GNP；国民经济总量核算方法；国民经济环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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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

国民经济总量核算的方法。

7.1.4 单元教学过程

提问：例举有关的宏观经济现象或问题？

宏观经济学理论脉络梳理？

国民经济总量及其核算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他相关总量指标

国内生产总值的含义

国内生产总值(简称GDP)，是指经济社会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所生产的最终

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总和。

要弄清这一概念，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把握。

1 GDP是流量而不是存量。

2 GDP是经济社会生产出的产品价值而不管该产品是否销售。

3 计入GDP的必须是最终产品而不是中间产品。

4 GDP衡量的是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

5 GDP衡量的是产品当年的市场价值。公式表示为：

GDP
GDPGDP

实际

名义
折算指数  （1.1）

6 GDP是地域概念而不是国民概念。

本国在国外的要素所得外国在本国的要素所得 GDPGNP （1.2）

国民生产总值

从国内生产总值到个人可支配收入

1）国内生产总值 )(GDP ；2）国内生产净值 )(NDP ；3）国民收入 )(NI ；4）个入收入

)(PI ；5）个人可支配收入 )(DPI

价格指数

总体价格水平变化的百分比，CPI、PPI 和 GDP 折算指数；

国民收入的核算方法

国民经济的环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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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1 所示：

图 1-1 四部门的国民经济环流模型

国民经济总量核算（以GDP为例）

根据GDP的定义，国内生产总值可通过加总经济社会当年所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市

场价值得出。公式如下：





n

i
iiPQGDP

1

（1.3）

式中， iQ 为当年所生产的第 i种产品的量， iP为第 i种产品的当年价格。

（1）支出法

支出法是通过加总经济社会所有成员购买最终产品的支出来核算GDP。

用支出法核算GDP，就是核算经济社会在一定时期内消费、投资、政府购买以及出

口这几方面支出的总和。

用支出法计算GDP的公式则为：

)( MXGICGDP  （1.4）

（2）收入法

收入法是通过加总经济社会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来核算GDP。

在实际生活中，用收入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应包括以下一些项目：

1 工资、利息和租金等这些生产要素的报酬。

2 非公司企业主收入，如医生、律师、农民和小店铺主的收入。

3 公司税前利润，包括公司所得税、社会保险税、股东红利及公司未分配利润等。

4 企业转移支付及企业间接税。

5 资本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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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按收入法核算GDP的结果表示为：

GDP＝工资+利息+利润+租金+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折旧 （1.5）

从另一个角度说，整个社会的收入可分为政府收入和个人收入。政府收入就是税收，

用T表示；私人收入通常用于两方面：消费和储蓄，分别用C和 S表示。按收入法核算GDP

的结果又可以表示为：

TSCGDP  （1.6）

（3）生产法

生产法是从生产过程中创造的货物和服务价值入手，剔除生产过程中投入的中间货

物和服务的价值，按产业部门汇总新创造出来的产品和劳务增加值来衡量国内生产总

值。

表 1-2 为 2004 年我国GDP分行业增加值。

表 1-2 2004 年中国 GDP 分行业增加值

注：由于计算误差，本表中GDP与按支出法核算出来的GDP数据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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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06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第三节 国民收入的基本恒等式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到国民收入构成的基本公式：储蓄—投资恒等式。

提问：模型分析方法？

国民经济的环流模型：两部门、三部门、四部门

国民经济系统部门化的假设

两部门是一个假设的最简单的经济社会，只有作为消费者的居民户和作为生产者的

厂商，不存在企业间接税。这样国内生产总值等于国内生产净值和国民收入，都用Y来

表示。其收入流量的循环图如图 1-3 所示：

图 1-3-1 两部门国民经济环流模型

图 1-3-2 三部门国民经济环流模型

四部门经济循环图如图 1-3-3 所示：

图 1-3-3 四部门国民经济环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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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经济的收入构成及储蓄一投资恒等式

国民收入的构成情况将是这样：

一方面，从支出的角度看，由于把企业库存的变动作为存货投资，因此，国内生产

总值总等于消费加投资，公式表示为：

ICY  （1.7）

另一方面，从收入的角度看，由于把利润看作是最终产品卖价超过工资、利息和租

金的余额，看作是企业家才能这种生产要素的收入，因此，国内生产总值就等于总收入。

总收人一部分用作消费，其余部分则当作储蓄。于是，从供给方面看的国民收入构成为：

国民收入＝工资+利息+租金十利润＝消费+储蓄

即：

SCY  （1.8）

无论是从支出角度还是从收入角度，我们核算的都是同一个国民收入，因此

SCIC 

所以 SI  （1.9）

这就是储蓄一投资恒等式。

三部门经济的收人构成及储蓄一投资恒等式

其经济循环图如图 10-3-2 所示：

从支出角度看，国内生产总值等于消费、投资和政府购买的总和，公式表示为：

GICY  （1.10）

从收入角度看，国内生产总值仍旧是所有生产要素获得的收入总和，即工资、利息、

租金和利润的总和。总收入除了用于消费和储蓄，还先要纳税。然而，居民一方面要纳

税，一方面又得到政府的转移支付收入，税金扣除了转移支付才是政府的净收入，也就

是国民收入中归于政府的部分。假定用 0T 表示全部税金收入，用 RT 表示政府转移支付，

T表示政府净收入，则 RTTT  0 。这样，从收入方面看国民收入的构成将是：

TSCY  （1.11）

由 TSCGIC  可得：

)( GTSI  （1.12）

我们可将 )( GT  看作是政府的储蓄，因为T 是政府净收入，G是政府购买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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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差额即政府储蓄，这可以是正值，也可以是负值。这样， )( GTSI  的公式，也就

表示储蓄(私人储蓄和政府储蓄的总和)和投资的恒等。

四部门经济的收入构成及储蓄一投资恒等式

在三部门经济的基础上加入对外经济部门就成了四部门经济。

国民收入的构成从支出角度看就等于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的总和，用公

式表示为：

)( MXGICY  （1.13）

从收入角度看，国民收入构成的公式可写成：

TSCY  （1.14）

由 TSCMXGIC  )( 就可得到：

)()( XMGTSI  （1.15）

这一等式，也可以看成是四部门经济中的储蓄一投资恒等式。这里， S代表居民私

人储蓄， )( GT  代表政府储蓄，而 )( XM  则可代表外国对本国的储蓄，所以整个等式也

是投资和储蓄的恒等。

7.1.5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设问；案例分析。

7.1.6 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1)注释课后复习思考之名词概念；2)理解思考课后简答题题目；3)复习单元教学要

点，预习下节教学内容。

7.1.7 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教师：熟悉课程教学要点；梳理实施方案，明确执行步骤；准备经验素材。

学生：预习国民经济总量及其核算理论部分；预习国民经济总量及其核算理论部分；

查阅资料，了解经济总量相关数据，搜集经验材料。

7.1.8 参考资料

高鸿业.西方及经济学学习与教学手册（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P98-101；P192-197；P254-260

何凡、苏奎.西方经济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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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7.2 教学单元二 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一）

7.2.1 教学日期

7.2.2 单元教学目标

1）了解国民收入的基本恒等式；

2）掌握均衡产出内涵，并能进行运算；

3）理解国民收入均衡的内涵；

4）掌握凯恩主义消费理论，两部门的均衡国民收入决定，乘数理论及运算；

7.2.3 单元教学内容

第十一章 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第一节 均衡产出

1)最简单的经济关系；2)均衡产出的概念；3)投资等于储蓄。

第二节 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和消费函数

1)消费函数；2)储蓄函数；3)消费函数和储蓄函数的关系。

第三节 两部门经济中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及变动

1)两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使用消费函数决定收入；2)使用储蓄函数决定

的收入；3)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

【重点】

均衡产出；凯恩斯主义消费理论；两部门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

【难点】

国民收入内在的恒等关系；均衡内涵。

7.2.4 单元教学过程

最简单的经济关系

说明一个国家的生产或收入如何得以决定，要从分析最简单的经济关系开始。为此，

需要先作些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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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假设所分析的经济中不存在政府，也不存在对外贸易，只有家户部门(居民户)

和企业部门。消费行为和储蓄行为都发生在家户部门，生产和投资行为都发生在企业部

门，还假定企业投资是自发的，即不随利率和产量而变动。

2 假设不论需求量为多少，经济制度均能以不变的价格提供相应的供给量。这就

是说，社会总需求变动时，只会引起产量变动，使供求相等，而不会引起价格变动。

此外，还假定折旧和公司末分配利润为零。从而GDP、 NDP、 NI 和 PI 都相等。

均衡产出的概念

在假定情况下，经济社会的产量或者说国民收人就决定于总支出，和总支出相等的

产出称为均衡产出。当经济社会的产出水平等于总的支出水平时，企业生产就会稳定下

来。若经济社会的总产出超过经济社会所需要的总支出，企业所不愿意有的存货就会增

加，企业就会减少生产；若总产出低于社会的总支出，企业库存会减少，企业就会增加

生产。

均衡产出可用公式表示为：

ICY  （2.1）

均衡产出是和总需求相一致的产出。也就是经济社会的收入正好等于全体居民和企

业想要有的支出。以 AE表示总支出，则在两部门经济中

ICAE  （2.2）

从而均衡产出

ICAEY  （2.3）

收入-支出分析方法

如图 17-1 所示：

图 2-1 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

提问：均衡国民收入与潜在国民收入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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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等于储蓄

均衡产出或收入的条件 AEY  ，也可用 SI  表示。因为一方面从支出的角度看有

ICAE  ，而另一方面从收入的角度看，则有 SCY  。由收入与支出的相等可得

SCIC  ，即 SI  。

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和消费函数

消费函数

凯恩斯认为，在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着一条基本心理规律：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

也会增加，但是消费的增加不及收入增加的那么多。

消费和收入之间的这种关系被称为消费函数，用公式表示就是

)(YCC  (2.4)

增加的消费在增加的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我们称之为边际消费倾向，用MPC表示，即

Y
CMPC




 (2.5)

总消费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我们称之为平均消费倾向，用 APC表示，即：

Y
CAPC  (2.6)

消费函数可表示为：

YMPCCYCC  0)( (2.7)

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假定消费函数为线性，即假定边际消费倾向为常数，以 b来

表示。此时消费函数可写为：

bYCC  0 （2.8）

如图 2-2 所示：

O Y
45

bYCC  0

C

图 2-2 线性消费曲线

西方经济学中的相关消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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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关于消费决策的理性？

储蓄函数

与消费函数相联系的是储蓄函数。储蓄是收入中未被消费的部分。换句话说，居民

户将其收入分作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满足当前消费，剩余部分以储蓄的方式留待未来消

费，即收入=消费+储蓄。消费随收入增加而以递减的速率增加，则储蓄随收入增加而以

递增的速率增加。储蓄与收入的这种关系就是储蓄函数，用公式表示为：

)(YSS  （2.9）

增加的储蓄在增加的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我们称之为边际储蓄倾向，用MPS表示，公

式表示为：

Y
SMPS




 （2.10）

表中（4）列即为边际储蓄倾向，呈递增趋势。

总储蓄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我们称之为平均储蓄倾向，用 APS表示，公式表示为：

Y
SAPS  (2.11)

表中（5）列即为平均储蓄倾向，也呈递增趋势。

由于储蓄也只是收入的一部分，因此边际储蓄倾向和平均储蓄倾向也是大于 0而小

于 1。如图 2-3：

图 2-3 储蓄曲线

储蓄函数公式为：

YMPSSYSS  0)( (2.12)

为了分析简便，我们同样假定边际储蓄倾向为常数，从而储蓄曲线为线性。由于

SCY  ，线性消费函数 bYCC  0 ，所以储蓄函数可表示为：

YbCbYCYCYS )1()( 00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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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00 SC  ， MPSb 1 。

线性储蓄函数的几何表现如图 17-4 所示：

O

0S

S

Y

YbCS ） 1(0

图 2-4 线性储蓄曲线

在图 2-4 中，横轴表示国民收入Y，纵轴表示储蓄 S。储蓄曲线从左下向右上倾斜，

且斜率小于 1，表明随着收入的增加，储蓄也在增加。

消费函数和储蓄函数的关系

由于总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和储蓄，因此，消费函数和储蓄函数关系如下：

消费函数和储蓄函数之和总等于收入，两者互为补数，成此消彼长关系。即 SCY  ，

如果消费C增加，则储蓄 S相应减少；如果消费C减少，则储蓄 S相应增加。

APC和MPC 都随收入增加而递减，且 MPCAPC  ；而 APS和MPS都随收入增加而递

增，且 MPSAPS  。

因为 bYCC  0 ，则 MPC
Y
C

Y
bYC

Y
CAPC 


 00 ， 00 C ，所以 MPCAPC  。

同理， YbCS )1(0  ，

MPS
Y
C

Y
YbC

Y
SAPS 


 00 )1(

，而 00 C ，所以有

MPSAPS  。

第三， 1 APCAPS ， 1MPCMPS 。

因为 SCY  ，两边同时除以Y，则可得到：

APSAPC
Y
S

Y
C

Y
SC




1 (2.14)

同样，由于 SCY  ，两边同时除以 Y ，则可得到：

MPSMPC
Y
S

Y
C

Y
SC













1 (2.15)

消费函数与需求函数的关系，也可从几何意义上得到表现。

如图 17-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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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消费曲线与储蓄曲线

两部门经济中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及变动

两部门经济中国民收人的决定——使用消费函数决定收入

根据假设前提，在两部门经济中，假定计划投资是一个固定常量，是自发的，不随

国民收入水平而变化，即投资 )(I 是一个常数。而消费函数为 bYCC  0 。由均衡国民收

入的定义，均衡的国民收入是与总支出相等的总产出，有：

ICAEY  (2.15)

将消费函数 bYCC  0 代入则可得到均衡的国民收入为：

b
ICY





1

0 （2.16）

均衡的国民收入也可用几何方式表达。

图 2-6 两部门均衡收入的决定： ICY 

如果经济偏离这个均衡点，企业的销售额就会大于或小于他们的产出，从而出现非

意愿的存货的增加或减少，这会引起生产的扩大或收缩，直到回到均衡点为止。如图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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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非均衡状态

使用储蓄函数决定收入

已知储蓄函数为： YbCS )1(0  ，均衡条件为： SI  ，则联立求解可得均衡的国

民收入为：

b
ICY





1

0 （2.17）

该均衡时同样可以用几何方式表达。如图 11-3-3 所示：

O Y

SI ,

E

S

I

0Y

图 2-8 两部门均衡收入的决定： SI 

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

均衡国民收入取决于社会总支出。因此，社会总支出的变动会引起均衡国民收入的

变动。引起总支出变动的主要因素如下：

（1）自发支出量的变动

如图 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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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自发支出变动

（2）储蓄变动

储蓄与消费互为补数，因此，储蓄的变动会影响消费，进而影响总支出，使得均衡

的国民收入发生变动。如果储蓄增加，则消费减少，会使得社会总支出减少，总支出曲

线下移，均衡的国民收入减少；反之，如果储蓄减少，则消费增加，社会总支出增加，

总支出曲线上移，均衡的国民收入增加。均衡国民收入与储蓄反方向变动。

（3）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动

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动也会影响均衡的国民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变动，会使得总支出

曲线发生转动，从而影响均衡的国民收入水平。

如图 2-10 所示：

图 2-10 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消费倾向变动

课堂演算

假设某经济社会的储蓄函数是： YS 25.01000 ，投资从 300 增至 500 时，均衡收

入增加多少？

根据均衡国民收入的条件： SI  ，可得

当 300I 时， Y25.01000300  ，从而 5200Y 。

当 500I 时， Y25.01000500  ，从而 6000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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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 I 从 300 增加到 500，增加了 200 时，Y从 5200 增加到 6000，增加了 800。

两部门经济下的乘数理论

乘数的含义

用 K 表示乘数，则其公式表示为：

出的变动量引起这种变动的自发支

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量
K （2.18）

假定 Y 表示均衡国民收入变动量， I 表示自发投资的变动量， IK 表示投资乘数，

则投资乘数的公式表达为：

I
YK I 


 (2.19)

如果考察的自变量为消费，则乘数称为消费乘数，它是指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量与

引起这种变动的自发消费的变动量的比率。消费乘数的公式表示为：

C
YKC 


 (2.20)

公式（2.20）中， CK 表示消费乘数， Y 表示均衡国民收入变动量， C 表示自发

消费的变动量。

乘数的公式

经济社会各部门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某一部门投资的增加会引起其他部门发生相应

的变化，从而引起国民收入的一系列变化。

bC
YKC 






1

1
（2.21）

因为 10  b ，所以 1IK ，即投资增加引起国民收入的倍数增加。当然，投资减少

也会引起国民收入的成倍减少，可见，乘数效应的作用是两方面的。同时，乘数的大小

还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它与边际消费倾向成正向变化，若边际消费倾向大，则乘数也

大，若边际消费倾向小，则乘数也小。

乘数的图形表示

从几何意义上来看，乘数效应所反映的量的比例与关系，可以用图形来反映。下面

将结合投资乘数进行分析，如图 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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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乘数效应

投资乘数为
I
Y



。

乘数理论表明：影响国民收入的因素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更大的变动，它为后续

的宏观经济政策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当国民收入与政府所希望的国民收入不相符时，

政府就可以通过影响这些因素来实现国民收入的变动。

总结、安排复习和预习

7.2.5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设问；案例分析；演算练习。

7.2.6 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1)注释课后复习思考之名词概念；

2)理解思考课后简答题题目；

3)复习单元教学要点，预习下节教学内容。

计算题：

1 若自发投资量从 600 亿元增加到 700 亿元，则均衡的国民收入从 8000 亿元增

加到 8500 亿元，求：投资乘数？

2 若边际消费倾向为 0.8，求：政府购买乘数？

3 若政府增加转移支付 200 亿美元，若边际消费倾向为 0.8，则国民收入将增加

多少？

4 在一个资源未被充分利用的封闭经济中，边际消费倾向为 0.8，如果政府一方

面多征得 10 亿元财产税，并将此税收用作政府采购，因此一收一支，对经济的效应是

否相应抵消？若不是则对GNP的影响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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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两部门经济中，消费函数为 yc 8.0100  ，投资为 50，求：均衡收入、消费和

储蓄？

7.2.7 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教师：熟悉课程教学要点；梳理实施方案，明确执行步骤；准备经验素材。

学生：预习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做好课堂演算准备；预习凯恩斯主义消费理论、储

蓄理论和乘数论部分。

7.2.8 参考资料

高鸿业.西方及经济学学习与教学手册（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P98-101；P192-197；P254-260；P102-107；P388；P448-449。

何凡、苏奎.西方经济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7.3 教学单元三 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二）

7.3.1 教学日期

7.3.2 单元教学目标

1）理解消费函数和储蓄函数，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及乘数理论的政策价值；

2）增进对消费与储蓄的理性认知；

3）了解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与变动；

4）掌握并能够熟练进行运算三、四部门条件下的乘数；

5）理解乘数与政策作用效果之间的联系。

7.3.3 单元教学内容

第二章 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第四节 两部门经济下的乘数理论 1)乘数的含义；2)乘数的公式；3)乘数的图形表

示。

第五节 三部门经济中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

1)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2)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

第六节 三部门经济中的各种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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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资乘数；2)政府购买支出乘数；3)税收乘数；4)转移支出乘数；5)平衡预算乘

数。

第七节 四部门经济中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及乘数

1)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2)四部门经济中的乘数。

【重点】

两部门的乘数；四个部门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四个部门的乘数及其运算。

【难点】

乘数及其运算问题。

7.3.4 单元教学过程

回顾上节课程教学要点

三部门经济中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

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

在三部门经济中，从支出的角度看，总支出包括居民户的消费支出、厂商的投资支

出和政府的购买支出。公式表示为：

GICAE  （3.1）

在三部门经济中，因为引入的新的国民经济部门，并由此产生了新的变量，因此消

费函数将作出相应的调整。根据凯恩斯主义的消费理论，在三个部门经济中，消费函数

公式表示为：

dbYCC  0 （3.2）

公式（3.2）中， dY 为可支配收入，在考虑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的情况下，有：

Rd TTYY  （3.3）

其中，T为政府税收， RT 为政府转移支付。

假设税收是收入的函数，其函数表示为：

tYTT  0 （3.4）

公式（3.4）中，T为政府税收， 0T 为自发税收，即不随国民收入变动而变动的税

收部分； tY 为引致税收，是由于国民收入的变动而导致的； t为边际税率，它是收入变

化量与税收变化量之比，即
T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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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投资、政府购买和政府转移支付是自发支出量，并表示为 0I 、 0G 和
0RT ，由

AEY  ，并综合以上的分析可得：

0000

0000

000

000

0

0

0

)1(             

)(             

)(             

GIbTbTYtbC

GITtYTYbC

GITTYbC
GIbYCGICAEY

R

R

R

d









（3.5）

根据（3.5）整理可得：

)(
)1(1

1
0000 0

GbTbTIC
tb

Y R 


 （3.6）

公式（3.6）中，
)1(1

1
tb 
为三部门经济的自发支出乘数， 0000 0

GbTbTIC R  为自

发支出部分。

三部门经济的均衡收入也可从几何意义上进行表现，如图 3-1 所示：

图 3-1 三部门经济的均衡国民收入

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

（1）自发支出的变动

如图 3-2 所示：

图 3-2 三部门经济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自发支出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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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动
①

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动会改变总支出曲线的斜率，导致总支出曲线发生转动，从而影

响国民收入。如图 18-3 所示：

图 3-3 三部门经济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消费倾向变动

（3）税收与储蓄的变动

在三个部门经济情况下，存在两个漏出量，即税收T和储蓄 S。如果税收增加，将

使得可支配收入减少，从而使得消费支出减少，总支出曲线下移，使均衡的国民收入下

降；相反地，如果采取减税措施，则会刺激国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储蓄增加会导致居民

户减少当前消费，也会导致消费支出减少，总支出曲线下移，最终均衡的国民收入下降；

相反地，如果储蓄减少，则会使均衡的国民收入增加。

三部门经济中的各种乘数

在公式 )(
)1(1

1
0000 0

GbTbTIC
tb

Y R 


 中，自发支出中的 0C 、 0I 、 0T 、
0RT 和 0G 都

可以作为自变量，所以，以这些自发支出量为自变量求偏导数，便可以得到相应的乘数。

投资乘数

投资乘数指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与引起这种变动的投资的变动的比率。以 I 为自变

量求偏导数，可得三部门经济下的投资乘数为：

)1(1
1

tb
K I 

 (3.7)

政府购买支出乘数

政府购买支出乘数指国民收入的变动与引起这种变动的政府购买支出的变动的比

率。以政府购买支出G为自变量求偏导数，可得三部门经济下的政府购买乘数为：

① 基于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的相关性，也可在同样的思路上，就边际储蓄倾向的变动对均衡国民收入的影

响进行分析。所不同的是，二者变化引起的国民收入变化的方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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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

tb
KG 

 (3.8)

税收乘数

税收乘数指国民收入的变动与政府自发税收变动的比率。以T为自变量求偏导数，

可得三部门经济下的税收乘数为：

)1(1 tb
bKT 


 (3.9)

税收乘数为负值，表明政府税收的变动与国民收入的变动成反方向，如果税收增加，

则国民收入减少，如果税收减少，则国民收入增加。

转移支出乘数

转移支出乘数指国民收入的变动与政府自发支出变动的比率。以 RT 为自变量求偏导

数，可得三部门经济下的转移支出乘数为：

)1(1 tb
bK

RT 
 (3.10)

平衡预算乘数

在政府预算平衡时，如果增加政府购买支出而不变动税收，则政府预算就会出现赤

字。为保证政府预算平衡，在变动政府购买支出时同时变动税收同一数量，此时所引起

的国民收入的变动量与政府购买支出或税收的变动量的比率称为平衡预算乘数，用 BK

表示。分别以G和T为自变量求偏导数，然后求和，即可得三部门经济下的平衡预算乘

数。其公式为：

)1(1
1

tb
bKB 


 (3.11)

如果税收为定量税，那么 0t ，则平衡预算乘数等于 1；如果税收为比例税，那么

0t ，则平衡预算乘数小于 1。

例题演算

假定某经济的消费函数 C=100+0.8YD,投资 I=50，政府购买性支出 G=200，政府转

移支出 F=62.5，税收 T=250.求：

(1)均衡收入？

(2)KI、KG、KT、KF、KB？

(3)假定该社会达到充分就业所需要的国民收入为 1200，问：a)增加政府购买；b)

减少税收；3)以同一数额增加政府购买和税收实现充分就业各需要多少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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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经济中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及乘数

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

在四部门经济中，从支出的角度看，总支出包括居民户的消费支出、厂商的投资支

出、政府的购买支出和净出口。公式表示为：

)( MXGICAE  （3.12）

在四部门经济中，因为引入的新的国民经济部门，并由此产生了新的变量，因此自

发支出及相应的乘数都将作出相应的调整。基于公式（7.1）和本章第五节公式（5.4）

可得：

)()1(             
)()(

0000

000

0
MXGIbTbTYtbC

MXGIbYCMXGICAEY

R

d




(3.13)

公式（7.2）中， X 表示出口，因为出口由一定阶段经济增长水平决定，所以，

这里将其假定为固定不变的量，并表示为 0X ；M 表示进口，它是收入的函数，公式

表示为：

mYMM  0 (3.14)

0M 是自发的进口部分，不随收入的变化而变化；mY 是引致的进口部分，是收

入的增函数；m是边际进口率，表现为收入变化与进口变化的比率，即
M
Y




。

根据公式（7.2）和公式（7.3）可得：

000000

00000

0
]m)1([   

)-()(
MXGIbTbTYtbC

mYMXGIbYCMXGICY

R

d




(3.5)

