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篇  宏观均衡

第十六章 货币均衡与总供求

(16)1

高参考价值的真题、答案、学长笔记、辅导班课程，访问：www.kaoyancas.net

完整版，请访问www.kaoyancas.net 科大科院考研网，专注于中科大、中科院考研



第十六章 目录

第一节  货币均衡与非均衡   

第二节  货币供求与市场供求

第三节  我国对均衡境界的追求和理论探索

(16)2

高参考价值的真题、答案、学长笔记、辅导班课程，访问：www.kaoyancas.net

完整版，请访问www.kaoyancas.net 科大科院考研网，专注于中科大、中科院考研



第十六章 货币均衡与总供求

  第一节  货币均衡与非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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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一节 货币均衡与非均衡
货币均衡与非均衡的含义

1.货币均衡是指货币供给满足货币需求，

             Ms＝Md

      货币非均衡是指货币供给超过或者满足不
了货币需求，

                          Ms≠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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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一节 货币均衡与非均衡
货币均衡与非均衡的含义

2.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货币均衡与非均衡的实
现过程离不开利率的作
用。

            货币供求决定均
衡利率水平 r0；或在均
衡利率水平上，货币供
给与货币需求达到均衡
状态。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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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一节 货币均衡与非均衡
货币均衡与非均衡的含义

3. 如果货币供给是外生
变量，即由货币当局
决定，货币供给成为
垂直于横轴的直线。
即货币需求只对利率
有影响，却不能通过
利率机制影响货币供
给。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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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一节 货币均衡与非均衡
中国集中计划体制下的货币供求对比状况

1．计划体制下的货币供求对比：以年度贷款增
长率作为货币供给增长率的替代指标，以国民
收入指标Y代表货币需求决定因素中的收入变
量，贷款的年平均增长率和国民收入的年平均
增长率分别为12.8%和6.93%，前者快于后者
几近1倍。

            如果以1952年为基期，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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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一节 货币均衡与非均衡
中国集中计划体制下的货币供求对比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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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一节 货币均衡与非均衡
中国集中计划体制下的货币供求对比状况

2. 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快于经济整体的增长速
度，不足以证明货币供给大于对货币的需求； 

            货币供给过多的判断，毋宁说是根据实
际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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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一节 货币均衡与非均衡
中国集中计划体制下的货币供求对比状况

            ——消费品数量少，花色品种单调。大多
数必要消费品，或计划供应，或限量供应；

            ——在生产品领域，计划分配的原材料、
零配件，往往满足不了需要；

            ——无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品，都是“卖
方市场”；

            ——在计划体制下的价格虽然绝大多数是
官定的，但在集市，价格会上涨；计划分配的
物资也存在变相的上涨价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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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一节 货币均衡与非均衡
造成货币供给过多的微观主体行为

1. 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是传统计划体制下宏观
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特征。

           主要原因在于：货币供给决策本身只是总
体经济扩张趋向的被动因素。           

2.  科尔内的“短缺”理论解释了投资饥渴和软
预算约束如何使货币供求的失衡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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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一节 货币均衡与非均衡
不同经济体制下货币均衡问题表现的差异

            差异主要表现在：

            ⑴失衡是长期保持在货币供求过多的状态
上，还是供给过多与供给不足的经常交替；

            ⑵能否直接表现在价格和利率的变动上； 
            ⑶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价格、利率不仅是
失衡的信号，而且有调节由失衡趋向均衡的功
能；在计划经济中，调节则主要靠直接的计划
方法和行政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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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一节 货币均衡与非均衡
如何衡量货币多少

      衡量货币是多还是少会有不同的显示，需
综合考察。

      仅凭借单一的信号判断均衡是否存在，很
容易陷入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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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货币均衡与总供求

  第二节  货币供求与市场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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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二节 货币供求与市场总供求
市场总供求

1.在商品、服务市场上：

      市场总供给AS, 包括消费品供应和生产品
供应；

            总需求AD, 包括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

2. 总供求均衡的条件是：

      消费支出+投资支出=消费品供应+生产品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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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二节 货币供求与市场总供求
货币供给与市场总需求

1. 市场总需求，其构成有四：消费需求C、投资
需求I、政府支出G、出口需求X。设总需求为
D，则：

                   D＝C＋I＋G＋X                                  

2. 总需求的载体是货币。如果由货币供给承载的
总需求可以保证产出得以出清，说明货币供给
是适当的。由于银行贷款调节货币供给规模，
从而也说明银行信用的掌握也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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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二节 货币供求与市场总供求
货币供给与市场总需求

3. 可能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企业与个人有过多的货币积累，不
形成当期的需求，而又没有提供相应的补充货币供
给，这会形成总需求的不足；

