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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本章要点及学习要求1

知道新古典综合名称的由来与基本含义%主要代表人物%理论基础+理解

G4H#6

模型和在政策上的应用+熟悉其经济增长理论+掌握乘数原理和加速原

理在经济周期理论中的应用+懂得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政策特点"

第一节
!

新古典综合概述

一%新古典综合名称的由来与新古典综合的基本含义

#一$新古典综合名称的由来

!"

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三次大综合

-./L

年!萨缪尔森出版的)经济学*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形成的标志!它是西方经济学

史上的第三次大综合#见第一章第一节表
-H0

$"

#"

新古典综合名称的演变

-./L

年!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学*第
-

版!他以教科书的形式对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

理论进行了综合!标志着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的形成"

-.FF

年他在)经济学*第
"

版中正

式提出了'新古典综合(一词+

-.D-

年在第
F

版中正式将他们的理论称为新古典学派的综

合!并认为这是对凯恩斯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0E

年!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
L

版中将

'新古典综合(改称为 '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

-.0D

年在第
-E

版用'现代经济学(代替了

'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

-.L!

年在第
-!

版中做了重大修改!把货币主义学派%供给学派%

理性预期学派的宏观经济理论观点进一步进行综合+

-..!

年在第
-D

版中针对苏联解体

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又做了重要修改+

-..!

年在第
-D

版中加进了当时最前沿的研究成

果!如生态经济学%医疗保健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学!并带有浓厚

的信息经济学和国际互联网色彩+

!EE-

年在第
-0

版中!在仍然对新旧古典经济学%凯恩

斯主义%新自由主义进行综合的同时!还强调计算机信息技术所引起的经济和经济学创

新!网络经济对经济效率和市场力量的影响!对全球环境问题更加重视"由上可见!萨缪

尔森的)经济学*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与时俱进!不断推陈出新!是新古典综合学派

的理论由原始综合向成熟综合不断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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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古典综合的基本含义

!"

经济成分与机制综合

!!

在这种经济制度中既有公共经济部门!又有私有部门+既有政府干预!又有市场机制

的自动调节+既有竞争市场!也有垄断市场"

#"

经济理论综合

!

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体系与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体系综合+

"

把宏观经济学的

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与微观经济学的价格理论相综合+

#

把竞争与垄断综合起来研究如何

实现有效竞争+

$

把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与新自由主义相关理论观点进行综合+

%

把当代经济学研究的新成果进行综合"

$"

政策综合

!

把新自由主义强调的市场调节政策与政府干预政策两者综合+

"

把凯恩斯强调的

财政政策与新古典经济学派侧重的货币政策综合+

#

把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管

理政策综合"

%"

分析方法综合

把新古典的个量分析与凯恩斯的总量分析加以综合!把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与动

态分析进行综合"

二%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及著作

阿尔文,汉森#

M+N,(K$(A'(

!

-LL0

2

-.0F

$是美国新古典综合派的先驱!曾任罗斯福

政府的经济顾问"在他的影响下哈佛大学一度成为美国宣传凯恩斯经济学的中心!并培

养出一批著名经济学家!如萨缪尔森%托宾%海勒%索洛%奥肯等"汉森的主要著作有&)经

济政策和充分就业*#

-./0

$%)货币理论和财政政策*#

-./.

$%)凯恩斯学说指南*#

-.F"

$等"

汉森的主要贡献是&

!

把凯恩斯经济学美国化%通俗化+

"

完善了希克斯的
G4H#6

模型!

与希克斯一起形成了经典的
G4H#6

模型+

#

与萨缪尔森一起提出了乘数原理与加速原

理的'汉森
H

萨缪尔森模型(!以此来解释经济危机和周期波动+

$

提出了混合经济理论以

及补偿性财政政策+

%

培养了一些著名经济学家"

保罗,萨缪尔森#

O$P+4$?P'+A<(

!

-.-F

2

!EE.

$是新古典综合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

物和旗手"他担任过经济计量学会会长%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国际经济学会会长"他曾先

后担任美国国会资源计划局顾问%战时生产局顾问%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等政府

要职!主要著作有)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

-./L

$%)经济学*#

-./L

$%)线性规划与经济分

析*#

-.FL

$等"他的)经济学*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作"

-.0E

年因发展了静态和动态经济理

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所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之一"

约翰,理查德,希克斯#

5<9(I,)9$&BK,)QA

!