公式（7.4）调整可得：

)(
m)1(1

1
000000 0

MXGbTbTIC
tb

Y R 


 (3.6)

公式（7.5）中的 000000 0
MXGbTbTIC R  为自发支出部分，

mtb  )1(1
1

为四

部门经济的自发支出乘数。

例题

在一个资源未被充分利用的封闭经济中，假设税收为定量税，边际消费倾向为 0.8，

如果政府一方面多征得 10 亿元财产税，并将税收用作政府采购，因此一收一支，对经

济的效应是否相互抵消？若不是，则对GDP的影响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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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由已知：

一方面，政府征税，税收增加会使得国民收入下降，国民收入的变动量为：

TKY TT  (3.27)

另一方面，政府将税收用于政府采购，使得政府购买增加，国民收入增加。政府购

买增加引起的国民收入的变动量为：

GKY GG  (3.28)

由公式（18.26）和公式（18.27）可知国民收入总的变动量为：

GKTKYYY GTTG  (18.29)

如果税收为定量税，则 0t ，所以：

5
)1(1

1





tb
KG

4
)1(1







tb
bKT

因为 10 TG ，所以有：

10 GKTKYYY GTTG

因此这一收一支，对经济的效应不能相互抵消，会使得GDP增加 10 亿。

假定两个部门经济的自发支出乘数为
b

K



1

1
2 ，三个部门经济的自发支出乘数为

)1(1
1

3 tb
K


 ，而四部门经济的自发支出乘数则为

mtb
K




)1(1
1

4 ，它们之间存在这样

的量的关系：

432 KKK  (3.30)

四部门经济的均衡收入也可从几何意义上进行表现，如图 3-4 所示：

图 18-4 三部门经济的均衡国民收入

四部门经济中的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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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经济的乘数：

投资乘数：

mtb
K I 


)1(1

1
(3.31)

税收乘数：

mtb
bKT 




)1(1
(3.32)

政府购买乘数：

mtb
KG 


)1(1

1
(3.33)

转移支出乘数：

mtb
bK

RT 


)1(1
(3.34)

平衡预算乘数：

mtb
bKB 




)1(1
1

(3.35)

总结、安排复习和预习

7.3.5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设问；案例分析；演算练习。

7.3.6 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1)注释课后复习思考之名词概念；理解思考课后简答题题目；

2)乘数有关计算的演算；

3)复习单元教学要点，预习下节教学内容。

计算题：

①假设某经济社会的储蓄函数是： ys 25.01000  ，投资从 300 增至 500 时，均衡

收入增加多少？

②假设某经济的消费函数是 yc 8.0100  ，投资 50i ，政府购买性支出 200G g=200，

政府转移支付 5.62rT ，税率 25.0t 。求：均衡收入？

③社会收入为 1500 亿元，储蓄为 500 亿元，收入增加为 2000 亿元时，储蓄为 800

亿元，如果这时要使国民收入增加 200 亿元，那么，财政支出应增加多少？（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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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利率）

④已知：边际消费倾向为 0.8，若政府购买支出和税收同时增加 200 和 100 亿美元，

求：国民收入总量变动多少？

7.3.7 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教师：熟悉课程教学要点；梳理实施方案，明确执行步骤；准备经验素材。

学生：准备关于消费的经验素材；预习均衡国民收入及成熟理论部分；做好课堂演

算准备。

7.3.8 参考资料

高鸿业.西方及经济学学习与教学手册（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P98-101；P192-197；P254-260；P102-107；P388；P448-449。

何凡、苏奎.西方经济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7.4 教学单元四 IS-LM 模型

7.4.1 教学日期

7.4.2 单元教学目标

1)了解投资函数；

2)掌握 IS 曲线及其推到，LM 曲线及其推到；

3)理解 IS 曲线及 LM 曲线的特征，并明确曲线移动相应的政策含义；

4)了解总需求及其函数；

5)掌握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总需求曲线及其特征；

6)熟练 IS-LM 模型下均衡有关的运算；

7)理解总需求曲线特征及其运动相应的政策含义；

8)培养运用 IS-LM 模型进行政策效果分析评价的能力。

7.4.3 单元教学内容

第十二章 IS-LM 模型



38

第一节 投资函数

1)实际利率与投资；2)预期收益与投资；3)风险与投资。

第二节 IS 曲线及其推导

1)曲线的含义；2)曲线的推导；3)IS 曲线的变动。

第三节 LM 曲线

1)货币的供给、需求与均衡利率的确定；2)LM 曲线；3)曲线的变动。

第四节 IS-LM 模型：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

1)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的利率与国民收入；2)均衡状态的调整；3)均衡国

民收入和利率的变动。

【重点】

IS 曲线及其运动；LM 曲线及其运动；凯恩斯主义的货币供给与需求理论；

【难点】

IS、LM 曲线的推导及非均衡分析。

7.4.4 单元教学过程

回顾上节课程教学要点

投资函数

实际利率与投资

利息是投资的机会成本，而利润则是投资的收益，因此一项投资是否可行，就取决

于利息率与预期收益率的比较。利率与投资的这种关系就是投资函数，用公式表示为：

dreI  （4.1）

公式（4.1）中，e为自发投资，是不随利率变动而变动的投资，在实际生活中就是

企业的重置投资。重置投资是企业为保持资本资产价值的完整性而进行的投资，在会计

上称为折旧，跟企业的生产经营无关，无论企业生产与否，这部分投资都是必需进行的。

d为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系数，反映利率变动对投资的影响程度，其值越大，表明投资对

利率的变动越敏感，说明利率轻微的变动都会引起投资较大的变动，反之，则表明利率

的变动不会引起投资多大的变动。 r为实际利率水平，是剔除了物价因素影响的利率。

投资函数的几何表达，如图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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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投资曲线

预期收益与投资

影响投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预期收益，即一个投资项目在未来各个时期估计可

得到的收益，影响这种预期收益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这里仅列出如下三点：

对投资项目产出的需求预期；产品成本；投资税抵免。

风险与投资

IS 曲线及其推导

IS曲线的含义

所谓 IS曲线，指的是使产品市场达到均衡的国民收入与利率的组合点的轨迹。根据

定义，我们可以得出：

1 IS曲线上任何一点都是国民收入与利率的组合点。

2 IS曲线上任何一点的国民收入都是某一利率水平上的均衡的国民收入，也就是

说，在该利率水平上，必有计划的投资与计划的储蓄相等。

3 IS曲线从左上向右下倾斜，表明均衡的国民收入与利率是反向变动的。因为利

率上升，必然导致投资下降，投资的下降又导致社会总需求下降，从而使得均衡的国民

收入下降；反之，若利率下降，则投资增加，社会总需求上升，从而均衡的国民收入增

加。

IS曲线的推导

（1） IS曲线的代数推导

根据上一章的知识可知，产品市场均衡的条件是计划的投资等于计划的储蓄。因此，

若已知投资函数和储蓄函数，则可以通过计划投资与计划储蓄的相等来求出 IS方程。

两部门经济的情况

储蓄是收入的增函数，在两个部门经济下有：

YbCbYCYCYS )1()( 0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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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已知投资函数： dreI  ，根据产品市场均衡的条件有 SI  ，所以：

YbCdre )1(0  (4.3)

根据公式（4.2）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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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公式（4.4）即是 IS曲线的代数方程。

三部门经济的情况

在三个部门经济的情况下，储蓄为私人储蓄 S与公共储蓄 )( GT  之和，因此，产品

市场均衡的基本条件为：

)( GTSI  (4.5)

在三个部门经济中，假定由个人收入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调整，需要考虑政府税收

和转移支出的影响，则有：

Rd TTYY  (4.6)

公式（4.6）中， dY 为个人可支配收入，Y 是个人收入，T 为税收， RT 为政府转移

支出。根据私人储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可得：

CTTYCYS Rd  (4.7)

在考虑转移支出的情况下，政府的公共储蓄也将调整为 )( RTGT  。

综上所述，依据产品市场均衡的条件，可建立等式：

GCYTGTCTTYTGTSI RRR  )( (4.8)

已知消费函数为 )(0 RTTYbCC  ，投资函数为 dreI  ，税收函数为 tyTT  0 ，并

假定政府购买和转移支出都为自发支出量，结合公式（4.8）可得：

000

000

0

0

)]1(1[                             

)(

GbTbTCYtb

GTtYTYbCYGCYdre

R

R




（4.9）

公式（4.9）调整可得 IS曲线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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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经济的情况

四部门经济情况下，产品市场均衡的条件为：

)()( XMGTSI  （4.11）

其中， )( XM  是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外对国内的储蓄部分。

假定出口为自发支出量，进口函数为 mYMM  0 。根据前面两种情况下 IS推导的经

验思路，可得 IS曲线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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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S曲线的几何推导

根据 IS曲线的定义，遵循投资等于储蓄的原则思想，利用相关几何图形的推导，也

能得到 IS曲线。如图 4-2 所示：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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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YC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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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D

A

IS

D

BC 

图 4-2 IS 曲线的几何推导

（3） IS曲线的斜率

根据公式（4.4）可知两部门经济条件下 IS曲线的方程：

Y
d
b

d
Cer 





10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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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式（4.13）中，
d
b1
是 IS曲线的斜率绝对值，其中 b是边际消费倾向， d是投

资的利率弹性系数（即投资对利率变动的敏感系数）。根据 b和 d的取值区间不难看出，

IS曲线的斜率值为负，即 01





d
b

。因此， IS曲线向下倾斜，坐标系中利率 r与国民收

入Y反向变化。

IS曲线向下倾斜，反映了利率 r与国民收入Y之间的关系性质，而 IS的倾斜度，即

其斜率绝对值的大小，则由 b和 d的取值决定。

d的取值大小与 IS曲线的斜率（绝对值）的大小成反向变化， d的值越大，则 IS曲

线越平缓，斜率值（绝对值）越小； d取值越小，则 IS曲线越陡峭，斜率值（绝对值）

越大。解释如下：假定 d的取值较大，则投资 I 相对于利率 r变化的弹性反应较大，即当

利率 r下降一定水平，将会引起投资 I 较大幅度的增长，反之，如果利率 r上升一定水平，

则会引起投资 I 较大幅度的减少。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投资 r的增长将在乘数效

应作用下，引起国民收入Y 倍数增长，于是，利率 r一定程度的下降与国民收入Y 的大

幅增长相对应；相反地，投资 r的减少将在乘数效应作用下，引起国民收入Y倍数下降，

于是，利率 r一定程度的上升与国民收入Y的大幅下降相对应。

在三个部门经济的条件下，可得 IS曲线方程：

Y
d

tb
d

GbTbTCe
r R )1(1000 0 




 (4.14)

在四个部门经济条件下，可得 IS曲线方程：

Y
d

mtb
d

MXGbTbTCe
r R 





)1(100000 0 （4.15）

d
mtb  )1(1
是 IS曲线的斜率绝对值，其中 b是边际消费倾向，d是投资的利率弹性

系数（即投资对利率变动的敏感系数）， t是边际税率，m是边际进口率。根据 b、 d、

t和m的取值区间同样可以确定 IS曲线的斜率值为负，即 0)1(1





d
mtb

。因此， IS曲

线向下倾斜，坐标系中利率 r与国民收入Y反向变化。

IS 曲线的变动

在四个部门经济情况下， IS曲线的方程：

Y
d

mtb
d

MXGbTbTCe
r R 





)1(100000 0

从方程的结构上看，
d

MXGbTbTCe R 00000 0


是 IS曲线在纵轴上的截距，在 IS曲

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截距的变化将使 IS曲线发生平行移动，其中引起这种变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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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e、 0C 、 0T 、
0RT 、 0G 、 0X 和 0M ；在导致自发支出增加的量变方向，任何一个结构

性的量变，都可以能影响 IS曲线，并使其向远离原点的方向平行移动，反之亦然。

如图 4-3 所示：

O Y

r

0IS 1IS2IS

图 4-3 IS曲线变动：自发支出变动

IS曲线的斜率是
d

mtb 


)1(1
，其取值的变化将会使 IS发生旋转，其中引起这种变

化的因素包括 b、d、t和m；在导致斜率变化的其中任一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影响 IS曲

线，使其产生向上或向下的转动。具体分析如图 4-4 所示：

O Y

r

0IS 1IS2IS

A

图 4-4 IS曲线变动：斜率变动

课堂演算

假设在一个三部门经济中，投资函数 rI 2401150  ，消费函数 dYC 5.0500  ，税收函

数 YT 2.0100 ，政府购买 500G ，求 IS曲线方程？

在三部门经济中，产品市场的均衡条件为 )( GTSI  ，此时计划储蓄包括私人储

蓄和政府储蓄。由已知可得

rI 2401150 

YYYYCTYS dd 4.05505.0500()2.0100( 

4002.05002.0100  YYGT

所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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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GTS 6.0950)( 

从而 IS方程为：

Yr 6.09502401150 

调整后得：

rY 4003500

货币的供给、需求与均衡利率的确定

凯恩斯认为，储蓄不仅决定于利率，更重要的是受收入水平的影响：收入是消费和

储蓄的源泉。只有收入增加了，消费和储蓄才会增加；收入不增加，即使利率提高，储

蓄也无从增加。因此，凯恩斯提出，利率不是由储蓄与投资决定的，而是由货币的供给

和货币的需求决定的。而货币的实际供给量(用M 表示)一般由国家通过中央银行加以控

制，是一个外生变量，因此，需要分析的主要是货币的需求。

（1）货币的需求

凯恩斯认为，人们需要持有货币是出于以下三种动机。

交易动机；谨慎动机或预防动机；投机动机。

把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的货币需求称为 1L ，是收入的增函数，公式表示为：

kYYLL  )(11 （4.16）

把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称为 2L ，是利率的减函数，公式表示为：

hrrLL  )(22 （4.17）

货币需求函数就表示为：

hrkYLLL  21 （4.18）

以横坐标表示货币需求 L，纵坐标表示利率 r，则 1L 、 2L 和 L曲线如图 19-5 所示：

O

r

O

r
)(11 YLL  )(11 YLL 

)(22 rLL  21 LLL 

)(mL)(mL)(a )(b

图 4-5 货币需求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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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举例说明不同动机的货币需求？

（2）货币供给

货币供给是一个存量概念，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点上所保持的不属于政府

和银行所有的硬币、纸币和银行存款的总和。从这个层次上来看，它属于狭义的货币供

给。货币供应量层次的总体划分，可以用表 4-1 表示：

表 4-1 货币供应量层次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供给量是由国家用货币政策来调节的，因而是一个外生变

量，其大小与利率高低无关。如图 4-6 所示：

图 4-6 货币市场供求均衡

在图 4-6 中，m表示货币供给，它是扣除物价因素影响之后的实际货币供给量，其

曲线是垂直于横轴的直线。

（3）货币市场均衡与均衡利率的决定

（4）均衡利率的变动与流动偏好陷阱

如图 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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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均衡利率的变动

LM 曲线

（1） LM 曲线的含义

所谓 LM 曲线，指的是使货币市场达到均衡的国民收入与利率的组合点的轨迹。根

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得出：

1 LM 曲线上任何一点都是国民收入与利率的组合点；

2 LM 曲线上任何一点的利率都是某一国民收入水平上的均衡的利率，也就是说，

在该国民收入水平上，必有货币需求与货币的供给相等；

3 LM 曲线从左下向右上倾斜，表明均衡的利率与国民收入是正向变动的。因为

国民收入上升，必然导致 1L 增加，从而使货币需求增加，而货币供给不变，使得均衡的

利率上升；反之，若国民收入下降，则 1L 减少，货币需求下降，从而均衡的利率下降。

（2） LM 曲线的推导

LM 的代数推导

货币市场均衡的条件是货币的需求等于货币的供给。因此，若已知货币需求函数和

货币供给，则可以通过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的相等来求出 LM 方程。

在货币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分析结论中，货币的供给为
P
Mm  ，其中M 为名义货币供

给量， P为价格水平，m为实际货币供给量。货币需求为 hrkYL  。

根据货币市场均衡的基本原则，有 ML  ，将上述条件引入，可得：

hrkY
P
M

 （4.19）

由公式（4.19）调整可得 LM 曲线的方程
①
：

①
在假定价格水平 1P 时，则实际货币供给量m与名义货币供给量M 相等，此处的分析，隐含了这一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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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该方程图形如图 4-8 所示：

O

r

LM

Y

图 4-8 LM 曲线

在图 4-8 中，横坐标为国民收入Y ，纵坐标为利率 r，从左下向右上倾斜的直线则

为 LM 线。该曲线上任何一点，都表示在某一国民收入水平下的均衡的利率与国民收入

的组合，即曲线上每一点都有 ML  。

LM 曲线的几何推导

根据 LM 曲线的定义，遵循货币需求等于货币供给的原则思想，利用相关几何图形

的推导，也能得到 LM 曲线。如图 4-9 所示：

O O

O O

Y

Y

rr )1(

)2()3(

)4(

A

BC

D

A
D

BC 

21 mmm 

)(22 rLm 
2m

1m1m )(11 YLm 

)()( 21 rLYLm 

LM

2m

图 4-9 LM 曲线的推导

LM 曲线的变动

对应 LM 曲线的坐标方向，可得 LM 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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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m

h
kYr  （4.21）

从方程的结构上看，
h
m

 是 LM 曲线在纵轴上的截距，在 LM 曲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

截距的变化将使 LM 曲线发生平行移动。其中引起这种变化的因素主要是货币供给量m。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货币供给量增加，LM 曲线将向右下方平行移动；反之，LM

曲线将向左上方平行移动。

LM 曲线的斜率是
h
k
，其取值的变化将会使 LM 曲线发生旋转，其中引起这种变化的

因素是 k和 h。其中任一导致斜率变化的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影响 LM 曲线，使其产生向

上或向下的转动。

课堂演算

假设一般价格水平为 1P ，货币需求函数 rYL 102  ，货币供给量为 1000M ，求 LM

曲线的方程？

解：根据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 ML  可得：

1000102  rYL

所以， LM 曲线的方程为：

1002.0  Yr

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的利率与国民收入

如图 4-10 所示：

O

IS

LM

Y

r







V
E

0r

0Y

图 4-10 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同时均衡

均衡状态的调整

表 4-2 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非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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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11

O

IS

LM

Y

r







V

A

E

E

图 4-11 均衡状态的调整

课堂演算

解：

假设在一个三部门经济中，投资函数 rI 2401150  ，消费函数 dYC 5.0500  ，税收函

数 YT 2.0100 ，政府购买 500G ，一般价格水平为 1P ，货币需求函数 rYL 102  ，货

币供给量为 1000M 。求使得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的国民收入与利率？

根据产品市场均衡条件可求得 IS曲线方程为：

rY 4003500

根据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可求得 LM 曲线方程为：

1002.0  Yr

联立 IS曲线方程和 LM 曲线方程可得：








4.7
537

r
Y

均衡国民收入和利率的变动

如图 4-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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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IS

LM

Y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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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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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FYY

r
H

图 4-12 均衡国民收入和利率的变动（一）

三种方式：

LM 线不动， IS线平行上移至 SI 

也就是说，政府通过其能控制或能有效影响的因素的变动，如增加政府购买和转移

支付、减少税收等，使 IS线平行上移至 SI ，从而使得均衡点由 E变动至 E 。此时均衡

的国民收入由Y增加到 FY ，均衡利率也由 r上升到 r，经济社会实现了充分就业。

IS线不动， LM 线上移至 ML 

同时上移 IS线和 LM 线

单纯变动 IS线或 LM 线虽然能实现充分就业，但会引起均衡利率的变动。如果政府

既想实现充分就业，又想不引起利率的变动，则可以同时上移 IS线和 LM 线。如图 4-13

所示：

O

IS

LM

Y

r

E

ML 

SI 

FYY

r
H

图 4-13 均衡国民收入和利率的变动（二）

理论专题：凯恩斯经济理论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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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设问；案例分析；演算练习。

7.4.6 单元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1)注释课后复习思考之名词概念；理解思考课后简答题题目；

2)复习单元教学要点，预习下节教学内容。

计算题：

1 在两部门经济中，若 rI 5250 ，求： r等于 10%、8%、6%时的投资量？

2 在两部门经济中，若 rI 5100  ， YS 25.040 ，求： IS曲线？

3 在两部门经济中，若 YC 8.050  ， rI 5100  ，求： IS曲线？

4 假定货币需求为 rYL 52.0  ，名义货币供给量为 200 美元，价格水平 1P ，求：

LM 曲线？

5 在两部门经济中，如果消费 YC 8.0100 ，投资 rI 6150  ，货币供给 150M ，

货币需求 rYL 42.0  ，求：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的利率和收入?

6 已知，货币的交易需求量是 YYL 5.0)(1  ，对货币的投机需求 rrL 2501000)(2  ，

货币供给量为 1250。若当 3r 时，货币实现均衡。求均衡的Y值?

7 假设 LM 方程为 rY 25500  ，货币需求 rYL 52.0  ，货币供给为 100M ； IS为

rY 50950  （消费 dYC 8.040  ，投资 rI 10140 ，税收 50T ，政府支出 50G ）。计算

均衡收入、利率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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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假设货币需求为 YL 2.0 ，货币供给量为 200， dYC 8.090  ， rI 5140  ， 50T ，

50G 。①导出 IS和 LM 方程。②求均衡收入、利率影响总需求的因素很多，如价格水

平、人们的收入、对和投资？

9 假设货币需求为 rYLM 102.0  ，货币供给为 200， dYC 8.060  ， 100T ， 150I ，

100G 。①求 IS和 LM 方程？②求均衡收入、利率和投资？

10 假定某两部门经济中 IS方程为 rY 301250 ，货币供给为 150，当货币需求为

rYL 42.0  时，求 LM 方程？两个市场同时均衡的收入与利率为多少？当货币供给不变

而货币需求为 rYL 75.825.0  时，求 ML 方程和均衡收入？

11 假定某两部门经济中，货币需求 rYL 42.0  ，消费为 YC 8.0100 ，投资 150I 。

若货币供给由 200 增加到 220，求均衡收入、利率、消费和投资的变化？

12 假设货币需求为 rYLM 102.0  ，货币供给为 200， dYC 8.060  ， 100T ， 150I ，

若政府支出G由 100 增加到 120，求均衡收入、利率和投资的变化？

13 假设一经济中有如下关系：消费 dYC 8.0100  ，投资 50I ，政府购买 200G ，

政府转移支付 5.62Tr ，边际税率 25.0t 。求均衡收入？

7.4.7 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教师：熟悉课程教学要点；梳理实施方案，明确执行步骤；准备经验素材。

学生：预习 IS-LM 模型理论部分。

7.4.8 参考资料

高鸿业.西方及经济学学习与教学手册（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P108-113；P448-449

狄拉德. 凯恩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年，第 46 页

何凡、苏奎.西方经济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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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教学单元五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

7.5.1 教学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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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单元教学目标

1)了解总需求，曲线及其特征；

2)了解总供给，宏观生产函数及均衡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等问题；

3)掌握总供给曲线及其特征，均衡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决定；

4)理解均衡国民收入和价格的变动；

5)培养运用 AD-AS 模型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

7.5.3 单元教学内容

第十三章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AD-AS 模型

第一节 总需求曲线

1)总需求；2)总需求函数；3)总需求曲线的推导；4)总需求曲线的移动。

第二节 总供给曲线

1)总供给；2)宏观生产函数和潜在产量；3)均衡劳动就业量的决定；4)总供给曲线。

第三节 AD-AS 模型：均衡的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决定

1)均衡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决定；2)均衡的国民收入和价格的变动。

【重点】

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均衡及其运动；总需求曲线、特征及曲线运动的政策响应；

总供给曲线及其特征；均衡国民收入及价格的决定；均衡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变动。

【难点】

IS-LM 模型与政策效应分析；总需求曲线特征分析；总供给曲线及其特点；均衡国

民收入与价格变动。

7.5.4 单元教学过程

总需求

总需求是经济社会全体成员对产品和劳务的需求总量，用 AD表示，由居民户的消

费需求、厂商的投资需求、政府的购买需求和国外需求构成。这一需求总量通常以产出

水平来表示。在不考虑国外需求的情况下，封闭经济社会的总需求是指在价格、收入和

其他经济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居民户、厂商和政府想要有的支出总量。因此，总需求衡

量的是经济中各种行为主体的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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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需求函数

（1）定义、公式与曲线

未来的预期、税收、政府购买或货币供给等等。在这众多因素中，总需求和价格水

平之间的关系被定义为总需求函数。总需求函数公式表达为：

)(PADAD  (5.1)

总需求与一般价格水平之间的函数关系在坐标系中的表现就是总需求曲线。如图

5-1 所示：

AD

P

O Y

图 5-1 总需求曲线

（2）曲线斜率性质及原因

总需求曲线具有负斜率，曲线呈现向下倾斜的特点，其原因在于三大效应的影响，

即收入效应、利率效应和国际替代效应。

收入效应

图 5-2 反映了这种影响传递的过程：








YADAECP
YADAECP

实际货币余额

实际货币余额

图 5-2 收入效应作用流程

利率效应

图 5-3 反映了这种影响传递的过程：














YADAEIr
P
MP

YADAEIr
P
MP

实际货币供给

实际货币供给

图 5-3 利率效应作用流程

国际替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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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反映了这种影响传递的过程：

























YADAEMP

YADAEMP

外国商品价格昂贵

本国商品价格便宜
种对比回避不变条件下，同币

外国商品价格便宜

本国商品价格昂贵
种对比汇率不变条件下，同币

-

-

图 5-4 国际替代效应作用流程

总需求曲线的推导

（1）代数推导

两个部门经济的情况

在 LMIS  模型分析中可知，两部门经济条件下 IS曲线的方程为：

Y
d
b

d
Cer 





10 （5.2）

LM 曲线的方程为：

h
m

h
kYr  （5.3）

其中
P
Mm  ，表示实际货币供给量，M 为名义货币供给量， P为一般价格水平。公

式（5.3）调整得：

Ph
M

h
kYr 1

 (5.4)