            另一种情况是扩大投资与提高消费的压力过强，
或产生财政赤字，要求银行信用予以弥补，或银行
不得不扩大信贷，直接投放过多的货币。结果货币
供给过多并从而造成总需求过旺的局面。

           这两种情况在我国经济中都曾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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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二节 货币供求与市场总供求
市场总供给与对货币的需求

1. 经济体系中到底需要多少货币，从根本取决于
有多少实际资源需要货币实现其流转并完成生
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相互联系的再生产流程。
这是市场总供给决定货币需求的基本理论出发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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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二节 货币供求与市场总供求
市场总供给与对货币的需求

2. 然而宏观货币需求是通过微观主体对货币的需
求体现出来的。只有微观主体的货币需求才能
直接引出货币供给；能否使货币供给为流通所
吸纳，也取决于微观主体对货币的需求。

3. 微观主体的货币需求有独立性，因此，微观的
货币需求，其总和，在实际上并不总等于由市
场总供给决定的货币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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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二节 货币供求与市场总供求
货币均衡与市场均衡

1. 货币均衡与市场均衡的关系可以这样描述：

             ——总供给决定货币需求，但同等的总
供给可有偏大或偏小的货币需求；

             ——货币需求引出货币供给，但不是等
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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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二节 货币供求与市场总供求
货币均衡与市场均衡

             ——货币供给成为总需求的载体，同等
的货币供给可有偏大或偏小的总需求；

             ——总需求的偏大、偏小，对总供给产
生巨大影响；

             ——总需求可以通过紧缩或扩张的政策
予以调节，但单纯控制需求，难以保证实现均
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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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二节 货币供求与市场总供求
货币均衡与市场均衡

2. 以MS、Md、AS、AD分别代表货币的供与求、

市场的供求关系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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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二节 货币供求与市场总供求
货币均衡与市场均衡

3. 货币均衡与市场均衡有紧密联系，货币均衡有
助于市场均衡的实现。

            但货币均衡并不必然意味着市场均衡：

            ⑴市场需求是以货币为载体，但并非所有
货币供给都构成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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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二节 货币供求与市场总供求
货币均衡与市场均衡

              ⑵市场供给要求货币使之实现，因此提
出对货币的需求；但这些货币需求也并非对
货币需求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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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二节 货币供求与市场总供求
市场供求失衡与价格波动

            在总供给给定时，市场供求失衡的直接后果：

            在典型的市场经济中是物价水平的变动；  
            在典型的集中计划体制下，并不能直接由价格
表现出来，但矛盾也会促使计划价格做必要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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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二节 货币供求与市场总供求
货币供给的产出效应与扩张界限

1. “面纱论”和马克思的“第一推动力”。

2. 在货币量能否推动实际产出的论证中，联系潜
在资源的状况进行分析的方法得到广泛的认可。

           社会资源的状况不同，货币供给的产出效
应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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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二节 货币供求与市场总供求
货币供给的产出效应及其扩张界限

            ⑴只要经济体系中存在着现实可用做扩大再
生产的资源，且其数量又比较充分，在一定时期
内增加货币供给能够提高实际产出水平而不会推
动价格总水平的上涨；

            ⑵待潜在的资源利用持续一段时间而且货币
供给仍继续增加后，经济中可能出现实际产出水
平同价格水平都在提高的现象；

            ⑶当潜在资源已被充分利用但货币供给仍在
继续扩张，经济体系中会产生价格总水平上涨但
实际产出水平不变的情况。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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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二节 货币供求与市场总供求
货币供给的产出效应与扩张界限

      A和B两个
拐点分别代表
由货币供给增
加形成的产出
率和物价上涨
率不同组合阶
段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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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二节 货币供求与市场总供求
紧缩效应

1. 当市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通过压缩货币供给，
从而减少总需求，以求回复均衡，是国内外常见
的政策主张和实践。然而，其间有种种复杂问题。

2. 在经济周期过程中，并不存在一种力量可以使经
济进程在碰壁之前约束其停止需求的过度扩张。
同样，危机后的萧条阶段，但往往却是伴随着加
剧萧条的紧缩过程。20世纪30年代以来，对控制
需求的效应，曾有颇高的估价。但实践经验证明，
它的作用仍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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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二节 货币供求与市场总供求
紧缩效应

3. 在集中计划管理体制下，这个问题的解决理应较
为容易，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所有实行类似体制
的国家均长期存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局面。决
策者虽然一再宣告解决这样矛盾的决心，却一直
没有能够解决。

4. 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有一次成功的紧缩经验，
使过大的需求迅速下降并逐步恢复平衡。但这是
个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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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二节 货币供求与市场总供求
紧缩效应

