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争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黄邦根

[摘要 ] 本文阐述了主要经济学流派特征及其对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不同观点 :正统凯恩斯主义认为宏观
经济政策有效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重新表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主张 ;货币主义认为宏观经
济政策短期有效 ,长期无效。归纳了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争论对我国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的一些重要的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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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 1 可知 :
①当ρ= 100 %时 ,L = ∞,Lq →∞,即等待装卸船舶无数之多 ;

图 2 　排队模式最小成本决策图

② . 当ρ< 50 % ,也总有船舶
会等待装卸的 ,如表 Lq = 0. 5 艘。

. .例 1 中泊位每月平均到港
船舶λ为 10 艘 ,每月装卸能力μ为
15. 164 艘. ,该泊位最佳利用率为 :

ρ=
λ
μ =

10
15. 164

= 65. 95 % ,这时该

泊位的 Lq < 1. 33 (艘/ 月) ,. . 损失
总和最小 ,如图 2 所示。

以上所述是一个服务“窗口”
排队模式比较成功的例子。倘若
有 S个“窗口”,并有 2 个泊位处在
一个港口码头 ,设 n 为港口中停泊
的船舶数 ,且 n > S ,Sμ>λ,可按下
式计算有关指标 ,并进行最小成本
决策 :已知λ= 16 艘 ,μ= 10 艘。

(1) 综合装卸能力为
Sμ= 2 ×10 = 20 (艘)
(2) 码头泊位的空间时间概率 P0 为

P0 = 6
S - 1

n = 0

λ
μ

n

n !
+

λ
μ

s

S !
·

1

1 -
λ
Sμ

- 1

=
1 +

16
10

+
1
2

16
10

2

× 1

1 -
16
20

- 1

= 0. 111

(3) 平均每月等待装卸船舶数 Lq 为

Lq =
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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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842 (艘)

(4)船舶平均等待装卸时间为

ωq =
Lq

λ =
2. 842

16
= 0. 178 (月/ 艘)

(5)船舶平均停港时间为

ω=ωq +
1
μ = 0. 178 +

1
10

= 0. 278 (月/ 艘)

(6)船舶停港艘数为
L =λω= 16 ×0. 278 = 4. 45 (艘/ 月)

对于同类服务 ,设若干个“窗口”,顾客等待时间可由 S来调剂 ,顾客排队时间为一个“窗口”的 1/ S ! 但经
济上是否合理 ,仍需用最小成本排队模式综合考虑 ,计算较麻烦 ,此略。当 S较大时 ,上述理论模式尚未有很
成功的实例 ,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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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
1、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新古典经济学家强调经济系统具有强大而又灵敏的自我矫正机制。他们

认为价格、货币工资与利率具有灵活性或弹性 ,对于任何干扰与冲击引起的供求不均衡 ,它们会迅速地做出
反应 ,使所有市场及时出清 ,经济迅速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 ,市场机制能够保证社会充分利用
资源 ,充分就业是一种常态。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的微观方面 ,受外部性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可能产生一些
低效率现象 ,但在涉及资源利用的宏观方面 ,市场机制总是有效的 ,宏观经济应该自由放任。政府对经济的
干预不仅没有必要 ,而且常常引起和加剧经济的波动和不稳定。

2、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萨伊定律。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 (Jean Baptiste Say) 萨伊在
1803 年提出的“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或“供给创造需求”的观点 ,被后人称为萨伊定律。萨伊定律在物物交
换中自然成立。在物物交换经济中 ,供给一些商品意味着需求其他一些商品 ,供给总是能够创造出对自身的
需求。绝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李嘉图与穆勒都拥护萨伊定律。他们认为萨伊定律不仅在物物交换经
济中成立 ,就是在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经济中也同样成立。货币只不过是交换的媒介 ,它方便了交换 ,但不
会否定交换中存在的萨伊定律 :生产要素在创造产品的同时也创造了收入 (要素收入) ,人们的收入扣除消费
以后的剩余部分就是储蓄。储蓄是利率的增函数 :利率越高 ,人们就越愿意以未来消费替代现时消费 ;投资
是利率的减函数 :在投资的预期收益率既定时 ,利率越低 ,投资的成本就越低 ,从而投资就越多。具有灵活性
的利率保证了储蓄总是等于投资。因此 ,在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经济中 ,萨伊定律的含义就是储蓄等于投
资。

二、正统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1、经济通常低于充分就业的原因。正统凯恩斯主义认为 ,消费是可支配收入而不是利率的函数。随着

可支配收入的增加 ,消费也增加 ,但消费的增加量总是小于收入的增加量 ,且消费倾向具有递减的趋势 ,从而
使消费相对不足 ,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距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日益扩大。为了保证充分就业 ,弥补这个差距的
投资必须相应增加。投资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与利率两个因素 :投资与资本边际效率正相关 ,与市场利率负
相关。资本边际效率取决于资本品的购买价格与投资的预期收益。随着投资的增加 ,在短期 ,资本品的价格
将上升 ;在长期 ,投资的预期收益将下降。两者综合作用 ,导致资本边际效率随着投资的增加而递减。利率
取决于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流动性偏好陷阱的存在 ,导致利率不能无限降低。由于资本边际效率随着投
资增加而递减 ,不能无限下降的利率便成为投资增长的阻碍 ,最终使投资支出不足。消费与投资的不足形成
的总需求不足 ,使价格降低。在劳动市场上 ,由于劳动契约、最低工资法与对效率工资的考虑等原因 ,货币工
资常常具有粘性 ,不能及时地随着超额劳动供给的增加而下降。这样 ,实际工资上升 ,劳动供给大于劳动需
求 ,产生非自愿失业 ,使经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期内处于低于充分就业均衡状态。