根据公式（5.2）和公式（5.4）可得总需求 AD曲线的方程为：

Ph
M

d
CeY

h
k

d
b 1)1 0 





（ (5.5)

三个部门经济的情况

在 LMIS  模型分析中可知，三个部门经济条件下 IS曲线的方程为：

Y
d

tb
d

GbTbTCe
r R )1(1000 0 




 (5.6)

LM 曲线的方程为：

Ph
M

h
kYr 1

 (5.7)

根据公式（5.6）和公式（5.7）可得总需求 AD曲线的方程为：

Ph
M

d
GbTbTCe

Y
h
k

d
tb R 1])1(1[ 000 0 





(5.8)

四个部门经济的情况

在 LMIS  模型分析中可知，四个部门经济条件下 IS曲线的方程为：



56

Y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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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00 0 (5.9)

LM 曲线的方程为：

Ph
M

h
kYr 1

 (5.10)

根据公式（5.9）和公式（5.10）可得总需求 AD曲线的方程为：

Ph
M

d
MXGbTbTCe

Y
h
k

d
mtb R 1])1(1[ 00000 0 





(5.11)

课堂演算

假设在一个三部门经济中，投资函数 rI 2401150  ，消费函数 dYC 5.0500  ，税收函

数 YT 2.0100 ，政府购买 500G ，货币需求函数 rYL 102  ，货币供给量为 1000M 。

求：总需求 AD曲线的方程？

解：根据产品市场均衡条件可求得 IS曲线方程为：

rY 4003500

根据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可求得 LM 曲线方程为：

P
Yr 1002.0 

联立 IS曲线方程和 LM 曲线方程，消除 r可得：

P
Y 1

81
40000

81
3500



（2）几何推导

总需求曲线也可以通过 LMIS  模型推导。在货币名义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实际货币

供给随着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使得 LM 曲线也发生位移，进而引起均衡国

民收入的变动。如图 5-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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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Y
P

O Y

IS

)( 11 PLM
)( 33 PLM

)( 22 PLM

1E
2E

3E

r

1r
2r

3r

1Y2Y 3Y

AD

3P

2P

1P

2Y 1Y 3Y

A
B

C

)(a

图 5-5 总需求曲线的推导

总需求曲线的移动

总需求曲线是根据 LMIS  模型推导出来的，因此，任何引起 IS线或 LM 线移动的因

素都会引起总需求曲线的移动。

（1）总支出改变的影响

图 5-6 所示：

P

O Y

0AD

2AD

1AD

0P

1Y0Y2Y

图 5-6 总需求曲线的移动：总支出变动

（二）货币供给改变的影响

如图 5-7 所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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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O Y

0AD

2AD

1AD

图 5-7 总需求曲线的移动：货币供给变动

总供给

总供给是经济社会的总产量(或总产出)，描述经济社会全体企业使用生产资源用于

生产时可能有的产量，用 AS 表示。

宏观生产函数和潜在产量

假定一个经济社会在既定的技术水平下使用总量意义下的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

素进行生产，则宏观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 KNfY  (5.12)

在短期中，我们一般把资本存量当做一个外生变量，即 K 为常量 0K ，这样，宏观生

产函数表示为：

),( 0KNfY  (5.13)

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产出的增加是以递减的速率增加。如图 5-8 所

示：

O N

),( 0KNYY 

0Y

Y

FY

0N FN

图 5-8 宏观生产函数

潜在产量也叫充分就业量，是就业量达到潜在就业水平时整个社会的产出。潜在就

业量是指一个经济社会在现有工资率水平下，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人都参加生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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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达到的就业量。

这样，潜在产量又称为充分就业的产量，是指在现有资本和技术水平条件下，经济

社会的潜在就业量所能生产的产量。用生产函数表示为：

),( 0KNYY FF  (5.14)

式中， FN 为潜在就业量， FY 即为潜在产量。

均衡劳动就业量的决定

（1）劳动的需求

在宏观上，整个社会的劳动需求量取决于实际工资水平。如果以 dN 表示劳动需求

量，W 表示名义工资， P表示一般价格水平，所以，劳动的需求函数可表示为：

)(
P
WNN dd  （5.15）

由公式（5.15）可知，劳动的需求量与实际工资成反向变动关系，也就是说，若实

际工资上升，那么，劳动需求量下降；若实际工资下降，那么，劳动需求量上升。劳动

需求曲线从左上向右下倾斜。如图 5-9 所示：

O N0N

0P
W

P
W

1P
W

1N

)(
P
WNN dd 

图 5-9 劳动需求曲线

在图 5-9 中，横坐标表示劳动就业量，纵坐标表示实际工资水平。从图中我们可以

看出，当实际工资水平为
0P

W
时，就业量为 0N ；而当实际工资水平下降

1P
W

时，就业量

就从 0N 上升为 1N 。

（2）劳动的供给

劳动的供给指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工资水平下，居民户户愿意提供的劳动量。劳动的

供给也是实际工资的函数，而且是实际工资的增函数。如果实际工资上升，那么，劳动

的供给量增加；反之，如果实际工资下降，那么，劳动的供给量减少。我们以 sN 表示劳

动的供给，以
P
W

表示实际工资，那么，劳动的供给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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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WNN ss  (5.16)

劳动的供给曲线是一条从左下向右上倾斜的曲线。如图 5-10 所示：

O N0N

0P
W

P
W

1P
W

1N

)(
P
WNN ss 

图 5-10 劳动供给曲线

（3）劳动市场的均衡

如果名义工资W 和一般价格水平 P都可以调整，那么实际工资
P
W

也是可以调整的。

劳动市场的均衡就由劳动的需求曲线与劳动的供给曲线的交点来决定。如图 5-11 所示：

O N0N

0P
W

1P
W

1N

)(
P
WNN ss 

)(
P
WNN dd 

3N
4N

2N

P
W

2P
W

E

图 5-11 劳动市场的均衡

在一般价格水平和货币工资可以自动伸缩的条件下，随着实际工资的不断调整，劳

动的供求始终能趋于均衡。劳动市场的的均衡条件是：

)()(
P
WN

P
WN sd  (5.17)

总供给曲线

总供给函数是指总产量与一般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在以价格水平为纵坐标，总产

量为横坐标的坐标系中，总供给函数的几何表示即为总供给曲线。

根据名义工资和价格水平进行调整所要求时间的长短，总供给曲线分为三种：古典

总供给曲线、凯恩斯总供给曲线和常规总供给曲线。

（1）古典总供给曲线

如图 5-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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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O YFY

LAS

图 5-12 古典总供给曲线

在图 5-12 中，垂直于横轴且产出水平为潜在产出的总供给曲线就是古典总供给曲

线，又称为长期总供给曲线。

（2）凯恩斯总供给曲线

凯恩斯认为，货币工资具有刚性，并不能自动伸缩。在这一假设前提下，当产出增

加时，一般价格水平和货币工资不会发生变化，整个供给曲线是一条水平线。如图 5-13

所示：

P

O YFY

0P

1E

0E

0Y

图 5-13 凯恩斯总供给曲线

（3）常规总供给曲线

在一般情况下，总供给曲线从左下向右上倾斜，表示经济社会总产出的增长与总体

价格水平上涨并存。此时，总供给曲线为短期总供给曲线。如图 5-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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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O Y

AS

1P

2P

1Y 2Y

图 5-14 常规总供给曲线

因此，完整的总供给曲线具有三个区域：水平阶段的凯恩斯区域，向上倾斜段的中

间区域和垂直阶段的古典区域。
①
如图 5-15 所示：

P

O YFY

AS

凯恩斯区域

中间区域

古典区域

图 5-15 总供给曲线

均衡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决定

如图 5-16 所示：

O

ASAD

0P

2P

P

1P

Y

E

2Y 
2Y


1Y0Y1Y

图 5-16 均衡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决定

均衡的国民收入和价格的变动

（1）总供给不变，总需求变动

①
根据区域范围内，国民经济水平变化与总体价格水平变化的特点，中间区域又称为“半通胀区间”，古典区域又

称为“绝对通胀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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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供给不变时，总需求的变动会引起均衡的国民收入和价格水平的变动。但在总

供给曲线的不同区域，这种变动是不同的。如图 5-17 所示：

图 5-17 国民收入的变动：总需求变动

表 5-1 总需求变化对国民收入和价格水平的影响

（2）总需求不变，总供给变动

若总需求不变而总供给变动，也会引起均衡国民收入和价格水平的变动。

短期总供给变动对国民收入和价格水平的影响，如图 5-18 所示：

P

O Y2Y 3Y

1P

2P

3P

1AS

AD

3AS

2AS

1Y

1E

2E

3E

图 5-18 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短期总供给变动

长期总供给变化对国民收入和价格水平的影响，如图 5-19 所示：

1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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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1E

2E

1LAS 2LAS

1FY 2FY

图 5-19 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长期总供给变动

讨论

设 AS 线的凯恩斯区域，总需求增加和原材料价格上升同时发生，用 ASAD 模型分

析其可能的经济后果？

课堂演算

设总需求函数为 PAD 20600 ，总供给 400AS ，求：

（1）均衡的价格水平？（2）设总需求增加 10%，价格水平为多少？

总结、安排复习和预习

7.5.5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设问；案例分析；演算练习；专题讨论。

7.5.6 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1)注释课后复习思考之名词概念；理解思考课后简答题题目。

2)对 AD-AS 模型的经验检验；

3)复习单元教学要点，预习下节教学内容。

计算题：

1 设 AS 线的凯恩斯区域，总需求增加和原材料价格上升同时发生，用 ASAD 模

型分析其可能的经济后果？

2 设总需求函数为 PAD 20600 ，总供给 400AS ，求：

（1）均衡的价格水平？（2）设总需求增加 10%，价格水平为多少？

7.5.7 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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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熟悉课程教学要点；梳理实施方案，明确执行步骤；准备经验素材。

学生：预习 IS-LM 模型均衡讨论部分，总需求理论；预习 AD-AS 模型理论部分；准

备关于均衡的经验素材；做好课堂演算准备。

7.5.8 参考资料

高鸿业.西方及经济学学习与教学手册（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P102-107；P128-133；P448-449；P128-133

何凡、苏奎.西方经济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7.6 教学单元六 经济增长理论

7.6.1 教学日期

7.6.2 单元教学目标

1)了解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2)掌握经济增长含义、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和索洛经济增长模型；

3)理解经济增长的内涵，提炼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4)培养探索经济增长规律，发现经济增长有效路径的分析能力；

5)了解经济周期及其阶段划分，经济周期类型；

7.6.3 单元教学内容

第十四章 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

第一节 经济增长理论

1)经济增长的含义；2)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3)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4)索

洛增长模型；5)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第二节 经济周期理论

1)经济周期的含义；2)经济周期的阶段；3)经济周期分类；4)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

5)乘数-加速模型。

【重点】

经济增长及其内涵；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周期、成



66

因；乘数-加速模型。

【难点】

哈罗德-罗马经济增长模型；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乘数-加速模型。

7.6.4 单元教学过程

回顾上节课程教学要点

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的含义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商品和提供的劳务的增加。经

济增长表现为经济实力的增长，即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也就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

增加。这种增加既表示为总量上的增加，也包含了人均量的增长。

经济增长可以用增长率来表示：

若用 tY 表示 t期的总产量，用 1tY 表示 1t 期的总产量，则总量意义上的增长率可表

示为：

1

1






t

tt
t Y

YYG (6.1)

公式（6.1）中， tG 为总量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率。

若用 ty 表示 t期的人均产量，用 1ty 表示 1t 期的人均产量，则人均意义上的增长率

可表示为：

1

1






t

tt
t y

yyg (6.2)

公式（6.2）中，为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率。

表 6-1 为我国 1996 年-2005 年的经济增长率：

表 6-1 国民收入指数 （上年=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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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6》）

表 6-1 中，每一年的数据都是以上一年为基数得出的。如 2005 年国内生产指数为

110.2，就表示与 04 年相比，GDP增长了 10.2%，而人均GDP则增长了 9.6%。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经济增长模型就是通过对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之间量的关系的分析来寻求经济长

期稳定增长的途径。即经济增长模型试图解决三个问题：

1 在长期中是否存在一种稳定状态的增长？

2 实现稳定均衡增长的条件是什么？

3 均衡增长是否有稳定性？

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形成了多种经济增长模型，本章主要介绍两种经济增长模型：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在二十世

纪四十年代分别提出来的，由于其基本内容大致相同，统称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

型。在这两个模型中，哈罗德模型被认为具有较丰富的内容，故以哈罗德模型为代表来

讲述。

（1）哈罗德模型的基本假设

1 全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这种产品既可作为消费品，也可作为资本品；

2 生产过程中只用两种生产要素，即劳动力 L和资本 K ，这两种生产要素技术系

数固定，即它们在生产中的组合比率是固定的，不能互相替代；

3 劳动力按照一个固定不变的比率 n增长；

4 不存在技术进步，也不存在资本折旧；

5 生产规模报酬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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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哈罗德模型的基本公式

哈罗德模型的基本公式是：

v
sG  (6.3)

公式（6.3）中，G为经济增长率。 s为储蓄率，指储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即
Y
Ss  ， S为社会总储蓄，Y为社会总产出或社会总收入，通常， YS  ，即 1s 。 v为

资本-产出比，即
Y
Kv  ， K 指社会总资本，由于劳动力和资本的技术系数固定，则资本

-产出比固定不变，即 v为常数，从而
Y
I

Y
K

Y
Kv







 ；另一方面，资本是存量，是以前

各年投资的总和，而国民收入是流量，是某一年社会创造的价值，因此，一般来说， YK  ，

即 1v 。

这一模型说明，要实现均衡的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增长率就必须等于储蓄率与资本

-产出比之比。

基本公式推导如下：

产品市场要达到均衡，计划的储蓄必须等于计划的投资，即：

SI  (6.4)

又 YsS  ， KI  ，则有：

KYs  (6.5)

公式（6.5）两边同时除以 Y 可得：

Y
K

Y
Ys







(6.6)

而
GY

Y 1



， v

Y
K





，则公式（21.6）调整为：

v
G
s
 (6.7)

所以，经济增长率公式为：

v
sG  (6.8)

（3）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及经济波动的原因

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

实际增长率 )(G 是经济实际达到的增长率，即事后的增长率，它由实际储蓄率 s和实

际资本-产出比 v决定，即
v
s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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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保证的增长率 )( wG 又称合意增长率
①
，是保证经济实现均衡增长的增长率。它由

合意的储蓄率 )( ws 和合意的资本-产出比率 )( wv 决定，即
w

w
w v

sG  。

自然增长率 )( nG 是经济社会在长期中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允许达到的最大增长

率，它由社会最适宜的储蓄率 )( ns 和合意的资本-产量比率 )( wv 决定，即
w

n
n v

sG  。

这样，经济要实现均衡的增长，投资量就必须按储蓄量进行调整，使得企业意愿的

投资与实际的储蓄相等。而由
Y
I

Y
K

Y
Kv







 可以看出，投资是由经济增长引致的，即

YvI  。因此，哈罗德指出，要实现经济的均衡稳定的增长，实际增长率必须等于合

意增长率，即：

wGG  (6.9)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产量的增长能引致足够的投资以吸收本期储蓄。

另一方面，经济要实现长期增长，实际增长率又必须等于自然增长率，即:

nGG  (6.10)

因此，要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均衡增长，实际增长率、有保证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三

者必须一致，且都等于劳动力的增长率，即：

nw GGG  (6.11)

经济运行中的波动

模型认为，如果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不一致，便会引起经济

的波动。

当实际增长率G大于有保证的增长率 wG ，即 wGG  时，会引起累积性的扩张。因为

wGG  ，就意味着实际储蓄率大于合意的储蓄率，或实际的资本-产出比小于合意的资本

-产出比，也就是说厂商实际的投资额小于其意愿的投资额。此时厂商就会增加投资，

以使这两者一致，从而就刺激了经济的扩张。反之，如果实际增长率G小于有保证的增

长率 wG ，即 wGG  时，就会引起经济的收缩。因为 wGG  ，就意味着实际储蓄率小于合

意的储蓄率，或实际的资本-产出比大于合意的资本-产出比，也就是说厂商实际的投资

① “人们愿意进行的储蓄和所需要增加的实物资本相等起来的那个增长率。”哈罗德.动态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

1981，第 2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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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大于其意愿的投资额。此时厂商就会减少投资，以使这两者一致，从而使经济趋于收

缩。所以，G与 wG 的背离，会引起经济中的短期波动。

当有保证的增长率 wG 大于自然增长率 nG ，即 nw GG  时，会引起经济的停滞。由于 wG

超过了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允许的程度，经济将会出现劳动力短缺，机器设备不能充

分利用，从而投资与产量减少，经济趋于长期停滞。反之，当 wG 不会达到人口增长和

技术进步所允许的程度，将会出现劳动力充裕，刺激投资，使得生产出现扩张，从而使

经济趋于长期繁荣。所以，在长期中， wG 与 nG 的背离会引起经济的长期波动。

但是，G、 wG 和 nG 这三者并没有必然内在的联系。也就是说，这三者的相等是偶

然的，而不等则是经常的，而哈罗德模型没有一个内在的使经济由失衡自动回复均衡的

机制。这样，任何初始均衡状态的细微背离都会导致经济增长越来越远离均衡状态。因

此，哈罗德的经济增长模型是一个不稳定的增长模型，其所提出的长期增长是一种“锋

刃式”的增长，并不现实。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满足哈罗德—多马模型关于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十分苛刻，因为实际增长率取决于

有效需求，很难和短期及长期稳定增长所要求的增长率相一致，之所以如此，又是由于

给定了储蓄率就给定了一个增长率。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提出者，正是从批评哈罗德-多

马模型的“缺陷”开始提出自己的增长模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最初的提出者是美国经

济学家索洛。他认为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可以通过调整资本和劳动力的比例来满足，

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作用使资本-产值的比例可以自动调整来适应充分就业均衡增长的

条件。继索洛之后，英国经济学家斯旺和米德，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也提出了和索洛

大致相同的观点，所以一般把他们提出的模型称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之所以

得名，是因为它是以储蓄可以自动转化为投资，资本和劳动力可以得到充分利用为假定

前提，而这些假定是一切古典理论的基本前提。

（1）基本假设

1 全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用于消费和投资都可以；

2 生产要素只包括资本和劳动力，资本与劳动力可以相互替代，即资本-劳动比率

是可变的；

3 社会技术水平不变，规模收益不变，要素边际生产力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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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全市场的假定，充分就业和储蓄可以自动转化为投资。

（2）模型分析

新古典增长模型以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aaKALY  1 为基础，根据该生产函数，新

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提出的模型如下。

技术条件不变条件下的增长模型

))(1()(
K
Ka

L
La

Y
Y 







(6.12)

公式（6.12）含义是，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是劳动力

的增长率和资本增长率的加权总和。a表示劳动力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百分比， )1( a 表示

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百分比。

公式（6.12）的推导思路如下：

假定资本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分别为 KMP 和 LMP ，则产量增量可以表示为：

LMPKMPY LK  (6.13)

公式（21.13）两边同时除以Y，并调整可得：

L
L

Y
LMP

K
K

Y
KMP

Y
Y LK 













(6.14)

根据基本假定可知，要素的报酬取决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所以有：

LMPKMPY LK  (6.15)

既有：

1



Y

LMP
Y

KMP LK (6.16)

假定 a
Y

LMPL 


，则 a
Y

KMPK 
 1

综上，由公式（6.14）可得：

))(1()(
K
Ka

L
La

Y
Y 







如果考虑人口增长的情况下， 人均增长率
①
为：

))(1())(1()(
L
L

K
Ka

L
L

K
Ka

L
La

L
L

Y
Y 



















(6.17)

公式（6.17）中，
L
L

Y
Y 



表示人均产出增长率，

L
L

K
K 



表示人均资本增长率，因

此，人均产出增长率决定于资本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比率和资本的增长率。

①
假定劳动增长率 LL / 与人口增长率相同，则人均经济增长率大致等于 LLY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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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进步条件下的增长模型

A
A

K
Ka

L
La

Y
Y 








 ))(1()( (6.18)

公式（6.18）中，
A
A
表示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率。公式意为：国民收入的增

长不仅取决于资本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资本和劳动力对国民收入的贡献率，而且还

取决于技术进步。

结合公式（6.17）和公式（6.18），人均经济增长率可用公式表达为：

A
A

L
L

K
Ka

L
L

Y
Y 











 ))(1( (6.19)

索洛增长模型

索洛模型又称作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外生经济增长模型，由发展经济学家罗伯

特·索洛于 1956 年首次创立的，它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所提出的著名的经济增长

模型。模型说明了储蓄、资本积累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成为分析以上三个变量关系的

主要理论框架。

（1）模型假定

1 采用新古典生产函数 ),( LKFY  ，其中Y表示产出，K 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力，

函数表明产出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技术因素则隐含在函数 F的形式中。

2 存在资本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各要素的边际产出大于零，并且递减；要素

之间可以平滑替代。

3 规模报酬不变，即生产函数满足“一次齐次性”，公式表示为：

),( LKFY   (6.20)

4 资本（或劳动力）趋于 0时，资本（或劳动力）的边际产出趋于无穷大，资本

（或劳动力）趋于无穷大时，资本（或劳动力）的边际产出趋于 0，即满足所谓的“稻

田条件”，公式表示为：














0limlim

limlim
00

LLKK

LLKK
MPMP
MPMP

(6.21)

5 完全市场条件下，实现充分就业，资源要素充分利用。

6 两个部门经济条件下，只生产一种产品，产品既可以用于消费，也可以用于投

资。



73

7 存在中性技术进步。
①

（2）模型推导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为：

knsyk )(  (6.22)

式中，k为人均资本，即
N
Kk  ；s为社会储蓄率，即

Y
Ss  ；y为人均产出，即

N
Yy  ；

n为劳动力增长率，即
N
Nn 

 ， 为资本折旧率。

这一公式表明，经济要实现均衡的增长，人均资本的增加就必须等于人均储蓄 sy减

去 kn )(  项。 kn )(  项可以这样来理解：劳动力的增长率为 n，储蓄要转化为投资进而

形成企业的资本以用于企业的生产，这样，一定量的人均储蓄必须用于装备新工人，每

个工人占有的资本为 k，这一用途的储蓄为 nk；另一方面，一定量的储蓄必须用于替换

折旧资本，这一用途的储蓄 k 。总计为 kn )(  的人均储蓄被称为资本的广化，人均储蓄

超过的部分则导致了人均资本 k的上升，即 k ＞0，这被称为资本的深化。

基本公式推导过程如下：

（1）人均条件下的生产函数、消费和投资

利用公式（6.20），假定
L
1

 ，并将人均量用小写字母来表示，则索洛生产函数

可表示为：

)()1,( kfkFy  (6.23)

在均衡条件下，有 ICY  ，因此，人均条件下有：

icy  (6.24)

在公式（6.24）中， y表示人均产出， c表示人均消费， i表示人均投资。

索洛模型假定消费由下式决定：

ysc )1(  (6.25)

公式（6.25）中， s是储蓄率，且 10  s 。公式说明消费与收入成比例。代入公式

（6.24）可得：

iysy  )1( (6.26)

①
技术进步没有导致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也就不会产生要素之间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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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式（6.26）可知：

syi  (6.27)

（2）资本积累和稳态

在之前假定和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长期中资本存量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成为可能，而资本存量的变化成为讨论这种影响的起点。资本存量的变化主要是投资和

折旧引起的。

根据公式（6.27）可知 syi  ，将公式（6.23）代入可得：

)(kfsi  (6.28)

新古典生产函数是增函数，因此人均资本 k越高，产出 )(kf 就越大，投资 i也就越大。

由于投资 i是影响资本存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在一定的储蓄率水平下，资本存量

和投资之间形成一种动态循环的影响和决定关系。另一方面，投资也取决于储蓄率，储

蓄率越高，资本存量和产出水平一定的情况下，投资就越高，消费也就越少。如图 6-2

所示：

图 6-2 产出、消费和投资

影响资本存在的另一因素是折旧。假定所有资本都以一个固定的比例平均 折旧，

则折旧额为 k 。如图 6-3 所示：

O k

k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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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折旧

综上所述，一个经济中投资和折旧对资本存量的影响公式表示为：

kkfskik   )( (6.29)

当新增投资于折旧相等时，有 0k ，则资本存量稳定在一定的水平，这个资本存

量水平成为“稳定状态”（或“稳态”），用 k 表示。于是，投资、折旧和稳态之间的

关系，可用图 6-4 表示：

图 6-4 投资、折旧和稳态

“稳定状态”是一个经济的长期均衡，且具有真正的稳定性，不论经济初始的资本

水平如何，它最后都会达到稳定状态的资本水平。

（3）储蓄率对稳态的影响

如图 6-5 所示：

图 6-5 储蓄率变化对稳态的影响

（4）黄金律

在图 6-5 反映了储蓄率变化与稳态水平之间的对应关系，通过调控储蓄率获得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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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存量的稳态也成为可能。那么，是否资本存量水平越高越好呢？事实上，对资本存

量和产出的追求并非目的，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实现长期中消费福利最大

化。因此，对资本存量的选择，应该以提高人们长期消费总水平为标准。长期消费水平

最高的稳态水平被称为资本积累的“黄金律水平”，符号为 
gk 。

根据公式（6.24）可知 icy  ，则有：

iyc  (6.30)