5. 而当需求扩张不是突发的，即正常生产已经事
实上是在需求扩张的支持下运作时，单纯的紧
缩，通常的结果是，总需求缩减，实际再生产
缩减，从而总供给缩减，供需的差额仍然不能
由于紧缩需求而取得均衡。

6. 至于紧缩的物价效应，一般情况下是直接的。
但从较长时间考察，如果紧缩也抑制了实际的
经济增长，那么价格水平上涨的压力依然难以
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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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二节 货币供求与市场总供求
必须辨清存量与流量

            市场供给和货币供给都是一个不间断的流
量，但在一定时点上又都是存量。

            辨清货币供求与市场供求之间的对应关系
一定要分清流量与存量的概念，才能理解二者
动态均衡的实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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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货币均衡与总供求

  第三节  我国对均衡境界的追求
          和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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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三节 我国对均衡境界的追求和理论探索 
反通货膨胀的“平衡”观

           从上世纪30年代末直至1997年，中国一直处于
通货膨胀的阴影之下，平衡观是深入人心的。问
题是把“平衡”的追求只理解为反通货膨胀”。
直到上个世纪末才懂得，通货紧缩也是极具危害
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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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三节 我国对均衡境界的追求和理论探索 
市场总供需均衡与“三平”理论 
1. 在计划体制下，虽然摒弃市场总供需的均衡的
用语，但问题是客观存在。因而在政策制定和
理论探索中事实上很受重视。最典型的理论建
树是“三平”理论。

2. 所谓“三平”，是指必须保证财政收支平衡、
信贷收支平衡和物资供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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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三节 我国对均衡境界的追求和理论探索 
市场总供需均衡与“三平”理论 

3. 财政收支平衡的含义是：⑴财政收支平衡，则
不会引出过多的货币供给；⑵财政的结余，作
为信贷资金来源，有利于减轻扩大信贷并从而
扩大货币供给的压力。

4. 信贷收支平衡的实质应被理解为理论意义上的
货币供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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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三节 我国对均衡境界的追求和理论探索 
市场总供需均衡与“三平”理论 
5. 物资供求平衡，那时的着眼点，在于，消费品
和部分农业生产资料的平衡在“三平”中被论
断为“基础”。但理论上既应包括作为商品的
消费资料的供求平衡，也应包括当时不被看作
为商品的生产资料的供求平衡。

6. “三平”理论所要论证的是“平衡”，实质是
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 是应予肯定的理论建
树。         

(16)37

高参考价值的真题、答案、学长笔记、辅导班课程，访问：www.kaoyancas.net

完整版，请访问www.kaoyancas.net 科大科院考研网，专注于中科大、中科院考研



第十六章第三节 我国对均衡境界的追求和理论探索 
财政收支平衡应放在市场总供求均衡之中理解

           直至改革开放，财政收支在国民收入的分
配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也正是在这样的背
景之下，形成了一个错误观念：财政与总供求
之间只存在一种可能性：财政平衡，总供求平
衡；财政不平衡，总供求必然不平衡。这就使
“三平”理论，特别是其有关财政的论断不能
具有更一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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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三节 我国对均衡境界的追求和理论探索 
“三平”本质是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概括

              “三平”理论，往往由于它是在计划经济体
制下提出的而遭受漠视。

            但是如果对于“平衡”二字理解为运动中的
协调、均衡，如果用“综合平衡”观使这种理解
着眼于各个范畴与其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各
个范畴相互之间的紧密联系，如果不仅把“平衡”
和“综合平衡”理解为人们对客观进程的观察方
法，而是理解为客观进程本身的内在规律性，—
—那么“三平”理论的实质不过是在不同环境下，
用不同语言论证了市场均衡这个一般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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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三节 我国对均衡境界的追求和理论探索 
什么是理想的均衡态势

1. 对于均衡这个概念作原则的了解，不困难。然
而总供给与总需求形成数学相等的状态并不存
在于现实生活之中：总会是一方偏多、一方偏
少。

2. 由于供不应求的梦魇长期摆脱不了，人们宁可
选择需求偏紧，供给偏松。

             如1985年环绕“经济环境”的讨论。其中
的主流主张是：中国的经济改革需要一个供略
大于求的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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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三节 我国对均衡境界的追求和理论探索 
什么是理想的均衡态势

3.  然而自1997年年中之后，市场需求不足的现象悄
然但又是突然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到1998年，已
经呈现几乎无一种商品还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用这样的现实来注解“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似
乎是贴切的。但这样的环境缺乏拉动经济增长的
需求动力是一目了然的。

4.  这就是说，总供给与总需求这双对立统一的范畴，
不应简单理解。 

(16)41

高参考价值的真题、答案、学长笔记、辅导班课程，访问：www.kaoyancas.net

完整版，请访问www.kaoyancas.net 科大科院考研网，专注于中科大、中科院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