-.E/

2

-.L.

$是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

于
-.0!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一生发表的论著甚多!所设计的理论范围也较为广

阔"希克斯引进一般均衡和序数效用分析构成其价值理论!从而使英美主流经济学大为

改观"

-."0

年他在评论凯恩斯)通论*时所提出的
G4H#6

模型!在现代经济学中广泛运

用"希克斯的主要著作有)工资理论*#

-."!

$%)价值与资本*#

-.".

$%)消费者剩余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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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

-.FD

$%)对经济周期理论的贡献*#

-.FE

$%)需求理论的修正*#

-.FD

$%)经济史理论*

#

-.D.

$%)动态经济学方法*#

-.LF

$"

詹姆士,托宾#

5$?'A8<J,(

!

-.-L

2

!EE!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计量经济学家!新古

典综合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L-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托宾的研究比较侧重在货

币方面!究其根源是金融市场及有关问题!较突出的成就是资产选择理论和货币经济成长

理论"资产选择理论是他获得诺贝尔奖的代表理论"他的主要著作有)国民经济政策*

)经济学论文集&宏观经济学*)十年来的新经济学*)经济学论文集&消费和经济计量

学*等"

罗伯特,默顿,索洛#

I<J'&;6'&;<(4<+<%

!

-.!/

2

!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L0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直接在萨缪尔森指导下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是新古典综合派

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资本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方面"他的代表著

作有)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资本理论与报酬率*)美国的失败性质与原因*)增长理论&

说明*+论文有)经济增长理论*等"

弗兰科,莫迪利安尼#

R&$()<6<B,

:

+,$(,

!

-.-L

2

!EE"

$!美国经济学家!

-.LF

年获诺

贝尔经济学奖"他在理论上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公司财务定理"

他的代表性著作有&)国民收入和国际贸易*#

-.LE

年出版三卷集的论文集$%)宏观经济

学论*#第一卷$%)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第二卷$和)财政理论和其他论文集*#第三卷$"

阿瑟,奥肯#

M&;9P&SQP(

!

-.!L

2

-.LE

$!美国经济学家"

-.FD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

济学博士学位!曾经是肯尼迪与约翰逊两任总统的经济顾问"他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是

分析了平等与效率的替换关系!提出了'奥肯定理("其代表著作是)繁荣政治经济学*)平

等与效率*"

当代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还有#主要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

家詹姆斯,爱德华,米德#

5$?'A176'$B'

!

-.E0

2

-..F

!

-.00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克莱因#

-.LE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等"

三%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理论基础

#一$萨缪尔森理论体系综合

!!

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理论不能适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复杂多变的经济

形势!只有把凯恩斯理论同新古典经济学进行结合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萨缪尔森

认为!凯恩斯的分析是通过扩大有效需求来实现充分就业"如果达到充分就业水平!这就

满足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前提假定!从这点说!马歇尔以价格理论分析为主体的微观经济学

还是适用的"所以!新古典学派理论核心的价格理论分析同凯恩斯理论的需求研究是可

以结合起来的"

#二$希克斯
'

汉森模型#

()'*+

模型$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的支柱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偏

好三个心理规律"它涉及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四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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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通过利率把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联系起来!打破了新古典学派把实物经济和货币

经济分开的两分法!但是凯恩斯没有用一种模型把上述四个变量联系在一起"希克斯在

-."0

年的)凯恩斯先生和古典学派&一个尝试性解释*一文中提出
G4H#6

模型!

!E

年后!

汉森提出这一分析工具!并将
##

曲线改称为
#6

曲线!

G4H#6

模型经汉森更加完善化

了"他把这四个变量放在一起!构成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相互作用如何共同决定国民收

入与利率的理论框架!使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得到了完善的表述"他们的财政政策和

货币政策的分析也是围绕
G4H#6

模型展开的"因此可以说!

G4H#6

模型是凯恩斯宏观经

济学的核心"

第二节
!

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主要经济理论

一%混合经济

!!

凯恩斯之前研究的经济是单一经济&

!