在“稳定状态”下，消费的表达式为：

  kkfc )( (6.31)

根据公式（6.31）可知，实现消费水平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是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等于

折旧率，即：

KMP (6.32)

图 6-6 是对消费水平最大化条件的几何表现。

图 6-6 消费水平最大化

（5）有人口增长的稳态

其他条件不改变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将会导致人均资本下降。假定人口增长率为

n，结合公式（6.29），那么人均资本的变化公式表达为：

knkfsknik )()()(   (6.33)

经济增长的稳态条件为：

  kni )( (6.34)

实现消费总水平最大化的黄金稳态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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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PK   (6.35)

（6）有技术进步的稳态

技术进步可解释为对劳动力的放大，因此，技术进步的作用就与人口增长相似。假

定 g表示技术进步率，则结合公式（6.33），人均资本的变化可以用公式表达为：

kgnkfskgnik )()()(   (6.36)

经济增长的稳态条件为：

  kgni )( (6.37)

实现消费总水平最大化的黄金稳态条件为：

gnMPK   (6.38)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反思新古典增长理论的

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增长理论，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比较集中的讨论了技术进步这一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该理

论认为一个经济社会的技术进步快慢和路径是由这个经济体系中的居民户、企业在经济

增长中的行为决定的。该理论主要代表人物罗默认为企业通过增加投资的行为，提高了

知识水平，知识有正的外部性，从而引起物质资本和劳动等其他要素也具有收益递增的

特点。另一代表人物卢卡斯认为，发达国家拥有大量人力资本，经济持续增长是人力资

本不断积累的结果。还有的学者强调从事生产过程也是获得知识的过程，即所谓的“干

中学”，干中学积累起来的经验使劳动力和固定资产的效率在生产过程中不断提高。总

之，一句话，技术进步是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现实有着较强的指导意义，依据其观点，政府应当通过各种政

策，例如对研究和开发提高补贴，对文化教育事业给予支持，用税收等政策鼓励资本积

累等，以促进经济增长。

提问：你对经济增长的看法？

经济周期的含义

经济周期，又称商业周期或商业循环，是指国民收入及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波动。

在理解经济周期内涵时我们应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经济周期的中心是国民收入的波动，由于这种波动而引起了失业率、一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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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水平、利率以及对外贸易活动的波动，所以研究经济周期的关键是研究国民收入波动

的规律与根源；

第二，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是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无法

避免；

第三，虽然每次经济周期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却有共同之外，即每个周期都是繁

荣与萧条的交替。

经济周期的阶段

如图 6-7：

图 6-7 经济周期

从图 6-7 中可以看出，经济周期波动有三个特点：

第一，每一个经济周期都包括了扩张和收缩两个阶段，细分下来是复苏、繁荣、衰

退、萧条四个阶段。

第二，虽然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从逻辑上肯定这个顺序排列，但它们在每次经济周

期中的长度和实际形态将有很大的差异。

第三，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着生产能力的增长趋势，所以在某一谷底阶段中，其实

际的生产和就业水平有可能出现比以前周期的峰顶时期还要高的状况，这是正常的。

经济周期分类

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

（1）内生经济周期理论 内生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由经济体

系的内部因素导致的。这类理论并不否认经济体系外部因素对经济的冲击作用，但它强

调经济中这种周期性波动是经济体系内的因素引起的。最具有代表的内生经济周期理论

是凯恩斯主义的乘数-加速数的相互作用理论，我们将详细介绍。此外，比较有名的内

生经济周期理论还包括纯货币理论、投资过度理论、消费不足理论、心理周期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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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纯货币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是一种纯粹的货币现象。经济中周期性的波动完全

是由于银行体系交替地扩大和紧缩信用所造成的。在发达的市场体系中，流通工具主是

各种银行的信用工具，商人运用的资本主要来自于银行信用。当银行体系降低利率、扩

大信用时，商人就会向银行增加借款，从而增加向生产者的订货。这样就引起了生产的

扩张和收入的增加，而收入的增加又引起对商品需求的增加和物价上升，经济活动继续

扩大，经济进入繁荣阶段。但是银行扩大信用的能力并不是无限的，当银行体系被迫停

止信用扩张，转而收缩信用时，商人得不到贷款，就会减少订货，由此出现了生产过剩

的危机，经济进入了萧条阶段。在萧条时期，资金逐渐回到银行，银行可以通过某些途

径来扩大信用，促进经济复苏。根据这一理论，其他非货币因素也会引起局部的萧条，

但只有货币因素才能引起普遍的萧条。

2 投资过度理论认为，由于各种原因的存在，导致了投资的增加，这种增加会引

起经济的繁荣，繁荣首先表现在对投资品（即生产资料）需求的增加以及投资品价格的

上升上。这就更加刺激了对资本品的投资，资本品的生产过度发展引起了消费品生产的

减少，从而形成结构的失衡。而资本品生产过多必将引起资本品过剩，于是出现了生产

过剩的危机，经济进入了萧条。也就是说，过度增加投资引发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3 消费不足理论认为，经济中出现萧条与危机是因为社会对消费品的需求赶不上

消费品的增长，而消费需求不足又引起对资本品需求不足，进而使整个经济出现生产过

剩危机。消费不足的根源主要是由于国民收入分配不平等所造成的穷困人口购买力不足

和富裕人口的过度储蓄。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理论，主要用于解释经济周期中危机阶段

的出现以及生产过剩的原因，并没有形成为解释经济周期整个过程的理论。这种理论的

早期代表人物是英国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和法国经济学家西蒙斯第，近期的代表人物是

英国的经济学家霍布森。

4 心理周期理论强调心理预期对经济周期各个阶段形成的决定作用，这种理论认

为，预期对人们的经济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乐观与悲观预期的交替引起了经济周期

中的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当任何一种原因刺激了投资活动，引起高涨之后，人们对未来

的预期的乐观程度一般总会超过合理的经济考虑下应有的程度。这就导致过多的投资，

形成经济过度繁荣。而当这种过度乐观情绪所造成的错误被觉察以后，又会变成不合理

的过分悲观的预期。由此过度减少投资，引起经济萧条。

（2）外生经济周期理论

与内生经济周期理论不同，外生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经济体系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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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因素导致的。这种理论并不否认经济中的内在因素（如投资、货币等）的重要性，

但它们强调引起这些因素变动的根本原因在经济体系之外。比较有代表性的外生经济周

期理论包括创新经济周期理论、太阳黑子理论等。

1 创新理论源于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这种周期过程如图 6-8 所示：

经济衰退资本品需求减少银行信用紧缩利消失下行方向：创新普及盈

经济繁荣
非生产性

生产性
资本品需求上升银行信用扩张形成上行方向：创新及浪潮








AD

AD-

熊彼特根据这种理论解释了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他认为重大的技术创新（如

蒸汽机、炼钢和汽车制造等）对经济增长有长期的影响，这些创新引起的繁荣时间长，

繁荣之后衰退也长，从而所引起的经济周期就长，形成了长周期。中等创新所引起的经

济繁荣及随之而来的衰退则形成了中周期，那些属于不很重要的小创新则只能引起短周

期。

提问：根据熊彼特的理论，是否意味着创新本身是导致波动的根源？

太阳黑子理论是利用太阳黑子的活动来解释经济周期，由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父子

提出并加以论证。

乘数-加速数模型

（1）乘数-加速数模型概述

乘数-加速数模型是现代宏观经济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内生经济周期理论，其代表人

物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其对经济周期的解释是这样的：

假设由于新发明的出现使投资的数量增长，投资数量增长会使得收入成倍数增加，

这是乘数起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当人们的收入增加时，他们会购买更多的产品和劳

务，从而整个社会的产品和劳务销售数量增加，销售量的增加又会使投资以更快的速度

增长，这是加速数发挥作用的结果。而投资的增长又使国民收入增长，从而销售数量再

次上升。如此循环往返，国民收入将不断增大，于是社会便处于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

然而，社会的资源总是有限的，收入的增大迟早会达到资源所能容许的峰顶。一旦

经济达到经济周期的峰顶，收入不再增长，从而销售量也不再增长。销售量增长的停止

意味着投资量下降为零。由于投资的下降，通过乘数作用会使得收入倍数减少，从而销

售量也因之而减少。销售量的减少又通过加速数的作用使得投资进一步的减少，而投资

的下降又使国民收入进一步下降。如此循环往复，国民收入会持续下降。这样，社会便

处于经济周期的衰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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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持续下降使社会最终达到经济周期的谷底。这时，由于衰退阶段的长时期负投

资，生产设备的逐年减少，所以仍在营业的一部分企业会感到有必要更新设备。这样，

投资开始增加，收入开始上升，上升的国民收入通过加速数又一次使经济进入扩张阶段，

于是，一次新的经济周期又开始了。

（2）加速原理

在宏观经济学中，一方面，投资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倍数增加，国民收入变动量

与投资变动量的比率称为乘数；另一方面，国民收入的变动又会引起投资成倍数变动，

投资的变动量和国民收入的变动量之间的比率则称为加速数。

一般说来，要生产更多的产量需要更多的资本，进而需要用投资来扩大资本存量。

在一定限度内，企业有可能用现有资本的集约使用来生产更多的产品，但对于企业来说，

总有一个最优的资本对产量的比率。不同企业的资本对产量比率是不同的，并且资本对

产量比率会随着社会技术和生产环境的变动而发生变动，为了简单起见，假定这个比率

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我们以 K 代表资本，Y代表产量水平，v代表资本—产出比率，

即一定时期内生产每单位产量所需要的资本存量。则有：

tt vYK  (6.39)

公式（6.39）中， tK 是 t期的资本存量，而 tY 是 t期的产出水平。由于资本是存量，

是以前各年份累积投资总量，而国民收入是一个流量，是当年经济社会生产的价值总和，

因此，资本-产出比 1v 。

由此式可知，资本存量的增加可以导致产出水平的增加。而资本存量的增加取决于

一段时间内的净投资。设 tI 是 t时期的净投资，则有：

1 ttt KKI (6.40)

结合公式（6.39）和公式（6.40）可得：

)( 11   ttttt YYvKKI (6.41)

公式（6.41）表明，t时期的净投资额等于产量从 1t 到 t的变动量乘以资本-产出比

率。如果 tY 大于 1tY ，则在 t时期内有正的净投资，或投资增加；反之，则投资减少。可

见，净投资取决于产量水平的变动，变动的幅度大小取决于资本-产出比率的大小，资

本-产出比率 v通常被称为加速数。

由于总投资是由净投资与重置投资（即折旧）构成，公式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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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tt KYYvI   )( 1 (6.42)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加速数大于 1的情况下，资本存量的增加必然超过产量的增

加。应当指出，加速原理发生作用是以资存量得到了充分利用，且生产技术不变，从而

资本-产量比率固定不变为前提的。

（3）乘数—加速数模型

乘数—加速模型将乘数原理与加速原理结合起来，以说明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结

合三个部门经济的情况，这一模型的基本表达式如下：

               tttt GICY  (6.43)

      )1(0    1   bbYC tt (6.44)

)( 1 ttt CCvI (6.45)

公式（6.43）为产品市场均衡公式，即收入恒等式，为简便起见，假定政府购买

0GGt  (常数)。公式（6.44）为简单的消费函数，它表明本期消费是上期收入的函数，

b为边际消费倾向。公式（6.45）表明了本期投资是本期消费与上期消费的差与加速数 v

的乘积。
①

将公式（6.44）和公式（6.45）代入公式（6.43）可得：

               )( 11 ttttt GCCvbYY   (6.46)

总结、安排预习与复习

7.6.5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设问；案例分析。

7.6.6 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1)注释课后复习思考之名词概念；理解思考课后简答题题目；

2)复习单元教学要点，预习下节教学内容。

7.6.7 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教师：熟悉课程教学要点；梳理实施方案，明确执行步骤；准备经验素材。

学生：预习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理论；预习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理论；查阅搜集相

① 由于在一般情况下，消费和收入大致会保持固定的比率，所以加速原理也可以用本期消费与前期消费的变动量来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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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经验资料。

7.6.8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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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教学单元七 失业与通货膨胀

7.7.1 教学日期

7.7.2 单元教学目标

1)掌握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失业类型及其原因；

2)理解凯恩斯主义的乘数-加速模型，对经济周期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自然失业率

的内涵；

3)培养对社会经济发展历程的理性思维，增进对失业问题认知的理性；

4)了解菲利普斯曲线及其政策含义；

5)掌握通货膨胀定义、类型及原因相关理论；

6)理解通货膨胀的经济影响；

7)深化对现实经济生活中整体价格水平运动变化的理性认识。

7.7.3 单元教学内容

第十五章 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

第一节 失业理论

1)失业与失业率；2)失业的种类；3)失业的影响；4) 自然失业率。

第二节 通货膨胀

1)通货膨胀及其衡量；2)通货膨胀的类型；3)通货膨胀的原因；4)通货膨胀对经济

的影响。

第三节 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菲利普斯曲线

1)凯恩斯的观点：失业与通货膨胀不会并存；2)菲利浦斯曲线；3)菲利普斯曲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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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含义。

【重点】

失业：定义、成因；自然失业率；通货膨胀：定义、成因、影响。

【难点】

失业成因分析；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7.7.4 单元教学过程

回顾上节课程教学要点

失业理论

失业与失业率

失业是指达到法定条件，有劳动能力，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水平并且在积极的找工

作而没有工作的一种现象。一般用失业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失业状况。

失业率是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比。其公式为：

劳动力总数

失业人口数量
失业率 

失业的种类

失业有很多种类，根据主观愿意就业与否，可分为自愿失业与非自愿失业。

（1）自愿失业

所谓自愿失业是劳动者所要求的实际工资超过其边际生产率，或者说不愿意接受现

行的工作条件和收入水平而未被雇用所造成的失业。由于这种失业是由于劳动人口主观

不愿意就业而造成的，所以被称为自愿失业。自愿失业无法通过经济手段和政策来消除，

因此不是经济学所研究的范围。

（2）非自愿失业

非自愿失业是指有劳动能力、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水平但仍然找不到工作的现象。这

种失业是由于客观原因所造成的，因而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和政策来消除。经济学中的所

讲的失业是指非自愿失业。

非自愿失业又可以分成磨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

周期性失业是指经济周期中的衰退或萧条时，因社会总需求下降而造成的失业。图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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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周期性失业与紧缩性缺口

下面将结合劳动市场的均衡图来进一步分析说明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如图 7-2

和图 7-3：

O

w

1w

2w

dN sN

N1N 0N

图 7-2 自愿失业

O

w

1w

2w

dN sN

2N N1N 0N

图 7-3 非自愿失业

奥肯定律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根据美国的数据，提出了经济周期中失

业变动与产出变动的经验关系，被称为奥肯定律。

奥肯定律的内容是：失业率每高于自然失业率一个百分点，实际GDP将低于潜在

GDP两个百分点。换一种方式说，相对于潜在GDP，实际GDP每下降两个百分点，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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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率就会比自然失业率上升一个百分点。

提问：你对失业影响的认识？

自然失业率

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学的首要目标，那么如何才算得上是充分就业呢？经济当中能

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呢？前文的分析让我们认识到现实生活中永远达到不百分之一百就

业，因为即使有足够的职业空缺，失业率也不会等于零，也仍然会存在摩擦性失业和结

构性失业。在一个变化快速的现代社会中，永远存在着职业流动和行业的结构性兴衰，

所以，总有少部分人会处于失业的状态。

贝佛里奇曲线

职业搜寻理论

实际工资刚性问题

课堂讨论：如何看待和应对失业？

通货膨胀及其衡量

（1）通货膨胀的基本含义

通货膨胀是指一般价格水平持续而显著的上升。对通货膨胀的概念，我们应从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把握：

1 这里的价格不是具体某种商品的价格，而是价格指数。因此，这里的价格上升

不是某一商品价格的上升，而是整个物价水平的普遍上升。

2 这里价格指数的上升不是一时的上升，而是持续一定时期的上升，而且这种上

升是显著的，一般消费者能明显感受到的。

（2）通货膨胀的衡量

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是物价指数。

物价指数是表明商品价格从一个时期到下一个时期变动程度的指数，一般采用加权

平均的方式，即根据某种商品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来确定其价格的加权数的大小。物

价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100
0





t

tt

QP

QP
物价指数 (7.1)

公式（7.1）中， 0P 、 tP是基期和本期的价格水平， tQ 是本期的商品量（注：上式

中采用了是报告期加权平均法，计算物价指数还有一种方式，即采用基期加权法，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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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期的商品量作为权数来计算物价指数）。

根据计算物价指数时包括的产品和劳务种类的不同，可以计算出三种主要的物价指

数：

1 消费者价格指数（简称CPI），也称零售物价指数或生活费用指数，是衡量各

个时期居民个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和劳务的价格水平变化的指标。这是与居民个人生活最

为密切的物价指数，因为这个指标最能衡量居民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水平。

2 生产者价格指数（简称 PPI ），又称批发价格指数，是衡量各个时期生产者在

生产过程中用到的产品的价格水平的变动而得到的指数。通常这些产品包括产成品和原

材料。

3 GDP折算指数，是衡量各个时期所有产品和劳务的价格变化的指标。

我们可以根据物价指数计算出一定期内物价上升或下降的幅度，这就是通常所说的

通货膨胀率。

所谓通货膨胀率是指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内价格水平变动的百分比。其计算公

式为：

%100
1

1 







t

tt

P
PP

通货膨胀率 (7.2)

通货膨胀的类型

（1）按价格上升的速度划分

1 温和的通货膨胀，指每年物价上升的比例在 10%以内。

2 奔腾的通货膨胀，指年通货膨胀率在 10%以上和在 100%以下。

3 超级通货膨胀，指通货膨胀率在 100%以上。发生这种通货膨胀时，价格持续

猛涨，人们都尽快地使货币脱手，从而大大加快货币流通速度。

（2）按照对不同商品的价格影响有大小加以区分

1 平衡的通货膨胀，即每种商品的价格都按相同的比例上升。这里所指的商品价

格包括生产要素以及各种劳动的价格，如工资率、租金、利率等。

2 非平衡的通货膨胀，即各种商品价格上升的比例并不完全相同。如近年来，我

国房地产价格上升迅速，而一般日用消费品如家电、电脑、汽车等商品的价格反而有下

降趋势。

（3）按照人们的预期程度加以区分

1 未预期的通货膨胀，即人们没有预料到价格会上涨，或者是价格上涨的速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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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人们的预计。

2 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即人们预料到价格会上涨。这两种通货膨胀对人们正常生

活的影响是不同的，未被预期的通货膨胀可能会导致货币工资率的上升滞后于物价的上

涨，从而使利润上升，至少暂时会有一种扩大就业、扩大总产出水平的效应。如果通货

膨胀事先已经完全预料到，那么各经济主体将按其预期来调整其经济行为，如工会在物

价上涨前就要求增加工资，从而使通货膨胀的短期扩张效应不会产生。

总结、安排复习与预习

通货膨胀的原因

（1）货币供给过多

货币数量论认为，通货膨胀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增长速度超过了产出增长速度导致

的。

1911 年，美国经济学家费雪在其《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了交易方程：

MVPY  (7.3)

式中， P为一般价格水平，Y为实际国民收入，M 为流通中的货币，V 为货币的流

通速度，即单位时间内单位货币在消费者手中周转的次数。

提问：货币、职能？

（2）需求拉动

如果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会引起一般物价水平普遍而持续的上涨。这种通货膨胀通

常称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通俗的说，这种通货膨胀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

因而物价上涨。如图 7-4 所示：

P

O Y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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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D
2AD 3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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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Y 3Y

0P

1P

2P
3P

1Y

图 7-4 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3）成本推动

用图 7-5 来说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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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又可以根据其原因的不同而分为以下几种：

1 工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2 利润推动的通货膨胀。

3 原材料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4）结构性通货膨胀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即使没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进，但由于经济结构因素的变动，

也会出现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这种价格水平的上涨被称为结构性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

通货膨胀既会对个人的经济生活产生各种影响，也会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产生重

大影响，一般可以将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分成二种，即通货膨胀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和

通货膨胀的产出效应。

（1）通货膨胀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1 通货膨胀不利于靠固定货币收入维持生活的人。

2 通货膨胀对储蓄者不利。

3 通货膨胀还会在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产生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2）通货膨胀的产出产应

1 随着通货膨胀出现，产出增加。

2 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引致失业，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引起就业和产出水平的下降。

3 超级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崩溃。

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菲利普斯曲线

凯恩斯的观点：失业与通货膨胀不会并存

凯恩斯认为，在未实现充分就业，即资源闲置的情况下，总需求的增加只会使国民

收入增加，而不会引起价格水平上升。也就是说，在未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不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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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通货膨胀。在充分就业实现，即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后，总需求的增加无法使国民收入

增加，而只会引起价格上升。因此，在发生了通货膨胀时，一定实现了充分就业，这种

通货膨胀是由于总需求过度而引起的，即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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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失业与通货膨胀

菲利浦斯曲线

（1）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

1958 年，在英国任教的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在研究了 1861 年—1957 年的英国

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增长率的统计资料后，发现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稳定的非线性负相

关联系。据此，他提出了一条用以研究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增长率之间替代关系的曲线。

如图 7-7 所示：

O

货币工资增长率

PC

失业率

图 7-7 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

（2）修正的菲利普斯曲线

如图 7-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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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率

通货膨胀率

图 7-8 修正的菲利普斯曲线

货币主义对菲利普斯曲线的评价？

理性预期学派对菲利普斯曲线的评价？

菲利普斯曲线的政策含义

如图 7-9 所示：

图 7-9 菲利普斯曲线的应用

总结、安排复习和预习

7.7.5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设问；案例分析；专题讨论。

7.7.6 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1)失业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2)注释课后复习思考之名词概念；理解思考课后简答题题目；

3)复习单元教学要点，预习下节教学内容。

7.7.7 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教师：熟悉课程教学要点；梳理实施方案，明确执行步骤；准备经验素材。

学生：预习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相关理论部分；准备经验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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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教学单元八 宏观经济政策

7.8.1 教学日期

7.8.2 单元教学目标

1)掌握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特点，财政政策及其政策工具；

2)理解财政政策工具作用的原理，正确认识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

3)培养针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知理性；

4)了解货币及其职能，派生存款与货币乘数；

5)掌握货币政策及其政策工具作用原理；

6)理解货币政策作用的路径及其局限性；

7)培养对宏观经济政策认知的理性；

8)归纳总结课程教学。

7.8.3 单元教学内容

第十六章 宏观经济政策

第一节 宏观经济政策概况

1)宏观经济政策及目标；2)宏观经济政策工具；3)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特点。

第二节 财政政策

1)财政政策；2)可选择的宏观财政政策的比较；3)财政政策工具；4)财政政策的局

限性。

第三节 货币政策

1)货币概述；2)派生存款与货币乘数；3)货币政策的运用；4)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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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特点；财政政策、工具及其作用原理；货币政策工具及其作

用原理；货币政策作用路径。

【难点】

财政政策工具作用原理分析；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原理；货币政策作用路径。

7.8.4 单元教学过程

回顾上节课程教学要点

第一节 宏观经济政策概况

宏观经济政策及目标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政策制定和实施在相应阶段上要追求的成果，一般来说，宏观

经济政策目标有：

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经济稳定。

宏观货币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

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与特点

需求管理是通过调节总需求来达到一定政策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财政政策和

货币政策是典型的以需求管理为特点的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工具有税收、政府购买

支出和转移支出等；货币政策工具有公开市场业务、法定准备金政策和再贴现政策等。

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特点

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的基本特点是调节总需求或实行“需求管理”和“逆经济风向而

动”。

财政政策

宏观财政政策的基本作用，在于通过税收和支出活动来调节总支出，以消除“通货

膨胀缺口”或“通货紧缩缺口”，实现没有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具体来说，便是依据

“逆经济风向”的基本原理，实施反向调控，以消除缺口，实现国民经济总量的均衡。

如图 8-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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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宏观财政政策消除紧缩缺口

当经济存在“通货膨胀缺口”时，政府可以通过减少政府支出或增加税收，即紧缩

的财政政策来消除“缺口”，以达到既消除通货膨胀又能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如图 8-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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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缺口

图 8-2 宏观财政政策消除膨胀缺口

可选择的宏观财政政策的比较

在已知政策工具乘数和国民经济总量缺口的情况下，政府利用政策工具实施干预的

力度大小的量化，公式表达为：

i
i K

YAE 
 (8.1)

为了更清楚说明和比较上述四种可选择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可以假设以下的条件：

（1）国民经济存在 250 亿美元的GNP缺口（生产缺口）；（2）可支配收入的边际消费

倾向为 0.8；（3）边际税率为 0.25，边际进口率为零。如果政府运用上述工具来消除

250 亿美元的GNP缺口，应该做怎样的量的调整呢？

（1）政府购买

在四个部门经济条件下，政府购买乘数为：

5.2
)1(1

1





mtb
KG

根据公式（8.1）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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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K
YG （亿美元）

（2）税收或转移支付

税收

税收乘数是指税收的变动引起国民收入变动量同税收的变动量的比率，用 TK 表示，

公式表达为：

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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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式（8.1）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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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 （亿美元）

转移支出

转移支出乘数是指政府转移支出变动引起国民收入变动量同转移支出变动量的比

率，用
RTK 表示，公式表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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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式（23.1）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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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衡变动收支和平衡预算乘数

平衡预算乘数是指国民收入增量与平衡变动的收支量的比率，用 BK 表示，公式表

达为：

5.0
)1(1

1






mtb

bKB

综上所述，在消除同一国民经济总量“缺口”中，不同的政策工具选择运用其效果

存在差别，其间的比较可以通过表 8-1 表示。

表 8-1 在消除同一“缺口”时不同财政政策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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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工具

财政政策工具根据其是否自动发挥作用，分为“内在稳定器”和斟酌使用的财政政

策。

（1）“内在稳定器”

“内在稳定器”是指这样一类财政政策工具，它们不需要人为的计划性调节，而是

依靠工具本身构建所形成的内在机制实现国民经济总量，以实现国民经济稳定。其主要

有三大工具：

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政府支出、转移支出

（2）斟酌使用的财政政策

政策期望达到的影响范围大小；政策时滞的长短；政策实施产生的财政赤字和政

府干预经济作用的大小。

财政政策的局限性

1）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政策效应的“时滞”

如图 8-3 所示：

O Y

AE

45

AEY 

FY 1Y

FAE

膨胀缺口 1AE

2AE

紧缩缺口

3AE

图 8-3 财政政策时滞的作用后果

2）财政政策刚性，即不可逆性

图 8-4 进行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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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Y

AE

45

AEY 

FY 1Y

FAE

膨胀缺口 1AE

2AE

紧缩缺口

图 8-4 财政政策刚性的影响

3）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如果政府是通过增税或向私人部门借债来增加支出，导致私人的消费和投资

减少，其结果只不过是购买力的转移。因而增加政府支出对总支出和国民收入的影响将

受到很大的限制。

第二、政府增加支出，可能引起私人的消费和投资下降。由于政府增加支出将使总

需求和国民收入水平上升。公众对货币的交易需求将增加，从而使利息率也上升，由于

利息率上升，企业的投资和私人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将减少，结果将抵消或降低政府增

加支出的效应。

4）财政政策效果受到公众消费决策的影响

财政政策作用效果

财政政策的效应与挤出效应密切相关，政策作用的挤出效应越小，政策本身的作用

效果就越明显，反之，则政策作用效果越差。对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分析，可以从以下

两方面入手：

1） LM 曲线斜率及财政政策效果

LM 曲线的斜率之所以影响挤出效应，是与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 k及货币秀的利率弹性 h

相关的。如果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一定的收入增加所引起的货币需求的增加也大，

从而在货币供给量一定的情况下，货币需求的增加量就大，利率水平就会上升的更明显，

并引起投资和总需求更明显的下降，这样，政策的挤出效应就更大，政策作用效果不明

显。相反地，如果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小，则政策的挤出效应就小，政策作用效果就更

明显。

如果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小，一定的货币需求增加所引起的利率变动大，从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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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总需求变动大，因此挤出效应就更大，政策作用效果不明显。相反地，如果货币需求

的利率弹性大，则政策的挤出效应就小，政策作用效果就更明显。

结合几何图形，可以直观地反映以上分析。如图 8-5 所示：

O

LM

Y

2IS

1IS

2Y1Y

1E

2E

1r

2r

r

O

LM

Y
1IS

2Y1Y

1E
2E

1r

2r

r

2IS

)(b)(a

图 8-5 LM 曲线斜率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

在图 8-5 )(a 中， LM 曲线的斜率大，意味着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 k较大或货币需求

的利率弹性 h较小，挤出效用明显，政策作用效果较差；相反地，在 8-5 )(b 中， LM 曲

线的斜率小，意味着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 k较小或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 h较大，挤出效

用较小，政策作用效果明显。

特殊地，当 LM 曲线斜率为 1时，即 LM 曲线为垂直状态时，财政政策将失效；当 LM

曲线斜率为 0时，即 LM 曲线为水平状态时，财政政策将具有完全效果。

2） IS曲线的斜率及财政政策效果

IS曲线影响财政政策效应是与投资的利率弹性 d相关。如果投资的利率弹性大，则

一定利率上升所引起的投资下降就大，从而总需求和国民收入下降就大，因此，政策的

挤出效应明显，政策作用效果不佳。反之，则政策的挤出效应小，政策作用效果明显。

结合几何图形，可以直观地反映以上分析。如图 8-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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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S

2Y1Y

1E
2E

1r

2r

r

2IS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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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IS曲线斜率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

在图 8-6 )(a 中， IS曲线的斜率（绝对值）大，意味着投资的利率弹性小，财政政策

挤出效用小，政策作用效果明显；相反地，在 8-6 )(b 中， IS曲线的斜率（绝对值）小，

意味着投资的利率弹性大，财政政策挤出效用较大，政策作用效果不明显。

特殊地，当 IS曲线斜率为 1时，即 IS曲线为垂直状态时，财政政策将具有完全效果；

当 IS曲线斜率为 0时，即 IS曲线为水平状态时，财政政策将失效。

货币政策

宏观货币政策指中央银行通过管理货币供给量和利息率等货币变量来影响宏观经

济的行为。

货币概述

（1）货币及职能

（2）货币供给量

广义的货币供给量用 2M 表示。  12 MM 储蓄存款+小额定期存款。把定期存款算作

货币供给量，是因为公众虽然不能根据定期存款开出支票，但是存款人只要通知银行即

可以取得现款。

有的经济学家还用 3M 来表示更为广义的货币供给量，即在 2M 的基础上加上“货币

近似物”，如私人和企业持有的政府证券等。因为公众可以把到期的债券换成现款，或

把不到期的债券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以获得现金。

（3）货币需求量

货币需求量与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化，与利息率反方向变化。货币需求总量公式表示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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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rLYLLLL  (8.2)

派生存款与货币乘数

假定某银行吸收原始存款为 0M ，r为法定准备金率，且 10  r ，则在封闭的银行系

统中，银行倍数创造的结果M 的一般表达式分析为：

r
M

r
rMrMrMrMMM
n

n 1
)1(1

)1(1)1()1()1( 00
1

0
2

000 



  (8.3)

在不考虑现金流出的情况下，在封闭的银行系统中，银行存款倍数创造能力的量化，

用公式表示为：

r
KM

1
 (8.4)

在公式（8.4）中， MK 是银行存款创造倍数， r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货币政策的运用

（1）宏观货币政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

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的调控具有明显的间接性，其调控的基本原理

可以用表 8-2 进行表现：

表 8-2 货币政策影响国民收入水平的步骤

（2）宏观货币政策工具

货币政策的工具具有多样性，有货币政策“三大法宝”、一般信用工具、间接信用

工具和直接信用工具等。

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政策和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是通常所说的“三大法宝”。

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1）货币政策具有决策开和灵活的优点，但它发生预期作用的速度很慢，其作用后

果也很难预测，因而很可能出现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与其预期目标背道而驰的情况。

2）总需求特别是总投资，对于利息率的变化是缺乏弹性的。

3）当中央银行把稳定利息率作为政府目标时，必然与影响国民收入水平的目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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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矛盾。

4）宏观货币政策的几个主要工具对改变商业银行可利用准备金的作用也有很大局

限。

5）宏观货币政策容易受到国际准备金流动的冲击。

理论专题： IS曲线的移动和宏观财政政策效应

为讨论宏观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这里引入 LMIS  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如图 8-7 所

示：

O Y2Y1Y

1E

2E
1r

2r

r 1LM

2LM

IS

F

3Y

图 8-7 LM 曲线的移动

在图 8-7 中，假定央行增加货币供给量，则导致 LM 曲线由 1LM 移动到 2LM ，在原

来的利率水平 1r ，国民收入应该由 1Y 增加到 3Y 。但是，在 F点反映出产品市场的非均衡，

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关系是 SI  ，新的均衡点是 2E 点，此时，均衡的国民收入为 2Y ，均衡

的利率水平为 2r 。显然地，由于存在挤出效应，所以实际的国民收入水平要小于理想状

态下的国民收入水平。

货币政策的效应与挤出效应同样密切相关，政策作用的挤出效应越小，政策本身的

作用效果就越明显，反之，则政策作用效果越差。对货币政策挤出效应的分析，可以从

以下两方面入手：

1） LM 曲线斜率及货币政策效果

宏观货币政策效应的大小与 LM 曲线斜率的大小成同方向变化。如图 8-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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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 LM 曲线斜率与货币政策的挤出效应

在图 8-8 中，IS曲线的斜率相同，但是 )(a 中 LM 曲线的斜率小于 )(b 中 LM 曲线的斜

率。最初 )(a 中的均衡收入和利率为 1Y 和 1r ， )(b 中均衡的国民收入和利率为 
1Y 和 

1r 。假

设央行增加货币供给量，并使得 )(a 中的 1LM 和 )(b 中的 
1LM 向右下方产生相同幅度的运

动，结果导致 )(a 中的均衡国民收入由 1Y 上升为 2Y ， )(b 中的均衡国民收入由 
1Y 上升为 

2Y ，

且  2121 YYYY 。这就意味着，在 IS曲线斜率不变的条件下， 货币政策的效应在 LM 曲

线斜率大时大于 LM 曲线斜率小时的效应。

原因在于， LM 曲线斜率较大时，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对利率缺乏弹性。当货币供

给量在原来的利率水平增加时，  1LYSI ，利率应有较大的下降才能使下降的 1L

被投机动机货币需求所吸收。由于利率下降较大，投资和国民收入也会有较大的增加，

货币政策效果显著。相反地，在 LM 曲线斜率较小时，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

2） IS曲线的斜率及货币政策效果

宏观货币政策效应的大小与 IS曲线斜率大小成反方向变化。如图 8-9 所示：

O
Y2Y1Y

1r

2r

r
1LM

2LM


1r


2r


1Y


2Y


1IS

1IS

图 8-9 IS曲线斜率与货币政策的挤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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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8-9 中， 1IS 曲线的斜率小于 
1IS 的斜率。在 LM 曲线斜率一定的条件下，假定

央行增加货币使 LM 曲线由 1LM 向右下方移动到 2LM ，将会使得具有不同斜率的 IS曲线

下的国民收入分别由 1Y 上升到 2Y ， 
1Y 上升到 

2Y ，利率由 1r 下降到 2r ，


1r 下降到 
2r 。两相

比较，有  2121 YYYY 。这就意味着，在 LM 曲线斜率一定的条件下，宏观货币政策的效

应在 IS曲线的斜率比较小时大于 IS曲线的斜率较大时的效应。

原因在于，在 IS曲线斜率较小的时候，投资对利率富有弹性，因而当增加货币供给

量导致利率下降时，私人投资将会有较大的增加，从而国民收入也将有较大上升；相反

地，在 IS曲线斜率较大的时候，投资对利率缺乏弹性，因而当增加货币供给量导致利率

下降时，私人投资只会有较小的增加，从而国民收入也将只有较小的上升。

7.8.5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设问；案例分析。

7.8.6 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1)通货膨胀影响下的财富再分配问题？

2)注释课后复习思考之名词概念；理解思考课后简答题题目；

3)宏观经济政策目标选择中的矛盾分析？

7.8.7 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教师：准备教学要点；梳理课程实施方案；准备经验素材。

学生：预习宏观经济政策相关理论部分；预习货币政策部分；查阅和搜集相关的经

验资料。

7.8.8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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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课程要求

8.1 学生自学的要求

教与学双边的关系中，充分发挥学生自觉学习的积极性，是有效提升教学质量的必

要条件。《宏观经济学》具有基础性，理论知识体系覆盖面广，体现多学科理论知识的

综合，因此，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需要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实现学生的自主学习。《宏

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实施中，实现学生有效的自觉学习，需要从教师和学生两方面入手：

1)教师有效的引导，授人以渔，让学生了解自学重要性的同时，使其学会和掌握自

学的方式方法，明确实现自觉学习的基本路径。

2)学生自觉性的培养。在课程教学实施大纲设计的制度框架下，提供学生自觉学习

的外部激励条件，并引导学生内在主观能动性的培养，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自觉推

行与课堂教学平行的自学进度，完成超前自学、同步自学与检验性自学三个方面的要求，

提升知识吸收、引申思辨、判断分析和归纳概括等方面的能力，并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增进学习的自觉性，并不断完善学习的方法。

8.2 课外阅读的要求

俗话说，“书上学来终觉浅”，要深入领会和掌握课程教学的知识，在以讲授为主

导形式的课堂理论教学之外，还需要一个与课堂教学平行的积累过程。广泛的且相关联

的课外阅读，是巩固和提升理论分析、理解和识辨能力的重要基础，因此，提出课外阅

读的要求，培养学生课外阅读的习惯，是保证有效学习的又一重要的层面。《宏观经济

学》课程教学实施对课外阅读的基本要求要做到：

1)明确课外阅读的基本要求，并在大纲中以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

2)指定课外阅读材料，并尽可能提供课外资料查阅的参考渠道；

3)培养学员良好的阅读习惯，使其做到能读、爱读和善读，从而拓展其知识面，深

化其对专业理论知识的认识，促进理论与经验、实践的有效结合；

4)介绍、探讨和总结课外阅读的方式方法，促进规范性阅读、培养兴趣性阅读、提

倡并鼓励提升性阅读。

8.3 课堂讨论的要求

课堂讨论在提升课堂教学互动性，激发兴趣，开拓思维，启发创新等方面，具有积

极的意义，并能有效弥补单纯灌输式教学的不足。结合《宏观经济学》的课程性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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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讨论的安排需要关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 课堂讨论安排的事前性
①
。事前性安排保证了在课程或相关教学单元开展之前，

将与课堂讨论主题相关的信息，在教师和学生之间进行充分的共享，从而保证教师能够

在制度规范的约束下积极地做好课堂讨论的系统准备，促使学生积极地在课余时间为有

效的讨论参与做好准备。

2)讨论进程可控性。通过事前设计明确课堂讨论的主题、目标、步骤及时间条件等，

并在课堂讨论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教师的掌控作用，做到“问题说透，效率到位”。

3)讨论参与的广泛性。课堂讨论要杜绝“一言堂”，运用大纲中设计的激励机会，

充分调动所有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引发围绕讨论主题的广泛的争鸣，并通过积极引导实

现目标取向的共鸣。

1)讨论主题的鲜明性。明确讨论的主题，明晰问题讨论的合理边界，并辅之以相关

的导向性说明，实现讨论围绕主题，形散而神不散。

2)讨论结果的确定性。做好讨论过程的引导和归纳，在不影响讨论积极性并保障足

够自由度的同时，使对问题的讨论沿着规范的目标演进。

8.4 课程实践的要求

《宏观经济学》课程实践的基本要求为：培养理论到实践，实践再到理论的螺旋式

上升的认知优化路径，探索理论与实践相互融合的多角化路径。基于对“实践”内涵的

不同理解，本课程实践的具体要求包括：

1) 课堂讲授与理论研究在抽象意义上的匹配。这一层面的实践将在抽象意义上进

行，在课堂讲授的基础上，学生通过自学及课外阅读，进行深入的相关理论知

识的研究性实践，印证和深化理论认知，完善认知体系。

2) 按图索骥式的针对性经验实践。《宏观经济学》学科的特殊性，使得基于经验

的实践检验方法成为可能。在有选择的理论知识范畴，提出课余经验实践的任

务要求，让学生通过融入日常生活的经验实践来检验理论与实践联系的紧密性。

3) 模拟实验条件下的主题性演练。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建立适用于《宏

观经济学》课程教学的模拟软件，通过实验教学，用更为生动有趣的推演模型，

将抽象的经济学理论与模型的介绍更直观地表现出来，从而加深学生对理论知

① 通过对课堂讨论的事前性设计，提供一种制度范式，以规范课堂讨论行为过程，提升讨论的效率，拓展讨论的影

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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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理解，培养起模拟操作能力与动手能力。

4) 导向前提下的社会调查。对于系统化的规模化实践性较强的问题，通过设计专

题讨论任务，向学生分配针对特定对象的社会调查任务，通过切实的调查、采

集和处理经验材料，形成调查报告。这样一来，既能培养学生进行调查实践的

能力熟悉有关方法的运用，又能巩固和提升其对专业知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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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课程考核方式及评分规程

9.1 出勤（迟到、早退等）、作业、报告的要求

作为基础必修课，对经济学的考核既要围绕基础知识考核这一核心，又必须围绕以

人为本的育人原则，建立包括理论知识体系在内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包括理论考

核、考勤、作业、课堂表现、社会公益等。

1) 考勤方面。进行许可条件下不定期点名制度，并结合多样化的随机抽查方法，

达到考勤的目的。对于旷课、迟到、请假和早退等行为表现，建立负面清单制

度。旷课每次扣平时成绩 10%，累计 3次及以上，则平时成绩为 0；迟到、早退

每次扣平时成绩 3分；建立告假制度，请假每次扣平时成绩 3 分，累计请假超

过 5次，则平时成绩也清零。

2) 课堂表现。课堂表现分为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积极表现进行加分，每次加平时

成绩 5分，消极表现实行扣分制，每次扣分 3分。积极表现主要包括回答问题、

参与讨论、课堂伦理等；消极表现闲谈、不玩手机、不听音乐、不睡觉、不剪

指甲等。

3) 作业考核。作业以书面形式上交，并进行等级评价。不交作业，缺一次，作业

成绩扣除 20%；缺两次，作业成绩扣除 40%；缺 3次，作业成绩清零。

4) 社会公益。社会公益采用正激励方式，对于符合社会公益、公德、健康积极向

上的行为表现，进行加分制度，并形成单列指标。

9.2 成绩的构成与评分规则说明

学科成绩是对学习绩效的综合测评，在承袭学校传统制度规范的同时，需要考虑学

科建设发展的趋势，不但要考察理论基础知识，更应该考察综合素养。因此，在考虑《宏

观经济学》学科成绩过程中，既要坚守理论知识这一主线，又要考虑课程教学中多元价

值目标的诉求。

结合课程教学实施大纲的目标要求，将考试成绩占比划分为 60%，平时成绩占比划

分为 40%。平时成绩中设计了考勤、作业、课堂表现三大指标，并赋予相应的权重。课

程整体成绩构成如表 9.2-1 所示：

表 9.2-1 《宏观经济学》考核成绩构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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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

构成

一级结构 结构比例 子目 子目权重

平时成绩 40%

考勤 20%

作业 60%

课堂

表现
20%

期末考试 60%

9.3 考试形式及说明（含补考）

《宏观经济学》考试采用闭卷考试形式，而考试从性质上区分为正考和补考。所有

正常参加学习过程的学生都能够参加正考，并获取 60%比重的卷面成绩，而总评成绩不

及格（即未达到 60 分）的学生，则需要参加由学校教务处组织的新学期前补考。

《宏观经济学》正考的相关安排如表 9.3-1 所示：

表 9.3-1 《宏观经济学》正考相关安排

正考

试卷来源
1) 任课教师命题；

2) 成立教学团队，建立命题库，随机提取。

阅卷方式
1) 任课教师阅卷；

2) 教学团队指定教师阅卷。

考试方式 闭卷

考试时间 课程结束后 3周内

试卷难度 适中

试卷份量

适中

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 70%；综合型运用 20%；提高扩展

型 10%。

考试时间 120 分钟

卷面印制 学校教务处统一印制

成绩分析统计

成绩分 0-59 60-69 70-79 80-89 90-100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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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百分率

人数

《宏观经济学》补考相关安排如表 9.3-2 所示：

表 9.3-2 《宏观经济学》补考相关安排

补考

试卷来源
1）任课教师命题；

2）成立教学团队，建立命题库，随机提取。

阅卷方式 任课教师阅卷

考试方式 闭卷

考试时间 每学期开学前一周

试卷难度 适中

试卷份量

适中

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 80%；综合型运用 10%；提高扩展型

10%。

考试时间 120 分钟

卷面印制 学校教务处统一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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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学术诚信规定

10.1 考试违规与作弊

考试违规或作弊，按照《四川理工学院学生考试违纪和作弊处理办法》，报学校相

关部门处理。

10.2 杜撰数据、信息等

对于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学生出现杜撰数据、信息等学术不端行为，影响不严重的，

教师对其进行批评，并责令其改正；造成恶劣影响的，报学校相关部门处理。

10.3 学术剽窃等

对于学术剽窃等学术严重不端行为，报学校相关部门处理。

11 课堂规范

11.1 课堂纪律

学生要遵守课堂纪律，按时到教室上课，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上课时，不说

话，不玩手机，不做与课程无关的事情；手机设置为“静音”状态。

11.2 课堂礼仪

学生要注重仪表，衣冠整齐到教室上课。不穿拖鞋、背心进教室，不得在教室内抽

烟。保持教室整洁，不随意吐痰、乱丢果皮、纸屑，严禁在桌椅上刻画；爱护教室内的

公共设施，不得搬走桌椅、不得取走教室电器设备等，损坏公物照价赔偿。

12 课程资源

12.1 教材与参考书

12.1.1 教材
①

《西方经济学》编写组.西方经济学（下册）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

版社，2011。

12.1.2 参考书

①
它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系列，为指定选用教材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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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厉以宁. 西方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 罗节礼. 当代西方经济学原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3] 侯荣华. 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3.

[4] 袁志刚.西方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12.2 专业学术专著

广泛阅读是培养经济学理论素养的根本路径。在尊重学生自觉学习之选择的同时，

带有指导性地为学生指定课外阅读的专业学术专著，将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经济学理论

素养。结合《宏观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及课程教学的要求，指定以下专业学术专著供学

生选择阅读。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 宋承先.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4] 安塞尔·M·夏普，查尔斯·A·雷吉斯特等.社会问题经济学[M].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 琼斯.经济增长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 张培刚.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

[7] 保罗·海恩等著，马昕，陈宇 译.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第 11 版）[M].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8] 亚当•斯密.国富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9] 姚开建.经济学说史(第 2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0]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1]郭小聪.政府经济学（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2]高培勇.公共经济学（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在上述学术专著中，学生需要阅读至少 2本并形成学习报告。

12.3 专业刊物

专业刊物以其学术性、时效性、前沿性和关键性，在促进专业素养培养方面发挥着

积极作用。《宏观经济学》课程的学习，在立足于其成熟的理论框架之同时，更需要将

对理论的认知与现实的热点问题联系起来，引发思考，启迪智慧。有鉴于此，推荐学生

http://www.amazon.cn/%E5%9B%BD%E5%AF%8C%E8%AE%BA-%E4%BA%9A%E5%BD%93%E2%80%A2%E6%96%AF%E5%AF%86/dp/B001WAK106/ref=sr_1_60?s=books&ie=UTF8&qid=1412059908&sr=1-60
http://www.amazon.cn/%E7%BB%8F%E6%B5%8E%E5%AD%A6%E8%AF%B4%E5%8F%B2/dp/B0050MLKV6/ref=sr_1_41?s=books&ie=UTF8&qid=1412060110&sr=1-41&keywords=%E9%81%93%E5%BE%B7%E6%83%85%E6%93%8D%E8%AE%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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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阅读以下相关刊物：

《经济研究》、《经济问题》、《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

《人口研究》、《世界经济》、《宏观经济学》、《经济体制改革》、《经济问题探索》

等。

12.4 网络及课外阅读资源

为便于学生自学，达到拓展知识面、完善理论知识体系和深化理论认识目的，像学

生推荐以下相关的资源渠道：

1）人大经济论坛[EB/OL] http://bbs.pinggu.org/；

2）经济学家[EB/OL]http://www.jjxj.com.cn；

3）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EB/OL] http://www.cenet.org.cn/cn/；

4 ） 经 济 学 家 的 网 上 资 源 [EB/OL]. http://netec.wustl. edu/EconFAQ/

EconFAQ.html

12.5 课外阅读资源

围绕《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梳理各种高度关联性经济学资源，便于学生选择性

阅读，主要课外阅读资源如下：

[1] 斯蒂格利茨著. 经济学（第 2版）[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 梁小民编著. 西方经济学[M]. 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2.