机制单一的市场经济机制+

"

经济成分单一

的私有制经济+

#

市场单一的完全竞争市场"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现实的经济已不是

单一经济而是混合经济"

#

-

$凯恩斯在)通论*第
!/

章已有了混合经济的思想"他在)通论*一书中指出!挽救

资本主义制度的唯一切实办法就是扩大政府的机能!让国家之权威与私人之动力相互合

作!但是他没有对此做详细分析"

#

!

$

-./-

年汉森在)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一书中!较为系统地解释了混合经济的含

义"他认为!自
-.

世纪末以来!世界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已不再是单一的纯粹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同时存在着社会化的公共经济!因而成为公私混合经济"

#

"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
-D

版!

-..!

$一书中解释了混合经济的三层含义&

!

国家机关和私人机构共同对经济实行控制+

"

在经济活动中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并

存+

#

垄断与竞争并存"

二%

()'*+

#希克斯
'

汉森$模型

#一$商品领域中的均衡&

()

曲线

!"()

曲线图

!!

在简单收入决定模型中!商品市场均衡的条件是投资#

,(N'A;?'(;

!

!

$等于储蓄

#

A$N,(

:

!

"

$!

G4

曲线如图
"H-

所示"

在图
"#-

中横轴
$

表示收入!纵轴
%

代表利率#

,(;'&'A;&$;'

!为了区别投资
!

而用
%

$

的平面系统中!因为
G4

曲线的斜率为负!因而
G4

表现为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代表

了满足产品市场均衡条件的利率和产出水平组合的集合!因而把描述商品市场均衡条件

的产出与利率关系组合曲线称为
G4

曲线"

#"()

曲线的经济含义

#

-

$商品市场均衡的条件是投资等于储蓄!即
!T"

!这反映在图形上就形成了
G4

曲

线!在
G4

曲线上的任何一点!

!

都等于
"

"所以
G4

曲线是一条描述商品市场达到宏观均



第三章
!

新古典综合学派
!(

!!!

图
$'!

!

()

曲线

衡即
!T"

时!总产出与利率之间关系的曲线"

#

!

$在商品市场上!总产出与利率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化的关系!即利率下降!投资%国民

收入%储蓄便会增加+利率上升!投资和国民收入减少!由于收入减少!随之储蓄也相应减少"

#

"

$投资是利率的递减函数!储蓄是国民收入#

$

$的递增函数"这样!

!T"

便可改写

成&

!

#

%

$

T"

#

$

$"

#

/

$偏离
G4

曲线的任何点位都表示
!

"

"

!即商品市场没有实现宏观均衡"如果某一

点位处于
G4

曲线的右边!表示
!

#

"

!即现行的利率水平过高!从而导致投资规模小于储

蓄规模"如果某一点位处于
G4

曲线的左边!表示
!

$

"

!即现行的利率水平过低!从而导

致投资规模大于储蓄规模"

#

F

$

G4

曲线的形状表明了国民收入和利息率的配合关系"因为
G4

曲线的斜率为负!

即高利息率和低收入水平%低利息率和高收入水平的相配合!这是由投资需求函数的性质

决定的"利息率低刺激投资!形成高收入水平+反之!阻碍投资!形成低收入水平"因此!

G4

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

$"()

曲线的移动

储蓄函数或投资函数的变动将导致
G4

曲线移动"具体地说!储蓄增加#自主储蓄增

加$!既定利率下的均衡收入减少!因此
G4

曲线向左下方移动+储蓄减少!

G4

曲线向右上

方移动"投资增加#自主投资增加$!假定利率下的均衡收入增加!

G4

曲线向右上方移动+

投资减少!

G4

曲线向左下方移动"政府支出与税收的变动!也会使
G4

曲线发生移动"

G4

曲线发生移动分为水平移动和旋转移动"

#

-

$水平移动"

!

如果利率没有变化!由外生经济变量冲击导致总产出增加!可以视

作原有的
G4

曲线在水平方向上向右移动"

"

如果利率没有变化!由外生经济变量冲击导

致总产出减少!可以视作原有的
G4

曲线在水平方向上向左移动"

#

!

$旋转移动"

!