[3] 马克思. 资本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 黎诣远. 西方经济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5] 李杨. 西方经济学[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6] 杨伯华. 西方经济学原理[M].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7] 哈尔·R·范里安著，费方域等译.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 6版）[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8]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 17 版）[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9] 斯蒂芬·P·罗宾斯，玛丽·库尔特，孙建敏等译.管理学（第 7版）[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0] 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11] 黄亚钧，袁志刚.宏观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12]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上卷）[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4.

http://bbs.pinggu.org/
http://www.jjxj.com.cn/
http://www.cenet.org.cn/cn/
http://netec.wustl.edu/EconFAQ/Econ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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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教学合约
本课程我与学生均需要认真阅读本实施大纲的所有内容，并就如下条款达成合意。

13.1教师作出师德师风承诺

（1）为人师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爱岗敬业、遵纪守

法、率先垂范。衣着得体，语言规范，举止文明。

（2）教书育人。更新教育理念，遵循教育规律，积极探索教育教学方法，努力掌

握现代化教育手段，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水平。课前查阅相关资料，拓宽知识

视野，更新知识结构，认真上好每一堂课。在教育教学中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3）关爱学生。关心爱护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平等公正对待学生，保护学生安

全，关心学生健康，维护学生权益。不歧视差生，不以任何形式体罚或变向体罚学生。

13.2阅读课程实施大纲，理解其内容

我与学生均已经完全阅读了本教学实施大纲（含附件）的每一个条款，并充分理解

该实施大纲（含附件）的内容与精神，对于本实施大纲的所有内容（含附件）的理解均

清晰、明确、一致。

13.3同意遵守课程实施大纲中阐述的标准和期望

我与学生基于前述条款的理解，就此达成合意，各方均同意遵守本科课程实施大纲

（含附件）中阐述的标准、期望以及具体条款要求，愿意按照该大纲（含附件）的所有

要求严格执行，确保执行效果符合实施大纲（含附件）的标准。若任何一方违反本实施

大纲（含附件），愿意就此承担相应的责任，造成损失的，愿意进行相应的赔偿。

14．其他说明
宏观经济学理论性很强，要求学生在学习中理论联系实际学习。为此，我将在教学

中结合国家政策、联系现实经济问题，采用案例教学，使抽象的理论易于被学生理解。

同时，我设置了一个项目，“主题发言”，要求学生关注经济热点问题，每天一位同学

到讲台上讲一个经济现象，培养学生的现实敏感性、语言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本

项目实施情况记入平时成绩。

14.1 课程大纲的实施原则问题

作为《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实施所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原则的确立是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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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控制的必要前提。大纲实施原则如表 14.1-1 所示：

表 14.1-1 课程大纲的实施原则及解释

诚实、守信、理性

以诚实为大纲实施过程规范的基础

以诚信为大纲实施制度贯彻的保障

以理性为大纲实施行为推进的根据

善良、奔放、儒雅

在行为中融入善良的品格

在行为中展现奔放的热情

在行为中锤炼儒雅的气质

求实、勤奋、创新

教学双边在制度框架内的求真务实

学习行为在过程阶段上的勤奋刻苦

人才培养在实践与理念上奋进创新

14.2 课程大纲实施过程的重点界定

由于课程实施对象的不同，大纲实施过程的重点也应该有所选择。

重点高等院校，在制度较为完备，机制相对完善，学习蔚然成风的条件下，教学过

程的自律与自觉性呈现出显著性特征。因此，其教学过程更关注理论的系统性、深化与

延展。

一般高等院校却面临制度建设、机制改革和学风培育等方面的任务，教学对象无论

是在知识理论基础，还是在学习的自律与自觉上都存在问题，因此，教学过程重点在于

风气的培育，制度的建设和态度的调整，对知识理论的传授则应关注理论体系的基础性

和教学方式方法的艺术性。结合四川理工学院的实际，在《宏观经济学》课程大纲的实

施过程中，当立足于一般高等院校的视角，确定过程重点。

14.3 课程大纲实施的阶段规划

14.3.1 第一阶段是立规与宣示

宣示课程推进的制度安排，达成师生之间的理解一致；

14.3.2 第二阶段是过程演绎

其一，根据课程教学日历的基本框架，循序渐进地推进理论教学进程；

其二，强烈关注互动与细节，在德才双馨理念的指导下，植入灵活多样的诱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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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促进教与学的交融，提升课堂教学的绩效，同时，形成连续的流水记录作为考核依

据；

其三，自觉学习。

14.3.3 第三阶段是总结与修正

一是，过程中的总结与修正；

二是，跨周期的总结与修正。

14.4 课程大纲实施中的课堂伦理

伦理是一种自然秩序，它发挥着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力，有效的课堂伦理建设，有助

于保证秩序，促进和谐，提升效率。在教与学双边的视角，良性的课堂伦理应该做到：

 规范与严肃教风，发扬师德风尚，教师以身正为范；

 培育与引导学风，图展尚学风貌，学子以好学为任；

 宣示课堂微观制度，师生监督共勉；

 弘扬传统优良品德，师生相互尊重。

14.5 考核指导思想

课程考核指导思想的内在规定性，决定着课程建设的价值取向。《宏观经济学》的

课程考核指导思想集中表现为：德才并重，求真务实。注解如下：

 德才并重：以德为本，以才为用，塑造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既表达以人为本，发

展人的价值诉求，又能紧扣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价值；

 求真务实：实事求是，在理论学习中探寻规律，在实践中运用规律，将理论与实践

有机结合起来。

14.6 基于双边关系的诚信内涵界定

基于长期的教学实践和自己秉承的治学理念，我将教学双边关系的诚信内涵界定如

下：

 严肃教学伦理，弘扬道德规范；

 恪守规章制度，保证科学理性；

 杜绝学术腐败，坚持求实创新。

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该秉承这样的诚信之风，治好学，为好学。

①
譬如提问（以即兴提问为主，警示性提问为辅）、演算和专题讨论等形式。这些形式的意义在于有效引导学员的

思维，使其在理论教学中保持足够的兴奋度，由此夯实教学融合的心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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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教学方法及运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14.7.1 课堂讲授

《宏观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学科，其教学实施的主要形式将以课堂讲授为主。

讲授法是以教师为主导，通过简明、生动的口头语言向学生传授知识、发展学生智力的

方法。它是通过叙述、描绘、解释、推论来传递信息、传授知识、阐明概念、论证定律

和公式，引导学生分析和认识问题。成功的课堂讲授，需要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 辩证施治，既要保证教师主导下有效的知识传授，又要避免师生双边关系的冲

突与对立，通过教师合理有效的行为艺术，引发教与学的共鸣，避免出现“满

堂灌”和“被动听”的尴尬局面；

2) 发挥教师的人格魅力，在品格、情趣、言谈举止等方面达成耳濡目染的效果，

使得“学知识”和“学做人”自然融合，响应“德才双馨”的价值取向；

3) 结合教学对象能力修养的客观实际，在讲授中既要重视内容的科学性和思想性，

又要尽可能的与学生的认知基础发生联系；

4) 讲授应坚持“授人以渔”的指导原则，注意培养学生的学科思维，突出讲授的

启发性，注重潜在能力的培养；

5) 充分有效地运用语言艺术，做到语言生动形象、富有感染力，清晰、准确、简

练，条理清楚、通俗易懂，尽可能音量、语速要适度，语调要抑扬顿挫，适应

学生的心理节奏。

14.7.2 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法是把社会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设为案例，提供给学生作为研究分析的对象

材料，在学科理论范畴内运用已有的理论修养和创新性认知，通过材料分析培养分析能

力、判断能力、解决问题及执行能力的教学方法。

《宏观经济学》覆盖微观和宏观两大理论范畴，理论涉及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理论教学具有丰富的经验材料，案例分析在实现理论与实际碰撞对接的同时，将有助

于为学者实现方法论、思维方式和经验性的融合。有效的案例分析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

面：

1) 关联性与针对性，要紧扣单元教学的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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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过程设计与控制，做好事前准备工作，保证案例分析过程的节奏与效率；

3) 关注时事与民生，保证案例材料选择的时效性、代表性、关键性和重大性；

4) 引发争论与思考，把学生的积极性有效调动起来，达到激荡智慧的效果；

5) 引导方向与目标，进行必要的启发、引导及纠偏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达成规

范分析的目标成果。

14.7.3 专题讨论

讨论法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以全班或小组为单位，围绕教材的中心问题，各抒

己见，通过讨论或辩论活动，获得知识或巩固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优点在于，由于全

体学生都参加活动，可以培养合作精神，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独立性。

一般在高年级学生或成人教学中采用。运用讨论法的基本要求是：

1) 讨论的问题要具有吸引力。讨论前教师应提出讨论题和讨论的具体要求，指导

学生收集阅读有关资料或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写好发言提纲。

2) 讨论时，要善于启发引导学生自由发表意见。讨论要围绕中心，联系实际，让

每个学生都有发言机会。

3) 讨论结束时，教师应进行小结，概括讨论的情况，使学生获得正确的观点和系

统的知识。

13.7.4 驱动学习法

以任务设计的路径造就学习的驱动力，是驱动学习方法的实质所在，有效的驱动学

习，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做到双管齐下。

1) 理论上。教师给学生布置探究性的学习任务，学生查阅资料，对知识体系进行

整理，再选出代表进行讲解，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任务驱动教学法可以以小

组为单位进行，也可以以个人为单位组织进行，它要求教师布置任务要具体，

其他学生要极积提问，以达到共同学习的目的。任务驱动教学法可以让学生在

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独立探索

及合作精神。

2) 实践上。结合理论相关环节，做好事前性经验实践的任务安排，并辅之以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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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性质的课堂设问式检验，形成行推动学生积极实践的驱动力，实现在实践

中深化理论认识的学习效果。

14.7.5 自主学习法

为了充分拓展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和自主学习能力，锻炼学生的综合

素质，通常给学生留思考题或对遇到一些生产问题，让学生利用网络资源自主学习的方

式寻找答案，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然后提出讨论评价。

基本要求：确定目标；提供资源；提示路径；实施激励。

14.7.6 练习法

练习法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巩固知识、运用知识、形成技能技巧的方法。在教学

中，练习法被各科教学广泛采用。经济学的基本做法如下：

1) 通过语言练习，就专题性话题进行争鸣式讨论，在相对自由的氛围中，通过互

动与激励，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增进学生的自信心；

2) 通过问答式练习，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与理解，提升学习的积极性和关注

度，保持思维的活跃度，形成积极善思的好习惯；

3) 通过演算练习，熟练掌握经济学相关的定量分析方法，熟悉相关的专业学科知

识，达到提升科学决策能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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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预习国民经济总量及其核算理论部分；预习国民经济总量及其核算理论部分；查阅资料，了解经济总量相关
	    7.1.8参考资料
	    高鸿业.西方及经济学学习与教学手册（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P9
	    何凡、苏奎.西方经济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7.2 教学单元二  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一）
	7.2.1教学日期  
	    7.2.2单元教学目标
	    1）了解国民收入的基本恒等式；
	    2）掌握均衡产出内涵，并能进行运算；
	    3）理解国民收入均衡的内涵；
	    4）掌握凯恩主义消费理论，两部门的均衡国民收入决定，乘数理论及运算；
	    7.2.3单元教学内容
	    第十一章 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第一节 均衡产出
	    1)最简单的经济关系；2)均衡产出的概念；3)投资等于储蓄。
	    第二节 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和消费函数
	    1)消费函数；2)储蓄函数；3)消费函数和储蓄函数的关系。
	    第三节 两部门经济中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及变动
	    1)两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使用消费函数决定收入；2)使用储蓄函数决定的收入；3)均衡
	    【重点】
	    均衡产出；凯恩斯主义消费理论；两部门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
	   【难点】
	国民收入内在的恒等关系；均衡内涵。
	7.2.4单元教学过程
	    最简单的经济关系
	　　说明一个国家的生产或收入如何得以决定，要从分析最简单的经济关系开始。为此，需要先作些假设：
	①　假设所分析的经济中不存在政府，也不存在对外贸易，只有家户部门(居民户)和企业部门。消费行为和储蓄行为
	②　假设不论需求量为多少，经济制度均能以不变的价格提供相应的供给量。这就是说，社会总需求变动时，只会引起
	　　此外，还假定折旧和公司末分配利润为零。从而、、和都相等。
	    均衡产出的概念
	    在假定情况下，经济社会的产量或者说国民收人就决定于总支出，和总支出相等的产出称为均衡产出。当
	　　均衡产出可用公式表示为：
	                             （2.1）
	　　均衡产出是和总需求相一致的产出。也就是经济社会的收入正好等于全体居民和企业想要有的支出。以表示
	                             （2.2）
	　　从而均衡产出
	                           （2.3）
	　　收入-支出分析方法
	    如图17-1所示：
	图2-1  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
	    提问：均衡国民收入与潜在国民收入的区别？ 
	    投资等于储蓄
	　　均衡产出或收入的条件，也可用表示。因为一方面从支出的角度看有，而另一方面从收入的角度看，则
	    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和消费函数
	    消费函数
	　　凯恩斯认为，在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着一条基本心理规律：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也会增加，但是消费的增加
	　　消费和收入之间的这种关系被称为消费函数，用公式表示就是
	                                 (2.4)
	　　增加的消费在增加的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我们称之为边际消费倾向，用表示，即
	                               (2.5)
	　　总消费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我们称之为平均消费倾向，用表示，即：
	                                (2.6)
	  　消费函数可表示为：
	                         (2.7)
	　　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假定消费函数为线性，即假定边际消费倾向为常数，以来表示。此时消费函数可写为
	                             （2.8）
	　　如图2-2所示：
	图2-2  线性消费曲线
	西方经济学中的相关消费理论？
	提问：关于消费决策的理性？ 
	    储蓄函数
	　　与消费函数相联系的是储蓄函数。储蓄是收入中未被消费的部分。换句话说，居民户将其收入分作两部分，一
	                             （2.9）
	　　增加的储蓄在增加的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我们称之为边际储蓄倾向，用表示，公式表示为：
	                            （2.10）
	　　表中（4）列即为边际储蓄倾向，呈递增趋势。
	　　总储蓄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我们称之为平均储蓄倾向，用表示，公式表示为：
	                              (2.11)
	　　表中（5）列即为平均储蓄倾向，也呈递增趋势。
	由于储蓄也只是收入的一部分，因此边际储蓄倾向和平均储蓄倾向也是大于0而小于1。如图2-3：
	图2-3  储蓄曲线
	　　储蓄函数公式为：
	                           (2.12)
	　　为了分析简便，我们同样假定边际储蓄倾向为常数，从而储蓄曲线为线性。由于，线性消费函数，所以储
	                   (2.13)
	其中，。
	　　线性储蓄函数的几何表现如图17-4所示：
	图2-4  线性储蓄曲线
	　　在图2-4中，横轴表示国民收入，纵轴表示储蓄。储蓄曲线从左下向右上倾斜，且斜率小于1，表明随
	    消费函数和储蓄函数的关系
	　　由于总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和储蓄，因此，消费函数和储蓄函数关系如下：
	　　消费函数和储蓄函数之和总等于收入，两者互为补数，成此消彼长关系。即，如果消费增加，则储蓄相
	　　和 都随收入增加而递减，且；而和都随收入增加而递增，且。
	　　因为，则，，所以。
	　　同理，，
	，而，所以有
	。
	　　第三，，。
	　　因为，两边同时除以，则可得到：
	                    (2.14)
	　　同样，由于，两边同时除以，则可得到：
	              (2.15)
	消费函数与需求函数的关系，也可从几何意义上得到表现。
	如图17-5所示：
	图2-5   消费曲线与储蓄曲线
	    两部门经济中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及变动
	    两部门经济中国民收人的决定——使用消费函数决定收入
	　　根据假设前提，在两部门经济中，假定计划投资是一个固定常量，是自发的，不随国民收入水平而变化，即投
	                             (2.15)
	　　将消费函数代入则可得到均衡的国民收入为：
	                            （2.16）
	均衡的国民收入也可用几何方式表达。
	图2-6  两部门均衡收入的决定：
	如果经济偏离这个均衡点，企业的销售额就会大于或小于他们的产出，从而出现非意愿的存货的增加或减少，这会
	图2-7 非均衡状态
	    使用储蓄函数决定收入
	　　已知储蓄函数为：，均衡条件为：，则联立求解可得均衡的国民收入为：
	                             （2.17）
	　　该均衡时同样可以用几何方式表达。如图11-3-3所示：
	图2-8  两部门均衡收入的决定：
	    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
	　　均衡国民收入取决于社会总支出。因此，社会总支出的变动会引起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引起总支出变动的主
	    （1）自发支出量的变动
	　　如图2-9所示：
	图2-9  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自发支出变动
	    （2）储蓄变动
	　　储蓄与消费互为补数，因此，储蓄的变动会影响消费，进而影响总支出，使得均衡的国民收入发生变动。如果
	    （3）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动
	　　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动也会影响均衡的国民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变动，会使得总支出曲线发生转动，从而影响均
	　　如图2-10所示：
	图2-10 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消费倾向变动
	    课堂演算
	　　假设某经济社会的储蓄函数是：，投资从 300增至500时，均衡收入增加多少？
	　　根据均衡国民收入的条件：，可得
	　　当时，，从而。
	　　当 时，，从而。
	因此，当从300增加到500，增加了200时，从5200增加到6000，增加了800。
	两部门经济下的乘数理论
	　　乘数的含义
	　　用表示乘数，则其公式表示为：
	             （2.18）
	假定表示均衡国民收入变动量，表示自发投资的变动量，表示投资乘数，则投资乘数的公式表达为：
	                                 (2.19)
	　　如果考察的自变量为消费，则乘数称为消费乘数，它是指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量与引起这种变动的自发消费的
	                                 (2.20)
	　　公式（2.20）中，表示消费乘数，表示均衡国民收入变动量，表示自发消费的变动量。
	    乘数的公式
	　　经济社会各部门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某一部门投资的增加会引起其他部门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引起国民收入
	　　因为，所以，即投资增加引起国民收入的倍数增加。当然，投资减少也会引起国民收入的成倍减少，可见
	    乘数的图形表示
	从几何意义上来看，乘数效应所反映的量的比例与关系，可以用图形来反映。下面将结合投资乘数进行分析，如图
	图2-11  乘数效应
	　　投资乘数为。
	乘数理论表明：影响国民收入的因素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更大的变动，它为后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分析提供了理论
	    总结、安排复习和预习
	7.2.5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设问；案例分析；演算练习。
	7.2.6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1)注释课后复习思考之名词概念；
	2)理解思考课后简答题题目；
	3)复习单元教学要点，预习下节教学内容。
	    计算题：
	①　若自发投资量从600亿元增加到700亿元，则均衡的国民收入从8000亿元增加到8500亿元，求：投资
	②　若边际消费倾向为0.8，求：政府购买乘数？
	③　若政府增加转移支付200亿美元，若边际消费倾向为0.8，则国民收入将增加多少？
	④　在一个资源未被充分利用的封闭经济中，边际消费倾向为0.8，如果政府一方面多征得10亿元财产税，并将此
	⑤　在两部门经济中，消费函数为，投资为50，求：均衡收入、消费和储蓄？
	    7.2.7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教师：熟悉课程教学要点；梳理实施方案，明确执行步骤；准备经验素材。
	    学生：预习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做好课堂演算准备；预习凯恩斯主义消费理论、储蓄理论和乘数论部分。
	    7.2.8参考资料
	    高鸿业.西方及经济学学习与教学手册（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P9
	    何凡、苏奎.西方经济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7.3教学单元三  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二）
	7.3.1教学日期  
	    7.3.2单元教学目标
	    1）理解消费函数和储蓄函数，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及乘数理论的政策价值；
	    2）增进对消费与储蓄的理性认知；
	    3）了解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与变动；
	    4）掌握并能够熟练进行运算三、四部门条件下的乘数；
	    5）理解乘数与政策作用效果之间的联系。
	    7.3.3单元教学内容
	    第二章 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第四节 两部门经济下的乘数理论1)乘数的含义；2)乘数的公式；3)乘数的图形表示。
	    第五节 三部门经济中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
	    1)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2)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
	    第六节 三部门经济中的各种乘数
	    1)投资乘数；2)政府购买支出乘数；3)税收乘数；4)转移支出乘数；5)平衡预算乘数。
	    第七节 四部门经济中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及乘数
	    1)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2)四部门经济中的乘数。
	   【重点】
	    两部门的乘数；四个部门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四个部门的乘数及其运算。
	   【难点】
	乘数及其运算问题。
	7.3.4单元教学过程
	    回顾上节课程教学要点
	    三部门经济中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
	    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
	　　在三部门经济中，从支出的角度看，总支出包括居民户的消费支出、厂商的投资支出和政府的购买支出。公式
	                          （3.1）
	　　在三部门经济中，因为引入的新的国民经济部门，并由此产生了新的变量，因此消费函数将作出相应的调整。
	                           （3.2）
	　　公式（3.2）中，为可支配收入，在考虑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的情况下，有：
	                          （3.3）
	其中，为政府税收，为政府转移支付。
	　　假设税收是收入的函数，其函数表示为：
	                            （3.4）
	　　公式（3.4）中，为政府税收，为自发税收，即不随国民收入变动而变动的税收部分；为引致税收，
	　　假定投资、政府购买和政府转移支付是自发支出量，并表示为、和，由，并综合以上的分析可得：
	                 （3.5）
	　　根据（3.5）整理可得：
	            （3.6）
	　　公式（3.6）中，为三部门经济的自发支出乘数，为自发支出部分。
	三部门经济的均衡收入也可从几何意义上进行表现，如图3-1所示：
	图3-1  三部门经济的均衡国民收入
	    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
	    （1）自发支出的变动
	如图3-2所示：
	图3-2  三部门经济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自发支出变动
	    （2）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动�
	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动会改变总支出曲线的斜率，导致总支出曲线发生转动，从而影响国民收入。如图18-3所示
	图3-3  三部门经济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消费倾向变动
	    （3）税收与储蓄的变动
	　　在三个部门经济情况下，存在两个漏出量，即税收和储蓄。如果税收增加，将使得可支配收入减少，从而
	    三部门经济中的各种乘数
	　　在公式中，自发支出中的、、、和都可以作为自变量，所以，以这些自发支出量为自变量求偏导
	    投资乘数
	　　投资乘数指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与引起这种变动的投资的变动的比率。以为自变量求偏导数，可得三部门经
	                             (3.7)
	    政府购买支出乘数
	　　政府购买支出乘数指国民收入的变动与引起这种变动的政府购买支出的变动的比率。以政府购买支出为自变
	                             (3.8)
	    税收乘数
	　　税收乘数指国民收入的变动与政府自发税收变动的比率。以为自变量求偏导数，可得三部门经济下的税收乘
	                             (3.9)
	　　税收乘数为负值，表明政府税收的变动与国民收入的变动成反方向，如果税收增加，则国民收入减少，如果税
	    转移支出乘数
	    转移支出乘数指国民收入的变动与政府自发支出变动的比率。以为自变量求偏导数，可得三部门经济下
	                            (3.10)
	    平衡预算乘数
	　　在政府预算平衡时，如果增加政府购买支出而不变动税收，则政府预算就会出现赤字。为保证政府预算平衡，
	                             (3.11)
	如果税收为定量税，那么，则平衡预算乘数等于1；如果税收为比例税，那么，则平衡预算乘数小于1。
	例题演算
	    假定某经济的消费函数C=100+0.8YD,投资I=50，政府购买性支出G=200，政府转移
	    (1)均衡收入？
	    (2)KI、KG、KT、KF、KB？
	    (3)假定该社会达到充分就业所需要的国民收入为1200，问：a)增加政府购买；b)减少税收；
	    四部门经济中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及乘数
	    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
	　　在四部门经济中，从支出的角度看，总支出包括居民户的消费支出、厂商的投资支出、政府的购买支出和净出
	                    （3.12）
	　　在四部门经济中，因为引入的新的国民经济部门，并由此产生了新的变量，因此自发支出及相应的乘数都将作
	           (3.13)
	    公式（7.2）中，表示出口，因为出口由一定阶段经济增长水平决定，所以，这里将其假定为固定不
	                             (3.14)
	    是自发的进口部分，不随收入的变化而变化；是引致的进口部分，是收入的增函数；是边际进口率
	    根据公式（7.2）和公式（7.3）可得：
	      (3.5)
	    公式（7.4）调整可得：
	          (3.6)
	公式（7.5）中的为自发支出部分，为四部门经济的自发支出乘数。
	    例题
	　　在一个资源未被充分利用的封闭经济中，假设税收为定量税，边际消费倾向为0.8，如果政府一方面多征得
	解：由已知：
	　　一方面，政府征税，税收增加会使得国民收入下降，国民收入的变动量为：
	                             (3.27)
	　　另一方面，政府将税收用于政府采购，使得政府购买增加，国民收入增加。政府购买增加引起的国民收入的变
	                             (3.28)
	　　由公式（18.26）和公式（18.27）可知国民收入总的变动量为：
	                 (18.29)
	　　如果税收为定量税，则，所以：
	　　因为，所以有：
	　　因此这一收一支，对经济的效应不能相互抵消，会使得增加10亿。
	假定两个部门经济的自发支出乘数为，三个部门经济的自发支出乘数为，而四部门经济的自发支出乘数则为
	                            (3.30)
	四部门经济的均衡收入也可从几何意义上进行表现，如图3-4所示：
	图18-4  三部门经济的均衡国民收入
	    四部门经济中的乘数
	    四部门经济的乘数：
	投资乘数：
	                            (3.31)
	    税收乘数：
	                            (3.32)
	    政府购买乘数：
	                            (3.33)
	    转移支出乘数：
	                           (3.34)
	    平衡预算乘数：
	                           (3.35)
	    总结、安排复习和预习
	7.3.5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设问；案例分析；演算练习。
	7.3.6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1)注释课后复习思考之名词概念；理解思考课后简答题题目；
	    2)乘数有关计算的演算；
	    3)复习单元教学要点，预习下节教学内容。
	    计算题：
	①假设某经济社会的储蓄函数是：，投资从300增至500时，均衡收入增加多少？ 
	②假设某经济的消费函数是，投资，政府购买性支出g=200，政府转移支付，税率。求：均衡收入
	③社会收入为1500亿元，储蓄为500亿元，收入增加为2000亿元时，储蓄为800亿元，如果这时要使
	④已知：边际消费倾向为0.8，若政府购买支出和税收同时增加200和100亿美元，求：国民收入总量变动
	    7.3.7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教师：熟悉课程教学要点；梳理实施方案，明确执行步骤；准备经验素材。
	    学生：准备关于消费的经验素材；预习均衡国民收入及成熟理论部分；做好课堂演算准备。
	    7.3.8参考资料
	    高鸿业.西方及经济学学习与教学手册（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P9
	    何凡、苏奎.西方经济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7.4教学单元四 IS-LM模型
	7.4.1教学日期   
	    7.4.2单元教学目标
	    1)了解投资函数；
	    2)掌握IS曲线及其推到，LM曲线及其推到；
	    3)理解IS曲线及LM曲线的特征，并明确曲线移动相应的政策含义；
	    4)了解总需求及其函数；
	    5)掌握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总需求曲线及其特征；
	    6)熟练IS-LM模型下均衡有关的运算；
	    7)理解总需求曲线特征及其运动相应的政策含义；
	    8)培养运用IS-LM模型进行政策效果分析评价的能力。
	    7.4.3单元教学内容
	    第十二章 IS-LM模型
	    第一节 投资函数
	    1)实际利率与投资；2)预期收益与投资；3)风险与投资。
	    第二节 IS曲线及其推导
	    1)曲线的含义；2)曲线的推导；3)IS曲线的变动。
	    第三节 LM曲线
	1)货币的供给、需求与均衡利率的确定；2)LM曲线；3)曲线的变动。
	    第四节 IS-LM模型：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
	    1)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的利率与国民收入；2)均衡状态的调整；3)均衡国民收入和利率的
	   【重点】
	IS曲线及其运动；LM曲线及其运动；凯恩斯主义的货币供给与需求理论；
	   【难点】
	IS、LM曲线的推导及非均衡分析。
	7.4.4单元教学过程
	回顾上节课程教学要点
	投资函数
	    实际利率与投资
	　　利息是投资的机会成本，而利润则是投资的收益，因此一项投资是否可行，就取决于利息率与预期收益率的比
	                               （4.1）
	　　公式（4.1）中，为自发投资，是不随利率变动而变动的投资，在实际生活中就是企业的重置投资。重置
	　　投资函数的几何表达，如图4-1所示：
	图4-1  投资曲线
	    预期收益与投资
	　　影响投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预期收益，即一个投资项目在未来各个时期估计可得到的收益，影响这种预期
	　　对投资项目产出的需求预期；产品成本；投资税抵免。
	风险与投资
	IS曲线及其推导
	    曲线的含义
	　　所谓曲线，指的是使产品市场达到均衡的国民收入与利率的组合点的轨迹。根据定义，我们可以得出：
	①　曲线上任何一点都是国民收入与利率的组合点。
	②　曲线上任何一点的国民收入都是某一利率水平上的均衡的国民收入，也就是说，在该利率水平上，必有计划的投
	③　曲线从左上向右下倾斜，表明均衡的国民收入与利率是反向变动的。因为利率上升，必然导致投资下降，投资的
	    曲线的推导
	    （1）曲线的代数推导
	　　根据上一章的知识可知，产品市场均衡的条件是计划的投资等于计划的储蓄。因此，若已知投资函数和储蓄函
	    两部门经济的情况
	储蓄是收入的增函数，在两个部门经济下有：
	                   (4.2)
	    又已知投资函数：，根据产品市场均衡的条件有，所以：
	                           (4.3)
	根据公式（4.2）可得：
	                           (4.4)
	    公式（4.4）即是曲线的代数方程。
	    三部门经济的情况
	在三个部门经济的情况下，储蓄为私人储蓄与公共储蓄之和，因此，产品市场均衡的基本条件为：
	                             (4.5)
	在三个部门经济中，假定由个人收入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调整，需要考虑政府税收和转移支出的影响，则有：
	                             (4.6)
	公式（4.6）中，为个人可支配收入，是个人收入，为税收，为政府转移支出。根据私人储蓄与消费之
	                         (4.7)
	在考虑转移支出的情况下，政府的公共储蓄也将调整为。
	    综上所述，依据产品市场均衡的条件，可建立等式：
	          (4.8)
	已知消费函数为，投资函数为，税收函数为，并假定政府购买和转移支出都为自发支出量，结合公式（4.
	                   （4.9）
	    公式（4.9）调整可得曲线的方程：
	           （4.10）
	    四部门经济的情况
	    四部门经济情况下，产品市场均衡的条件为：
	                      （4.11）
	    其中，是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外对国内的储蓄部分。
	假定出口为自发支出量，进口函数为。根据前面两种情况下推导的经验思路，可得曲线的方程：
	         (4.12)
	    （2）曲线的几何推导
	根据曲线的定义，遵循投资等于储蓄的原则思想，利用相关几何图形的推导，也能得到曲线。如图4-2所示
	图4-2  IS曲线的几何推导
	    （3）曲线的斜率
	    根据公式（4.4）可知两部门经济条件下曲线的方程：
	                           (4.13)
	    在公式（4.13）中，是曲线的斜率绝对值，其中是边际消费倾向，是投资的利率弹性系数（
	    曲线向下倾斜，反映了利率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性质，而的倾斜度，即其斜率绝对值的大小，
	的取值大小与曲线的斜率（绝对值）的大小成反向变化，的值越大，则曲线越平缓，斜率值（绝对值）越
	在三个部门经济的条件下，可得曲线方程：
	                   (4.14)
	    在四个部门经济条件下，可得曲线方程：
	          （4.15）
	    是曲线的斜率绝对值，其中是边际消费倾向，是投资的利率弹性系数（即投资对利率变动的敏感
	    IS曲线的变动
	在四个部门经济情况下，曲线的方程：　
	    从方程的结构上看，是曲线在纵轴上的截距，在曲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截距的变化将使曲线发
	如图4-3所示：
	图4-3  曲线变动：自发支出变动
	曲线的斜率是，其取值的变化将会使发生旋转，其中引起这种变化的因素包括、、和；在导致斜率
	图4-4  曲线变动：斜率变动
	    课堂演算
	　　假设在一个三部门经济中，投资函数，消费函数，税收函数，政府购买，求曲线方程？
	　　在三部门经济中，产品市场的均衡条件为，此时计划储蓄包括私人储蓄和政府储蓄。由已知可得
	　　所以有：
	　　从而方程为：
	　　调整后得：
	    货币的供给、需求与均衡利率的确定
	　　凯恩斯认为，储蓄不仅决定于利率，更重要的是受收入水平的影响：收入是消费和储蓄的源泉。只有收入增加
	    （1）货币的需求
	　　凯恩斯认为，人们需要持有货币是出于以下三种动机。
	　　交易动机；谨慎动机或预防动机；投机动机。
	    把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的货币需求称为，是收入的增函数，公式表示为：
	                          （4.16）
	　　把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称为，是利率的减函数，公式表示为：
	                          （4.17）
	　　货币需求函数就表示为：
	                         （4.18）
	　　以横坐标表示货币需求，纵坐标表示利率，则、和曲线如图19-5所示：
	图4-5  货币需求曲线
	    提问：举例说明不同动机的货币需求？
	    （2）货币供给
	货币供给是一个存量概念，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点上所保持的不属于政府和银行所有的硬币、纸币和银行
	表4-1  货币供应量层次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供给量是由国家用货币政策来调节的，因而是一个外生变量，其大小与利率高低无关。如
	图4-6  货币市场供求均衡
	在图4-6中，表示货币供给，它是扣除物价因素影响之后的实际货币供给量，其曲线是垂直于横轴的直线。
	    （3）货币市场均衡与均衡利率的决定
	    （4）均衡利率的变动与流动偏好陷阱
	　　如图4-7所示：
	图4-7  均衡利率的变动
	    LM曲线
	   （1）曲线的含义
	　　所谓曲线，指的是使货币市场达到均衡的国民收入与利率的组合点的轨迹。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得出：
	①　曲线上任何一点都是国民收入与利率的组合点；
	②　曲线上任何一点的利率都是某一国民收入水平上的均衡的利率，也就是说，在该国民收入水平上，必有货币需求
	③　曲线从左下向右上倾斜，表明均衡的利率与国民收入是正向变动的。因为国民收入上升，必然导致增加，从而
	    （2）曲线的推导
	　　的代数推导
	　　货币市场均衡的条件是货币的需求等于货币的供给。因此，若已知货币需求函数和货币供给，则可以通过货币
	　　在货币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分析结论中，货币的供给为，其中为名义货币供给量，为价格水平，为实际
	    根据货币市场均衡的基本原则，有，将上述条件引入，可得：
	                            （4.19）
	    由公式（4.19）调整可得曲线的方程�：
	                              (4.20)
	　　该方程图形如图4-8所示：
	图4-8  LM曲线
	　　在图4-8中，横坐标为国民收入，纵坐标为利率，从左下向右上倾斜的直线则为线。该曲线上任何一
	　　曲线的几何推导
	　　根据曲线的定义，遵循货币需求等于货币供给的原则思想，利用相关几何图形的推导，也能得到曲线。如
	图4-9  曲线的推导
	    曲线的变动
	　　对应曲线的坐标方向，可得的方程：
	                               （4.21）
	从方程的结构上看，是曲线在纵轴上的截距，在曲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截距的变化将使曲线发生平行移
	曲线的斜率是，其取值的变化将会使曲线发生旋转，其中引起这种变化的因素是和。其中任一导致斜率
	课堂演算
	假设一般价格水平为，货币需求函数，货币供给量为，求曲线的方程？
	解：根据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可得：
	所以，曲线的方程为：
	    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的利率与国民收入
	　　如图4-10所示：
	图4-10  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同时均衡
	    均衡状态的调整
	表4-2  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非均衡
	　　如图4-11
	图4-11  均衡状态的调整
	    课堂演算
	    解：
	假设在一个三部门经济中，投资函数，消费函数，税收函数，政府购买，一般价格水平为，货币需求函
	　　根据产品市场均衡条件可求得曲线方程为：
	　　根据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可求得曲线方程为：
	　　联立曲线方程和曲线方程可得：
	    均衡国民收入和利率的变动
	如图4-12所示：
	图4-12  均衡国民收入和利率的变动（一）
	　　三种方式：
	　　线不动，线平行上移至
	　　也就是说，政府通过其能控制或能有效影响的因素的变动，如增加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减少税收等，使线
	　　线不动，线上移至
	　　同时上移线和线
	　　单纯变动线或线虽然能实现充分就业，但会引起均衡利率的变动。如果政府既想实现充分就业，又想不引
	图4-13 均衡国民收入和利率的变动（二）
	    理论专题：凯恩斯经济理论纲要※
	7.4.5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设问；案例分析；演算练习。
	7.4.6单元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1)注释课后复习思考之名词概念；理解思考课后简答题题目；
	2)复习单元教学要点，预习下节教学内容。
	    计算题：
	①　在两部门经济中，若，求：等于10%、8%、6%时的投资量？
	②　在两部门经济中，若，，求：曲线？
	③　在两部门经济中，若，，求：曲线？
	④　假定货币需求为，名义货币供给量为200美元，价格水平，求：曲线？
	⑤　在两部门经济中，如果消费，投资，货币供给，货币需求，求：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的利率和
	⑥　已知，货币的交易需求量是，对货币的投机需求，货币供给量为1250。若当时，货币实现均衡。求均衡
	⑦　假设方程为，货币需求，货币供给为；为（消费，投资，税收，政府支出）。计算均衡收入
	⑧　假设货币需求为，货币供给量为200，，，，。①导出和方程。②求均衡收入、利率影响总需求
	⑨　假设货币需求为，货币供给为200， ，，，。①求和方程？②求均衡收入、利率和投资？
	⑩　假定某两部门经济中方程为，货币供给为150，当货币需求为时，求方程？两个市场同时均衡的收入与
	⑪　假定某两部门经济中，货币需求，消费为，投资。若货币供给由200增加到220，求均衡收入、利率、
	⑫　假设货币需求为，货币供给为200，，，，若政府支出由100增加到120，求均衡收入、利率和
	⑬　假设一经济中有如下关系：消费，投资，政府购买，政府转移支付，边际税率。求均衡收入？
	7.4.7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教师：熟悉课程教学要点；梳理实施方案，明确执行步骤；准备经验素材。
	    学生：预习IS-LM模型理论部分。
	7.4.8参考资料
	高鸿业.西方及经济学学习与教学手册（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P108-1
	狄拉德. 凯恩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6页
	    何凡、苏奎.西方经济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7.5教学单元五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
	7.5.1教学日期 
	    7.5.2单元教学目标
	    1)了解总需求，曲线及其特征；
	    2)了解总供给，宏观生产函数及均衡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等问题；
	    3)掌握总供给曲线及其特征，均衡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决定；
	    4)理解均衡国民收入和价格的变动；
	    5)培养运用AD-AS模型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
	    7.5.3单元教学内容
	    第十三章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AD-AS模型
	    第一节 总需求曲线
	1)总需求；2)总需求函数；3)总需求曲线的推导；4)总需求曲线的移动。
	    第二节 总供给曲线
	    1)总供给；2)宏观生产函数和潜在产量；3)均衡劳动就业量的决定；4)总供给曲线。
	    第三节 AD-AS模型：均衡的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决定
	    1)均衡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决定；2)均衡的国民收入和价格的变动。
	   【重点】
	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均衡及其运动；总需求曲线、特征及曲线运动的政策响应；总供给曲线及其特征；均衡
	   【难点】
	IS-LM模型与政策效应分析；总需求曲线特征分析；总供给曲线及其特点；均衡国民收入与价格变动。
	7.5.4单元教学过程
	    总需求
	　　总需求是经济社会全体成员对产品和劳务的需求总量，用表示，由居民户的消费需求、厂商的投资需求、政
	    总需求函数
	    （1）定义、公式与曲线
	未来的预期、税收、政府购买或货币供给等等。在这众多因素中，总需求和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被定义为总需求函
	                              (5.1)
	　　总需求与一般价格水平之间的函数关系在坐标系中的表现就是总需求曲线。如图5-1所示：
	图5-1  总需求曲线
	    （2）曲线斜率性质及原因　　
	总需求曲线具有负斜率，曲线呈现向下倾斜的特点，其原因在于三大效应的影响，即收入效应、利率效应和国际替
	　　收入效应
	图5-2反映了这种影响传递的过程：
	图5-2  收入效应作用流程
	利率效应
	　　图5-3反映了这种影响传递的过程：
	图5-3  利率效应作用流程
	　　国际替代效应
	图5-4反映了这种影响传递的过程：
	图5-4  国际替代效应作用流程
	    总需求曲线的推导
	　　（1）代数推导
	　　两个部门经济的情况
	    在模型分析中可知，两部门经济条件下曲线的方程为：
	                         （5.2）
	        曲线的方程为：
	                             （5.3）
	其中，表示实际货币供给量，为名义货币供给量，为一般价格水平。公式（5.3）调整得：
	                               (5.4)
	根据公式（5.2）和公式（5.4）可得总需求曲线的方程为：
	                     (5.5)
	三个部门经济的情况
	在模型分析中可知，三个部门经济条件下曲线的方程为：
	               (5.6)
	曲线的方程为：
	                           (5.7)
	根据公式（5.6）和公式（5.7）可得总需求曲线的方程为：
	          (5.8)
	    四个部门经济的情况
	在模型分析中可知，四个部门经济条件下曲线的方程为：
	        (5.9)
	　　曲线的方程为：
	                        (5.10)
	根据公式（5.9）和公式（5.10）可得总需求曲线的方程为：
	     (5.11)
	课堂演算
	假设在一个三部门经济中，投资函数，消费函数，税收函数，政府购买，货币需求函数，货币供给量为
	    解：根据产品市场均衡条件可求得曲线方程为：
	　　根据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可求得曲线方程为：
	　　联立曲线方程和曲线方程，消除可得：
	    （2）几何推导
	　　总需求曲线也可以通过模型推导。在货币名义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实际货币供给随着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化而
	图5-5  总需求曲线的推导
	    总需求曲线的移动
	　　总需求曲线是根据模型推导出来的，因此，任何引起线或线移动的因素都会引起总需求曲线的移动。
	    （1）总支出改变的影响
	图5-6所示：
	图5-6  总需求曲线的移动：总支出变动
	（二）货币供给改变的影响
	如图5-7所示：
	图5-7  总需求曲线的移动：货币供给变动
	    总供给
	　　总供给是经济社会的总产量(或总产出)，描述经济社会全体企业使用生产资源用于生产时可能有的产量，用
	    宏观生产函数和潜在产量
	　　假定一个经济社会在既定的技术水平下使用总量意义下的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则宏观生产函数
	                               (5.12)
	　　在短期中，我们一般把资本存量当做一个外生变量，即为常量，这样，宏观生产函数表示为：
	                              (5.13)
	　　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产出的增加是以递减的速率增加。如图5-8所示：
	图5-8 宏观生产函数
	　　潜在产量也叫充分就业量，是就业量达到潜在就业水平时整个社会的产出。潜在就业量是指一个经济社会在现
	　　这样，潜在产量又称为充分就业的产量，是指在现有资本和技术水平条件下，经济社会的潜在就业量所能生产
	                             (5.14)
	　　式中，为潜在就业量，即为潜在产量。
	    均衡劳动就业量的决定
	   （1）劳动的需求
	　　在宏观上，整个社会的劳动需求量取决于实际工资水平。如果以表示劳动需求量，表示名义工资，表示
	                             （5.15）
	　　由公式（5.15）可知，劳动的需求量与实际工资成反向变动关系，也就是说，若实际工资上升，那么，劳
	图5-9  劳动需求曲线
	　　在图5-9中，横坐标表示劳动就业量，纵坐标表示实际工资水平。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实际工资水平为
	   （2）劳动的供给
	　　劳动的供给指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工资水平下，居民户户愿意提供的劳动量。劳动的供给也是实际工资的函数，
	                              (5.16)
	　　劳动的供给曲线是一条从左下向右上倾斜的曲线。如图5-10所示：
	图5-10 劳动供给曲线
	    （3）劳动市场的均衡
	　　如果名义工资和一般价格水平都可以调整，那么实际工资也是可以调整的。劳动市场的均衡就由劳动的
	图5-11  劳动市场的均衡
	　　在一般价格水平和货币工资可以自动伸缩的条件下，随着实际工资的不断调整，劳动的供求始终能趋于均衡。
	                            (5.17)
	    总供给曲线
	　　总供给函数是指总产量与一般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在以价格水平为纵坐标，总产量为横坐标的坐标系中，总
	　　根据名义工资和价格水平进行调整所要求时间的长短，总供给曲线分为三种：古典总供给曲线、凯恩斯总供给
	    （1）古典总供给曲线
	　　如图5-12所示：
	图5-12  古典总供给曲线
	在图5-12中，垂直于横轴且产出水平为潜在产出的总供给曲线就是古典总供给曲线，又称为长期总供给曲线。
	    （2）凯恩斯总供给曲线
	　　凯恩斯认为，货币工资具有刚性，并不能自动伸缩。在这一假设前提下，当产出增加时，一般价格水平和货币
	图5-13  凯恩斯总供给曲线
	    （3）常规总供给曲线
	　　在一般情况下，总供给曲线从左下向右上倾斜，表示经济社会总产出的增长与总体价格水平上涨并存。此时，
	图5-14  常规总供给曲线
	　　因此，完整的总供给曲线具有三个区域：水平阶段的凯恩斯区域，向上倾斜段的中间区域和垂直阶段的古典区
	图5-15  总供给曲线
	    均衡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决定
	　　如图5-16所示：
	图5-16  均衡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决定
	    均衡的国民收入和价格的变动
	    （1）总供给不变，总需求变动
	　　在总供给不变时，总需求的变动会引起均衡的国民收入和价格水平的变动。但在总供给曲线的不同区域，这种
	图5-17  国民收入的变动：总需求变动
	表5-1  总需求变化对国民收入和价格水平的影响
	    （2）总需求不变，总供给变动
	　　若总需求不变而总供给变动，也会引起均衡国民收入和价格水平的变动。
	短期总供给变动对国民收入和价格水平的影响，如图5-18所示：
	图5-18 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短期总供给变动
	　　    长期总供给变化对国民收入和价格水平的影响，如图5-19所示：
	图5-19  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长期总供给变动
	讨论
	设线的凯恩斯区域，总需求增加和原材料价格上升同时发生，用模型分析其可能的经济后果？
	课堂演算
	设总需求函数为，总供给，求：
	   （1）均衡的价格水平？（2）设总需求增加10%，价格水平为多少？
	    总结、安排复习和预习
	    7.5.5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设问；案例分析；演算练习；专题讨论。
	    7.5.6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1)注释课后复习思考之名词概念；理解思考课后简答题题目。
	    2)对AD-AS模型的经验检验；
	3)复习单元教学要点，预习下节教学内容。
	    计算题：
	①　设线的凯恩斯区域，总需求增加和原材料价格上升同时发生，用模型分析其可能的经济后果？