G4

曲线斜率的经济意义&总产出对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斜率越

大!总产出对利率变动的反应越迟钝"反之!斜率越小!总产出对利率变动的反应越敏感"

"

决定
G4

曲线斜率的因素&

$

的系数#

-U&

$3

!

!如果投资系数
!

不变!边际消费倾向
&

与

G4

曲线的斜率成反比+如果
&

不变!投资系数
!

与
G4

曲线的斜率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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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曲线

!"*+

曲线图

!!

#6

曲线表示在货币市场中!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时!收入与利率的各种组合的点

图
$'#

!

*+

曲线

的轨迹"用
+,

V

P,B,;

=@

&'>'&'()'

第一个字母
'

表示货币需求!用
?<('

=

AP

@@

+

=

第一个字母

(

表示货币供给!货币市场均衡的条件是货币

需求等于货币供给!即
'T(

!表示这一对应关

系的函数就是
#6

曲线!如图
"#!

所示"

#6

曲线的特征是&

!

#6

曲线是一条用来描述在

货币市场均衡状态下国民收入和利率之间相

互关系的曲线+

"

#6

曲线表示在货币市场

中!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时收入与利率的各

种组合的点的轨迹!由于它的斜率为正值!所

以它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

#

在
#6

曲

线上!每一点都表示收入与利息率的组合!这些组合点恰好使得货币市场处于均衡"

#"*+

曲线的经济含义

#6

曲线的数学表达式为
)T*

+

U,%

!这一公式可表示为满足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

下的收入
+

与利率
%

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图形就被称为
#6

曲线"并且!在此线上的任一

点都代表一定利率和收入的组合!在这样的组合下!货币需求与供给都是相等的!亦即货

币市场是均衡的"在
#6

曲线上的任何一点都表明在相应于该点的利率和收入水平相

配合下!货币总需求
'

等于给定的货币总供给
(

的均衡状态"

#6

曲线把平面图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凯恩斯区域%中间区域和古典区域!如图
"H"

所示"

!

利率降到很低#

%

-

水平$时!货币的投机需求趋于无限大!货币投机需求曲线会

成为一条水平线!相对应的
#6

曲线上也有一段水平状态的区域!这一区域通常就是我

们说的凯恩斯区域!在凯恩斯区域中!因为较低的利率水平!政府会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

增加货币供给!不能降低利率!也不能增加收入!因而货币政策在这时无效"相反!扩张性

财政政策!可以使收入水平在利率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提高!因而财政政策有很大的效

果"

"

如果利率上升到很高水平的时候#

%

!

水平$!货币的投机需求量将等于零!这时候

人们除了为完成交易还必须持有一部分货币外!不会为投机而持有货币"货币投机需求

曲线表现为
%

!

以上是一条与纵轴相重合的垂直线!

#6

曲线也从利率为
%

!

开始成为一条

垂直线"

#6

曲线呈垂直状态的这一区域就被称为古典区域"

#

古典区域和凯恩斯区域

之间这段
#6

曲线是中间区域!

#6

曲线的斜率在古典区域为无穷大!在凯恩斯区域为

零!在中间区域为正值"

$"*+

曲线的移动

#6

曲线的位置!取决于货币投机需求%交易性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如果

由于经济的变动!这些因素发生变化!那么!

#6

曲线的位置就会移动"在其他因素不变

的情况下!投机性货币需求的变动会引起
#6

曲线向相反方向移动!即投机性货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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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曲线的三个区域

增加!投机性货币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会引起
#6

曲线向左移动+反之!投机性货币需求

减少!货币投机需求曲线向左移动!会引起
#6

曲线向右移动"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

下!交易性货币需求的变动会引起
#6

曲线同方向移动!即交易性货币需求增加!交易性

货币需求曲线向左移动!会引起
#6

曲线向左移动+反之!交易性货币需求减少!货币交

易性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会引起
#6

曲线向右移动"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货币供

给量的变动会引起
#6

曲线同方向移动!即货币供给量增加!货币供给曲线向右移动!会

引起
#6

曲线向右移动+反之!货币供给量减少!货币供给曲线向左移动!会引起
#6

曲

线向左移动"

#三$

()'*+

模型的一般均衡状态

所谓
G4H#6

模型的一般均衡状态!指的是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实现均衡状态"

图
$'%

!

均衡收入和利率

当预计的储蓄等于预计的投资!货币需求等

于货币供给时!相应于这种均衡状态的利息

率和收入水平的配合是一般均衡的配合!如

图
"H/

所示"

G4

曲线是从商品市场均衡要求收入等于

计划支出这一观点出发得到的一条反映利率

和收入相互关系的曲线"

#6

曲线是从货币

市场均衡要求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这一观

点出发得到的一条反映利率和收入之间的相

互关系的曲线"

G4H#6

曲线!就是把商品市

场和货币市场结合起来!建立一个商品市场

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从而得到的曲

线"

G4H#6

模型是凯恩斯理论精髓的核心"

G4

和
#6

曲线的交点上同时实现了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然而!这一均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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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是充分就业的均衡"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无法实现充分就业均衡!

这就需要依靠国家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进行调节"财政政策是政府变动支出和税收来

调节国民收入!如果政府增加支出!或降低税收!或二者双管齐下!

G4

曲线就会向右上移

动"货币政策是政府货币当局#中央银行$用变动货币供应量办法来改变利率和收入!当

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给时!

#6

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当然!国家也可以同时改变税收#

-

$%

政府支出#

.

$和货币供给量#

(

$来同时改变
G4

和
#6

位置!以实现充分就业"

#四$

()'*+

分析在劳动市场的运用

新古典综合学派将
G4H#6

分析拓展到劳动市场的均衡分析"具体做法是在凯恩斯

G4H#6

一般均衡模型中!嫁接一个古典的劳动市场模型"一旦
G4H#6

模型加进劳动市场

机制以后!就会回到新古典经济学的通过市场的调节能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一般结论"

三%经济增长理论

-.FD

年!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家索洛和斯旺将凯恩斯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

结合起来!分别提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

-.D-

年!英国经济学家米德又对新古典经济学

的增长理论做了系统的表述!其解释如下"

#一$修正了哈罗德
'

多马模型的假定条件

#

-

$生产中使用资本与劳动两种要素!这两种要素是能够互相替代的!于是!修正了

哈罗德
H

多马模型的两种要素不变的假定"

#

!

$在任何时候!劳动和资本这两种要素都可以得到充分利用"这是由于劳动和资

本是能互相替代的!因此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这一假定是可以成立的"这一假定弥补了

哈罗德
H

多马模型阐述上的不足"

#

"

$只生产一种产品!此产品既可用于消费!也可用于投资"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公式及其含义

假定社会生产技术水平不变!经济增长的公式为

'

$

3

$

/

0

#

'

1

3

1

$

2

&

#

'

'

3

'

$

式中&

$

表示产量+

'

$

3

$

表示产量增长率+

1

表示资本+

'

1

3

1

表示资本增长率+

'

表示

劳动!

'

'

3

'

表示劳动增长率+

0

和
&

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对产量增长的相对作用的权数"

该公式的基本含义是&可以通过市场调节!即通过市场上生产要素价格#利息率与工

资$的变动!来改变劳动和资本的配合比例或资本
H

产出比率!从而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

四%经济周期理论

萨缪尔森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现实情况!对经济周期问题给予了充分的说

明"其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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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周期的概念与种类

!"

经济周期的概念

!!

经济周期也称商业周期%景气循环!它是指经济活动沿着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所经历

的有规律的扩张和收缩经济发展的这一波动起伏的循环过程"对于经济周期的阶段划分

有两种方法"

#

-

$两阶段划分法"它是把一个经济周期划分为扩张和收缩两个阶段&

!

扩张阶

段!在此阶段市场需求旺盛!订货饱满!商品畅销!投资和产出快速增加!经济出现繁荣景

象+

"

收缩阶段!在此阶段市场需求疲软!订货不足!商品滞销!生产下降!资金周转不畅!

经济出现了衰退或萧条"

#

!

$四阶段划分法"它是把一个经济周期划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如

图
"HF

所示"

图
$'&

!

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

#"

经济周期理论的种类

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周期理论可以分为两大类&外部因素理论与内部因素理论"所谓

外部因素理论!就是指将经济周期的根源归结为经济之外的某些事物的存在和发生"例

如!天体运动#如杰文斯的太阳黑子活动周期论和穆尔的金星运行周期论$%战争%革命%政

治事件等的发生等"外因经济周期的一个主要例证就是政治性周期!政治性周期理论把

经济周期性循环的原因归之为政府的周期性的决策#主要是为了解决通货膨胀和失业问

题$"政治性周期的产生有三个基本条件&

!