	②　设总需求函数为，总供给，求：
	   （1）均衡的价格水平？（2）设总需求增加10%，价格水平为多少？
	    7.5.7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教师：熟悉课程教学要点；梳理实施方案，明确执行步骤；准备经验素材。
	    学生：预习IS-LM模型均衡讨论部分，总需求理论；预习AD-AS模型理论部分；准备关于均衡的
	    7.5.8参考资料
	高鸿业.西方及经济学学习与教学手册（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P102-1
	    何凡、苏奎.西方经济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7.6教学单元六   经济增长理论
	7.6.1教学日期  
	    7.6.2单元教学目标
	    1)了解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2)掌握经济增长含义、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和索洛经济增长模型；
	    3)理解经济增长的内涵，提炼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4)培养探索经济增长规律，发现经济增长有效路径的分析能力；
	    5)了解经济周期及其阶段划分，经济周期类型；
	    7.6.3单元教学内容
	    第十四章 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
	    第一节 经济增长理论
	1)经济增长的含义；2)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3)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4)索洛增长模型；5)内生
	    第二节 经济周期理论
	    1)经济周期的含义；2)经济周期的阶段；3)经济周期分类；4)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5)乘数-
	   【重点】
	经济增长及其内涵；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周期、成因；乘数-加速模型。
	   【难点】
	哈罗德-罗马经济增长模型；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乘数-加速模型。
	7.6.4单元教学过程
	    回顾上节课程教学要点
	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的含义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商品和提供的劳务的增加。经济增长表现为经济实力的增
	　　经济增长可以用增长率来表示：
	　　若用表示期的总产量，用表示期的总产量，则总量意义上的增长率可表示为：
	                              (6.1)
	　　公式（6.1）中，为总量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率。
	　　若用表示期的人均产量，用表示期的人均产量，则人均意义上的增长率可表示为：
	                             (6.2)
	　　公式（6.2）中，为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率。
	　　表6-1为我国1996年-2005年的经济增长率：
	表6-1  国民收入指数               （上年=100）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
	　　表6-1中，每一年的数据都是以上一年为基数得出的。如2005年国内生产指数为110.2，就表示与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经济增长模型就是通过对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之间量的关系的分析来寻求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途径。即经济增
	①　在长期中是否存在一种稳定状态的增长？ 
	②　实现稳定均衡增长的条件是什么？ 
	③　均衡增长是否有稳定性？ 
	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形成了多种经济增长模型，本章主要介绍两种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和新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分别提出来的，
	   （1）哈罗德模型的基本假设 
	①　全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这种产品既可作为消费品，也可作为资本品；
	②　生产过程中只用两种生产要素，即劳动力和资本，这两种生产要素技术系数固定，即它们在生产中的组合比率
	③　劳动力按照一个固定不变的比率增长；
	④　不存在技术进步，也不存在资本折旧；
	⑤　生产规模报酬不变。
	    （2）哈罗德模型的基本公式 
	　　 哈罗德模型的基本公式是：
	                                (6.3)
	　　公式（6.3）中，为经济增长率。为储蓄率，指储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即，为社会总储蓄
	　　这一模型说明，要实现均衡的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增长率就必须等于储蓄率与资本-产出比之比。
	　　基本公式推导如下：
	　　产品市场要达到均衡，计划的储蓄必须等于计划的投资，即：
	                                 (6.4)
	　　又，，则有：
	                              (6.5)
	　　公式（6.5）两边同时除以可得：
	                              (6.6)
	　　而，，则公式（21.6）调整为：
	                                (6.7)
	　　所以，经济增长率公式为：
	                                (6.8)
	    （3）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及经济波动的原因 
	　　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
	　　实际增长率是经济实际达到的增长率，即事后的增长率，它由实际储蓄率和实际资本-产出比决定，即
	　　有保证的增长率又称合意增长率�，是保证经济实现均衡增长的增长率。它由合意的储蓄率和合意的资本
	　　自然增长率是经济社会在长期中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允许达到的最大增长率，它由社会最适宜的储蓄率
	　　这样，经济要实现均衡的增长，投资量就必须按储蓄量进行调整，使得企业意愿的投资与实际的储蓄相等。而
	                                (6.9)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产量的增长能引致足够的投资以吸收本期储蓄。
	　　另一方面，经济要实现长期增长，实际增长率又必须等于自然增长率，即:
	                               (6.10)
	　　因此，要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均衡增长，实际增长率、有保证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三者必须一致，且都等于劳动
	                              (6.11)
	　　经济运行中的波动
	模型认为，如果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不一致，便会引起经济的波动。
	　　当实际增长率大于有保证的增长率，即时，会引起累积性的扩张。因为，就意味着实际储蓄率大于合
	　　当有保证的增长率大于自然增长率，即时，会引起经济的停滞。由于超过了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允
	　　但是，、和这三者并没有必然内在的联系。也就是说，这三者的相等是偶然的，而不等则是经常的，而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满足哈罗德—多马模型关于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十分苛刻，因为实际增长率取决于有效需求，很难和短期及长
	   （1）基本假设
	①　全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用于消费和投资都可以；
	②　生产要素只包括资本和劳动力，资本与劳动力可以相互替代，即资本-劳动比率是可变的； 
	③　社会技术水平不变，规模收益不变，要素边际生产力递减；
	④　完全市场的假定，充分就业和储蓄可以自动转化为投资。
	   （2）模型分析
	新古典增长模型以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根据该生产函数，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提出的模型如下。
	    技术条件不变条件下的增长模型
	                         (6.12)
	    公式（6.12）含义是，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是劳动力的增长率和资本增
	    公式（6.12）的推导思路如下：
	    假定资本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分别为和，则产量增量可以表示为：
	                         (6.13)
	    公式（21.13）两边同时除以，并调整可得：
	                     (6.14)
	    根据基本假定可知，要素的报酬取决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所以有：
	                          (6.15)
	    既有：
	                          (6.16)
	    假定，则
	综上，由公式（6.14）可得：
	如果考虑人口增长的情况下， 人均增长率�为：
	          (6.17)
	公式（6.17）中，表示人均产出增长率，表示人均资本增长率，因此，人均产出增长率决定于资本对国民
	2、技术进步条件下的增长模型
	                     (6.18)
	    公式（6.18）中，表示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率。公式意为：国民收入的增长不仅取决于资本增
	    结合公式（6.17）和公式（6.18），人均经济增长率可用公式表达为：
	                   (6.19)
	    索洛增长模型
	    索洛模型又称作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外生经济增长模型，由发展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于1956年首
	   （1）模型假定
	①　采用新古典生产函数，其中表示产出，表示资本，表示劳动力，函数表明产出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技术
	②　存在资本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各要素的边际产出大于零，并且递减；要素之间可以平滑替代。
	③　规模报酬不变，即生产函数满足“一次齐次性”，公式表示为：
	                             (6.20)
	④　资本（或劳动力）趋于0时，资本（或劳动力）的边际产出趋于无穷大，资本（或劳动力）趋于无穷大时，资本（
	                        (6.21)
	⑤　完全市场条件下，实现充分就业，资源要素充分利用。
	⑥　两个部门经济条件下，只生产一种产品，产品既可以用于消费，也可以用于投资。
	⑦　存在中性技术进步。�
	   （2）模型推导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为： 
	                            (6.22)
	　　式中，为人均资本，即；为社会储蓄率，即；为人均产出，即；为劳动力增长率，即，为
	　　这一公式表明，经济要实现均衡的增长，人均资本的增加就必须等于人均储蓄减去项。项可以这样来理
	　　 基本公式推导过程如下：
	　　（1）人均条件下的生产函数、消费和投资
	利用公式（6.20），假定，并将人均量用小写字母来表示，则索洛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6.23)
	    在均衡条件下，有，因此，人均条件下有：
	                                (6.24)
	    在公式（6.24）中，表示人均产出，表示人均消费，表示人均投资。
	    索洛模型假定消费由下式决定：
	                               (6.25)
	    公式（6.25）中，是储蓄率，且。公式说明消费与收入成比例。代入公式（6.24）可得：
	                              (6.26)
	    由公式（6.26）可知：
	                                  (6.27)
	    （2）资本积累和稳态
	    在之前假定和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长期中资本存量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可能，而资本存量
	根据公式（6.27）可知，将公式（6.23）代入可得：
	                               (6.28)
	新古典生产函数是增函数，因此人均资本越高，产出就越大，投资也就越大。由于投资是影响资本存量的
	图6-2  产出、消费和投资
	    影响资本存在的另一因素是折旧。假定所有资本都以一个固定的比例平均折旧，则折旧额为。如图6
	图6-3  折旧
	    综上所述，一个经济中投资和折旧对资本存量的影响公式表示为：
	                         (6.29)
	当新增投资于折旧相等时，有，则资本存量稳定在一定的水平，这个资本存量水平成为“稳定状态”（或“稳态
	图6-4  投资、折旧和稳态
	    “稳定状态”是一个经济的长期均衡，且具有真正的稳定性，不论经济初始的资本水平如何，它最后都会
	    （3）储蓄率对稳态的影响
	如图6-5所示：
	图6-5  储蓄率变化对稳态的影响
	    （4）黄金律
	在图6-5反映了储蓄率变化与稳态水平之间的对应关系，通过调控储蓄率获得任意资本存量的稳态也成为可能。
	    根据公式（6.24）可知，则有：
	                                 (6.30)
	    在“稳定状态”下，消费的表达式为：
	                            (6.31)
	    根据公式（6.31）可知，实现消费水平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是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等于折旧率，即：
	                               (6.32)
	图6-6是对消费水平最大化条件的几何表现。
	                          图6-6 消费水平最大化
	    （5）有人口增长的稳态    
	    其他条件不改变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将会导致人均资本下降。假定人口增长率为，结合公式（6.2
	                    (6.33)
	    经济增长的稳态条件为：
	                            (6.34)
	    实现消费总水平最大化的黄金稳态条件为：
	                            (6.35)
	    （6）有技术进步的稳态
	    技术进步可解释为对劳动力的放大，因此，技术进步的作用就与人口增长相似。假定表示技术进步率，
	           (6.36)
	    经济增长的稳态条件为：
	                            (6.37)
	实现消费总水平最大化的黄金稳态条件为：
	                            (6.38)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反思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种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比较集中的讨论了技术进步这一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该理论认为一个经济社会的技术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现实有着较强的指导意义，依据其观点，政府应当通过各种政策，例如对研究和开发提高补贴
	提问：你对经济增长的看法？ 
	    经济周期的含义
	　　经济周期，又称商业周期或商业循环，是指国民收入及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波动。
	　　在理解经济周期内涵时我们应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经济周期的中心是国民收入的波动，由于这种波动而引起了失业率、一般物价水平、利率以及对外贸易
	　　第二，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是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无法避免；
	　　第三，虽然每次经济周期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却有共同之外，即每个周期都是繁荣与萧条的交替。
	    经济周期的阶段
	　　如图6-7：
	图6-7 经济周期
	　　从图6-7中可以看出，经济周期波动有三个特点：
	　　第一，每一个经济周期都包括了扩张和收缩两个阶段，细分下来是复苏、繁荣、衰退、萧条四个阶段。
	　　第二，虽然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从逻辑上肯定这个顺序排列，但它们在每次经济周期中的长度和实际形态将有
	　　第三，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着生产能力的增长趋势，所以在某一谷底阶段中，其实际的生产和就业水平有可能
	    经济周期分类
	    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
	    （1）内生经济周期理论　　内生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由经济体系的内部因素导致的。
	①　纯货币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是一种纯粹的货币现象。经济中周期性的波动完全是由于银行体系交替地扩大和紧缩信
	②　投资过度理论认为，由于各种原因的存在，导致了投资的增加，这种增加会引起经济的繁荣，繁荣首先表现在对投
	③　消费不足理论认为，经济中出现萧条与危机是因为社会对消费品的需求赶不上消费品的增长，而消费需求不足又引
	④　心理周期理论强调心理预期对经济周期各个阶段形成的决定作用，这种理论认为，预期对人们的经济行为具有决定
	   （2）外生经济周期理论
	　　与内生经济周期理论不同，外生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经济体系外部的因素导致的。这种理论
	①　创新理论源于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这种周期过程如图6-8所示：
	熊彼特根据这种理论解释了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他认为重大的技术创新（如蒸汽机、炼钢和汽车制造等）对
	提问：根据熊彼特的理论，是否意味着创新本身是导致波动的根源？
	太阳黑子理论是利用太阳黑子的活动来解释经济周期，由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父子提出并加以论证。
	    乘数-加速数模型
	   （1）乘数-加速数模型概述
	　　乘数-加速数模型是现代宏观经济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内生经济周期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
	　　假设由于新发明的出现使投资的数量增长，投资数量增长会使得收入成倍数增加，这是乘数起作用的结果。另
	　　然而，社会的资源总是有限的，收入的增大迟早会达到资源所能容许的峰顶。一旦经济达到经济周期的峰顶，
	　　收入持续下降使社会最终达到经济周期的谷底。这时，由于衰退阶段的长时期负投资，生产设备的逐年减少，
	    （2）加速原理
	　　在宏观经济学中，一方面，投资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倍数增加，国民收入变动量与投资变动量的比率称为乘
	　　一般说来，要生产更多的产量需要更多的资本，进而需要用投资来扩大资本存量。在一定限度内，企业有可能
	                                  (6.39)
	　　公式（6.39）中，是期的资本存量，而是期的产出水平。由于资本是存量，是以前各年份累积投
	　　由此式可知，资本存量的增加可以导致产出水平的增加。而资本存量的增加取决于一段时间内的净投资。设
	                               (6.40)
	　　结合公式（6.39）和公式（6.40）可得：
	                         (6.41)
	　　公式（6.41）表明，时期的净投资额等于产量从到的变动量乘以资本-产出比率。如果大于，
	　　由于总投资是由净投资与重置投资（即折旧）构成，公式表示为：
	                           (6.42)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加速数大于1的情况下，资本存量的增加必然超过产量的增加。应当指出，加速原理发
	    （3）乘数—加速数模型
	　　乘数—加速模型将乘数原理与加速原理结合起来，以说明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结合三个部门经济的情况，这
	　                     (6.43)
	                        (6.44)
	                               (6.45)
	　　公式（6.43）为产品市场均衡公式，即收入恒等式，为简便起见，假定政府购买(常数)。公式（6.
	　　将公式（6.44）和公式（6.45）代入公式（6.43）可得：
	               (6.46)
	    总结、安排预习与复习
	    7.6.5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设问；案例分析。
	7.6.6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1)注释课后复习思考之名词概念；理解思考课后简答题题目；
	    2)复习单元教学要点，预习下节教学内容。
	    7.6.7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教师：熟悉课程教学要点；梳理实施方案，明确执行步骤；准备经验素材。
	    学生：预习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理论；预习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理论；查阅搜集相关的经验资料。
	    7.6.8参考资料
	    高鸿业.西方及经济学学习与教学手册（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P1
	    何凡、苏奎.西方经济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琼斯.经济增长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7教学单元七  失业与通货膨胀
	7.7.1教学日期  
	    7.7.2单元教学目标
	    1)掌握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失业类型及其原因；
	    2)理解凯恩斯主义的乘数-加速模型，对经济周期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自然失业率的内涵；
	    3)培养对社会经济发展历程的理性思维，增进对失业问题认知的理性；
	    4)了解菲利普斯曲线及其政策含义；
	    5)掌握通货膨胀定义、类型及原因相关理论；
	    6)理解通货膨胀的经济影响；
	    7)深化对现实经济生活中整体价格水平运动变化的理性认识。
	    7.7.3单元教学内容
	    第十五章 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
	    第一节  失业理论
	    1)失业与失业率；2)失业的种类；3)失业的影响；4)自然失业率。
	    第二节 通货膨胀
	    1)通货膨胀及其衡量；2)通货膨胀的类型；3)通货膨胀的原因；4)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
	    第三节 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菲利普斯曲线
	    1)凯恩斯的观点：失业与通货膨胀不会并存；2)菲利浦斯曲线；3)菲利普斯曲线的政策含义。
	   【重点】
	    失业：定义、成因；自然失业率；通货膨胀：定义、成因、影响。
	   【难点】
	失业成因分析；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7.7.4单元教学过程
	回顾上节课程教学要点
	    失业理论
	    失业与失业率
	　　失业是指达到法定条件，有劳动能力，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水平并且在积极的找工作而没有工作的一种现象。
	　　失业率是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比。其公式为： 
	    失业的种类
	　　失业有很多种类，根据主观愿意就业与否，可分为自愿失业与非自愿失业。
	    （1）自愿失业
	　　所谓自愿失业是劳动者所要求的实际工资超过其边际生产率，或者说不愿意接受现行的工作条件和收入水平而
	    （2）非自愿失业
	　　非自愿失业是指有劳动能力、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水平但仍然找不到工作的现象。这种失业是由于客观原因所造
	　　非自愿失业又可以分成磨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
	　  周期性失业是指经济周期中的衰退或萧条时，因社会总需求下降而造成的失业。图7-1
	图7-1  周期性失业与紧缩性缺口
	    下面将结合劳动市场的均衡图来进一步分析说明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如图7-2和图7-3：
	图7-2  自愿失业
	图7-3  非自愿失业
	    奥肯定律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根据美国的数据，提出了经济周期中失业变动与产出变动的经验
	奥肯定律的内容是：失业率每高于自然失业率一个百分点，实际将低于潜在两个百分点。换一种方式说，相对
	提问：你对失业影响的认识？ 
	    自然失业率
	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学的首要目标，那么如何才算得上是充分就业呢？经济当中能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呢？前文的分
	贝佛里奇曲线
	职业搜寻理论
	实际工资刚性问题
	课堂讨论：如何看待和应对失业？ 
	    通货膨胀及其衡量
	    （1）通货膨胀的基本含义 
	　　通货膨胀是指一般价格水平持续而显著的上升。对通货膨胀的概念，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
	①　这里的价格不是具体某种商品的价格，而是价格指数。因此，这里的价格上升不是某一商品价格的上升，而是整个
	②　这里价格指数的上升不是一时的上升，而是持续一定时期的上升，而且这种上升是显著的，一般消费者能明显感受
	    （2）通货膨胀的衡量 
	　　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是物价指数。
	　　物价指数是表明商品价格从一个时期到下一个时期变动程度的指数，一般采用加权平均的方式，即根据某种商
	                     (7.1)
	　　公式（7.1）中，、是基期和本期的价格水平，是本期的商品量（注：上式中采用了是报告期加权平
	　　根据计算物价指数时包括的产品和劳务种类的不同，可以计算出三种主要的物价指数：
	①　消费者价格指数（简称），也称零售物价指数或生活费用指数，是衡量各个时期居民个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和劳务
	②　生产者价格指数（简称），又称批发价格指数，是衡量各个时期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用到的产品的价格水平的变
	③　折算指数，是衡量各个时期所有产品和劳务的价格变化的指标。
	　　我们可以根据物价指数计算出一定期内物价上升或下降的幅度，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通货膨胀率。
	　　所谓通货膨胀率是指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内价格水平变动的百分比。其计算公式为：
	                     (7.2)
	    通货膨胀的类型
	   （1）按价格上升的速度划分
	①　温和的通货膨胀，指每年物价上升的比例在10%以内。
	②　奔腾的通货膨胀，指年通货膨胀率在10%以上和在100%以下。
	③　超级通货膨胀，指通货膨胀率在100%以上。发生这种通货膨胀时，价格持续猛涨，人们都尽快地使货币脱手，
	   （2）按照对不同商品的价格影响有大小加以区分
	①　平衡的通货膨胀，即每种商品的价格都按相同的比例上升。这里所指的商品价格包括生产要素以及各种劳动的价格
	②　非平衡的通货膨胀，即各种商品价格上升的比例并不完全相同。如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上升迅速，而一般日用
	   （3）按照人们的预期程度加以区分
	①　未预期的通货膨胀，即人们没有预料到价格会上涨，或者是价格上涨的速度超过了人们的预计。
	②　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即人们预料到价格会上涨。这两种通货膨胀对人们正常生活的影响是不同的，未被预期的通货
	总结、安排复习与预习
	    通货膨胀的原因
	   （1）货币供给过多
	　　货币数量论认为，通货膨胀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增长速度超过了产出增长速度导致的。
	　　1911年，美国经济学家费雪在其《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了交易方程：
	                               (7.3)
	式中，为一般价格水平，为实际国民收入，为流通中的货币，为货币的流通速度，即单位时间内单位货币
	提问：货币、职能？ 
	   （2）需求拉动
	　　如果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会引起一般物价水平普遍而持续的上涨。这种通货膨胀通常称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图7-4  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3）成本推动
	　　用图7-5来说这种情况。
	图7-5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又可以根据其原因的不同而分为以下几种：
	①　工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②　利润推动的通货膨胀。
	③　原材料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4）结构性通货膨胀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即使没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进，但由于经济结构因素的变动，也会出现一般价格水平的持
	    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
	　　通货膨胀既会对个人的经济生活产生各种影响，也会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一般可以将通货膨
	   （1）通货膨胀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①　通货膨胀不利于靠固定货币收入维持生活的人。
	②　通货膨胀对储蓄者不利。
	③　通货膨胀还会在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产生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2）通货膨胀的产出产应
	①　随着通货膨胀出现，产出增加。
	②　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引致失业，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引起就业和产出水平的下降。
	③　超级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崩溃。
	    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菲利普斯曲线
	    凯恩斯的观点：失业与通货膨胀不会并存
	　　凯恩斯认为，在未实现充分就业，即资源闲置的情况下，总需求的增加只会使国民收入增加，而不会引起价格
	　　
	图7-6 失业与通货膨胀
	    菲利浦斯曲线 
	    （1）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
	　　1958年，在英国任教的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在研究了1861年—1957年的英国失业率和货币工
	图7-7 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
	    （2）修正的菲利普斯曲线
	　　如图7-8所示：
	图7-8 修正的菲利普斯曲线
	货币主义对菲利普斯曲线的评价？ 
	理性预期学派对菲利普斯曲线的评价？ 
	菲利普斯曲线的政策含义
	如图7-9所示：
	图7-9  菲利普斯曲线的应用
	    总结、安排复习和预习
	 7.7.5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设问；案例分析；专题讨论。
	7.7.6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1)失业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2)注释课后复习思考之名词概念；理解思考课后简答题题目；
	3)复习单元教学要点，预习下节教学内容。
	    7.7.7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教师：熟悉课程教学要点；梳理实施方案，明确执行步骤；准备经验素材。
	    学生：预习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相关理论部分；准备经验素材。
	    7.7.8参考资料
	高鸿业.西方及经济学学习与教学手册（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P153-1
	    何凡、苏奎.西方经济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7.8教学单元八  宏观经济政策
	7.8.1教学日期   
	    7.8.2单元教学目标
	    1)掌握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特点，财政政策及其政策工具；
	    2)理解财政政策工具作用的原理，正确认识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
	    3)培养针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知理性；
	    4)了解货币及其职能，派生存款与货币乘数；
	    5)掌握货币政策及其政策工具作用原理；
	    6)理解货币政策作用的路径及其局限性；
	    7)培养对宏观经济政策认知的理性；
	    8)归纳总结课程教学。
	    7.8.3单元教学内容
	    第十六章 宏观经济政策
	    第一节 宏观经济政策概况
	    1)宏观经济政策及目标；2)宏观经济政策工具；3)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特点。
	    第二节 财政政策
	1)财政政策；2)可选择的宏观财政政策的比较；3)财政政策工具；4)财政政策的局限性。
	    第三节 货币政策
	    1)货币概述；2)派生存款与货币乘数；3)货币政策的运用；4)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重点】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特点；财政政策、工具及其作用原理；货币政策工具及其作用原理；货币政策作用路径
	   【难点】
	财政政策工具作用原理分析；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原理；货币政策作用路径。
	7.8.4单元教学过程
	    回顾上节课程教学要点
	    第一节  宏观经济政策概况　　
	    宏观经济政策及目标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政策制定和实施在相应阶段上要追求的成果，一般来说，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有：
	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经济稳定。
	宏观货币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
	    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与特点
	　　需求管理是通过调节总需求来达到一定政策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典型的以需求管
	    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特点
	　　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的基本特点是调节总需求或实行“需求管理”和“逆经济风向而动”。
	    财政政策
	　　宏观财政政策的基本作用，在于通过税收和支出活动来调节总支出，以消除“通货膨胀缺口”或“通货紧缩缺
	图8-1  宏观财政政策消除紧缩缺口
	　　当经济存在“通货膨胀缺口”时，政府可以通过减少政府支出或增加税收，即紧缩的财政政策来消除“缺口”
	图8-2  宏观财政政策消除膨胀缺口
	    可选择的宏观财政政策的比较
	在已知政策工具乘数和国民经济总量缺口的情况下，政府利用政策工具实施干预的力度大小的量化，公式表达为：
	                                 (8.1)
	    为了更清楚说明和比较上述四种可选择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可以假设以下的条件：（1）国民经济存在2
	   （1）政府购买
	　　在四个部门经济条件下，政府购买乘数为：
	    根据公式（8.1）可知：
	（亿美元）
	    （2）税收或转移支付
	　　税收
	　　税收乘数是指税收的变动引起国民收入变动量同税收的变动量的比率，用表示，公式表达为：
	　　根据公式（8.1）可知：
	（亿美元）
	    转移支出
	转移支出乘数是指政府转移支出变动引起国民收入变动量同转移支出变动量的比率，用表示，公式表达为：
	    根据公式（23.1）可知：
	（亿美元）
	    （3）平衡变动收支和平衡预算乘数
	　　平衡预算乘数是指国民收入增量与平衡变动的收支量的比率，用表示，公式表达为：
	    综上所述，在消除同一国民经济总量“缺口”中，不同的政策工具选择运用其效果存在差别，其间的比较
	表8-1   在消除同一“缺口”时不同财政政策的比较
	    财政政策工具
	　　财政政策工具根据其是否自动发挥作用，分为“内在稳定器”和斟酌使用的财政政策。
	    （1）“内在稳定器”
	　　“内在稳定器”是指这样一类财政政策工具，它们不需要人为的计划性调节，而是依靠工具本身构建所形成的
	　　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政府支出、转移支出
	　　（2）斟酌使用的财政政策
	　　 政策期望达到的影响范围大小；政策时滞的长短；政策实施产生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干预经济作用的大小。
	    财政政策的局限性
	　　1）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政策效应的“时滞”
	　　如图8-3所示：
	图8-3  财政政策时滞的作用后果
	　　2）财政政策刚性，即不可逆性
	　　图8-4进行分析说明。
	图8-4  财政政策刚性的影响
	　　3）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如果政府是通过增税或向私人部门借债来增加支出，导致私人的消费和投资减少，其结果只不过是购买
	　　第二、政府增加支出，可能引起私人的消费和投资下降。由于政府增加支出将使总需求和国民收入水平上升。
	　　4）财政政策效果受到公众消费决策的影响
	　  财政政策作用效果
	    财政政策的效应与挤出效应密切相关，政策作用的挤出效应越小，政策本身的作用效果就越明显，反之，
	    1）曲线斜率及财政政策效果
	曲线的斜率之所以影响挤出效应，是与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及货币秀的利率弹性相关的。如果货币需求的收
	    如果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小，一定的货币需求增加所引起的利率变动大，从而投资和总需求变动大，因此
	    结合几何图形，可以直观地反映以上分析。如图8-5所示：
	图8-5  曲线斜率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
	    在图8-5中，曲线的斜率大，意味着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较大或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较小，挤
	    特殊地，当曲线斜率为1时，即曲线为垂直状态时，财政政策将失效；当曲线斜率为0时，即曲
	     2）曲线的斜率及财政政策效果
	    曲线影响财政政策效应是与投资的利率弹性相关。如果投资的利率弹性大，则一定利率上升所引起的
	    结合几何图形，可以直观地反映以上分析。如图8-6所示：
	图8-6  曲线斜率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
	    在图8-6中，曲线的斜率（绝对值）大，意味着投资的利率弹性小，财政政策挤出效用小，政策作
	    特殊地，当曲线斜率为1时，即曲线为垂直状态时，财政政策将具有完全效果；当曲线斜率为0时
	    货币政策
	　　宏观货币政策指中央银行通过管理货币供给量和利息率等货币变量来影响宏观经济的行为。
	    货币概述
	    （1）货币及职能
	    （2）货币供给量
	　　广义的货币供给量用表示。储蓄存款+小额定期存款。把定期存款算作货币供给量，是因为公众虽然不能
	　　有的经济学家还用来表示更为广义的货币供给量，即在的基础上加上“货币近似物”，如私人和企业持有
	    （3）货币需求量
	　　货币需求量与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化，与利息率反方向变化。货币需求总量公式表示为：
	                        (8.2)
	    派生存款与货币乘数
	　　假定某银行吸收原始存款为，为法定准备金率，且，则在封闭的银行系统中，银行倍数创造的结果的
	      (8.3)
	　　在不考虑现金流出的情况下，在封闭的银行系统中，银行存款倍数创造能力的量化，用公式表示为：
	                               (8.4)
	在公式（8.4）中，是银行存款创造倍数，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货币政策的运用
	    （1）宏观货币政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
	　　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的调控具有明显的间接性，其调控的基本原理可以用表8-2进行表现：
	表8-2  货币政策影响国民收入水平的步骤
	    （2）宏观货币政策工具
	　　货币政策的工具具有多样性，有货币政策“三大法宝”、一般信用工具、间接信用工具和直接信用工具等。
	　　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政策和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是通常所说的“三大法宝”。
	    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1）货币政策具有决策开和灵活的优点，但它发生预期作用的速度很慢，其作用后果也很难预测，因而很可能
	　　2）总需求特别是总投资，对于利息率的变化是缺乏弹性的。
	　　3）当中央银行把稳定利息率作为政府目标时，必然与影响国民收入水平的目标发生矛盾。
	　　4）宏观货币政策的几个主要工具对改变商业银行可利用准备金的作用也有很大局限。
	　　5）宏观货币政策容易受到国际准备金流动的冲击。
	    理论专题：曲线的移动和宏观财政政策效应
	    为讨论宏观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这里引入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如图8-7所示：
	图8-7  曲线的移动
	    在图8-7中，假定央行增加货币供给量，则导致曲线由移动到，在原来的利率水平，国民收入
	    货币政策的效应与挤出效应同样密切相关，政策作用的挤出效应越小，政策本身的作用效果就越明显，反
	    1）曲线斜率及货币政策效果
	    宏观货币政策效应的大小与曲线斜率的大小成同方向变化。如图8-8所示：
	图8-8  曲线斜率与货币政策的挤出效应
	在图8-8中，曲线的斜率相同，但是中曲线的斜率小于中曲线的斜率。最初中的均衡收入和利率为
	原因在于，曲线斜率较大时，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对利率缺乏弹性。当货币供给量在原来的利率水平增加时，
	    2）曲线的斜率及货币政策效果
	    宏观货币政策效应的大小与曲线斜率大小成反方向变化。如图8-9所示：
	图8-9  曲线斜率与货币政策的挤出效应
	在图8-9中，曲线的斜率小于的斜率。在曲线斜率一定的条件下，假定央行增加货币使曲线由向右下
	原因在于，在曲线斜率较小的时候，投资对利率富有弹性，因而当增加货币供给量导致利率下降时，私人投资将
	7.8.5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设问；案例分析。
	7.8.6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1)通货膨胀影响下的财富再分配问题？ 
	    2)注释课后复习思考之名词概念；理解思考课后简答题题目；
	    3)宏观经济政策目标选择中的矛盾分析？
	    7.8.7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教师：准备教学要点；梳理课程实施方案；准备经验素材。
	    学生：预习宏观经济政策相关理论部分；预习货币政策部分；查阅和搜集相关的经验资料。
	    7.8.8参考资料
	    高鸿业.西方及经济学学习与教学手册（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P1
	    何凡、苏奎.西方经济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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