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政策制定者提

供了刺激经济的工具+

"

选民喜欢高经济增长%低失业以及低通货膨胀的时期+

#

政治

家喜欢连选连任"而内部因素理论是从经济本身之内寻找导致经济周期的原因"萨缪尔

森认为!应该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结合上来研究经济周期"

#二$经济周期的根源

萨缪尔森和汉森用乘数原理和加速原理的内部因素理论解释了经济周期形成的

根源"

!"

乘数原理和加速原理

#

-

$乘数原理"乘数原理也称投资乘数原理"投资乘数是由凯恩斯#

-."D

$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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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数原理是说明投资的变化如何引起收入的变化#如第二章所述$"

#

!

$加速原理"加速原理是用来说明收入或消费的变动与投资的变动之间的关系的

理论"加速原理的作用是双向的!既包括加速增加!又包括加速减少"例如!在义务教育

划片入学的情况下!某个处在重点中学或重点小学的社区!家长为了子女能上重点学校!

大量居民会迁入该社区!使人口迅速增长!那么对房屋建筑业的需求就会迅速上升!由此

该社区的房屋建筑业便火爆起来!房屋建筑业的投资大大增加!这里的房屋建筑业就繁荣

起来+如果重点中学或重点小学迁址到别处!人们对这里的房屋需求数量又会快速下降!

该社区的房屋建筑业就会由于投资乘数效应!对房屋建筑业投资锐减!这里的房屋建筑业

就会萧条"

#

"

$乘数原理与加速原理的区别"

!

乘数原理说明投资的变化如何引起收入的变

化+与此相反!加速原理说明收入或消费的变化如何引起投资的变化!即收入或消费对投

资的决定作用"

"

乘数是表示投资增加会引起收入增加到什么程度的系数+与此相反!加

速数是表示收入或消费增加会引起投资增加到什么程度"但二者所说明的经济运动又是

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

#"

乘数与加速相互作用引起经济周期的过程

萨缪尔森在
-.".

年发表的)乘数分析与加速原理的相互作用*一文解释了经济周期

波动的原因!后来!美国经济学家汉森又对其进行了补充"乘数与加速原理相互作用引起

经济周期的具体过程是&投资增加
%

更多投资增加#乘数效应$

%

产量增加
%

刺激更大更

多投资增加
%

产量更多更大
%

出现繁荣"然而当产量达到一定水平后!由于社会需求与

资源的限制无法再增加!这时就会由于加速原理的作用使投资减少!投资的减少又会由于乘

数的作用使产量继续减少!这两者的共同作用又会使经济进入萧条"萧条持续一定时期后

由于产量回升又使投资增加%产量再增加!从而经济进入另一次繁荣"正是由于乘数与加速

原理的共同作用!经济中就形成了由繁荣到萧条!又由萧条到繁荣的周期性运动过程"

$"

政府干预经济政策可以减轻甚至消除经济周期的波动

政府的干预可以减轻经济周期的破坏性!甚至消除周期的波动!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

定的增长"在萧条期!政府可以利用扩大投资和增加消费的政策!通过乘数与加速效应使

经济走向复苏+在繁荣期!政府则采取减少投资和压缩公共支出的政策!抑制经济过热"

五%通货膨胀与失业理论

对于通货膨胀与失业关系的研究经历了以下过程&凯恩斯提出通货膨胀与失业不能

并存的理论观点
%

菲利普斯提出工资率与失业率的负相关的菲利普斯曲线
%

萨缪尔森和

索洛提出了通货膨胀与失业的交替关系理论"

#一$菲利普斯曲线及通货膨胀与失业存在交替关系

!"

菲利普斯曲线

!!

新西兰经济学家威廉 , 菲利普斯 #

W,++,$? O9,++,

@

A

!

-.-/

2

-.0F

$于
-.FL

年在

)

-LD-

2

-.F0

年英国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中最先提出了著名的'菲利

普斯曲线(!即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负相关的曲线!如图
"HD

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