2、政策主张。正统凯恩斯主义认为 ,非自愿失业是市场机制本身的产物 ,低于充分就业均衡是资本主义
经济的常态。为了实现充分就业 ,政府必须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干预经济 ,而不能让经济自由
放任。即正统凯恩斯主义相信 ,经过改造以后的描述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非线性逆相关关系的菲利普
斯曲线向右下方倾斜 ,政府可以采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 ,从通货膨胀与失业的相互
替代关系中权衡利弊 ,做出选择 :或者以高失业率换取较低的失业率 ,或者相反。

三、货币主义的观点
1、附加适应性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货币主义使用“适应性”预期来修正传统的非利普斯曲线。“适应

性”预期的基本思想是 ,经济主体主要根据过去的实际的通货膨胀率来形成对未来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如果
预期不正确 ,即过去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与实际通货膨胀率不一致 ,经济主体就会按照过去的实际通货膨胀率
与预期通货膨胀率之差额来逐渐地调整他们对未来通货膨胀率的预期。附加适应性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有
短期与长期两种。假设经济最初处于均衡状态 ,失业率是自然失业率。货币工资增长率为零 ,劳动生产率增
长率为零 ,因此 ,预期通货膨胀率也为零。如果货币当局认为现行的失业率过高 ,便采取货币扩张措施扩大
总需求。货币的扩张会降低利率 ,增加投资 ,最终增加对产品和对劳动的需求。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上的过
度需求会对物价和货币工资产生向上的压力 ,通常商品价格要比货币工资调整或上升得快 ,使得实际工资降
低 ,厂商愿意增加对劳动的需求量。由于最近经历了一段物价稳定时期 ,工人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为零 ,工人
会把货币工资的增加误认作真实工资的增加 ,也就是说 ,工人会暂时陷入货币幻觉 ,因而提供更多的劳动。
从而失业率就会降低到自然失业率以下。因此 ,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其原因在于实际通货
膨胀率没有被人们及时地预期到。在长期 ,工人会根据其所经历的较高的实际通货膨胀率慢慢地来调整其
通货膨胀预期。他们认识到 ,虽然货币工资增加了 ,但真实工资却减少了 ,因而他们会要求增加货币工资。
货币工资的上升 ,在价格既定条件下 ,使得实际工资上升 ,恢复至其原来的水平。随着真实工资的增加 ,厂商
会解雇工人 ,或减少对劳动的需求量 ,从而使失业率也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因此 ,一旦通货膨胀率被完全预
期到 ,即没有货币幻觉 ,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便不会再有交替关系 ,在自然失业率处就可以得到一
条垂直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

2、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市场经济体系有强大的自我校正机制 ,经济能够自动达到与维持充分就业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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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私人经济在本质上是稳定的。由于财政政策具有 100 %的挤出效应 ,在影响实际产出与就业量方面无效 ,
因此 ,经济体系的不稳定主要来源于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的干扰。货币政策在短期 (货币幻觉) 能够同时影
响产量与价格 ,但在长期只影响价格。当然 ,在短期 ,货币政策也主要影响价格 ,很少影响产量 ,即短期菲利
普斯曲线比较陡峭。为了稳定经济 ,货币当局在货币供给量的决定方面 ,应该实行单一规则 ,固定货币的增
长率 ,货币增长率应该等于潜在产出增长率。

四、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观点
1、理性预期假定。理性预期是指经济主体为了谋取最大利益 ,总是设法利用一切可以获得的信息 ,对有

关经济变量的变动趋势做出从长期的平均的角度来看比较准确的并与相关的经济模型所做出的结论相一致
的估计 (约翰·穆思 ,1961) 。理性预期假设包含三方面的含义 :第一 ,经济主体为了追求最大利益 ,总是力求
对未来做出正确的预期。第二 ,为了做出正确的预期 ,经济主体在做出预期时会力图得到有关的一切信息。
第三 ,经济主体能随时随地根据他所得到的信息来修正它的预期值 ,在预期时不会犯系统性错误。

2、理性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理性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包括幻觉的菲利普斯曲线与正常的菲利普斯曲
线两种。若起初的产量和就业处于自然水平 ,假设出现没有预见到的货币供给增加 ,导致一般价水平上升。
由于厂商主要关心或拥有与他们的生产业务有关的少数市场的价格信息 ,不能及时拥有整个市场的价格信
息 ,即厂商拥有的信息不完全 ,厂商就会把自己的商品价格的上升当成他们产品的相对价格的上升 ,他们的
理性反应将是提高产量。假设劳动者也拥有不完全信息。如果劳动者错误地把察觉到的货币工资的上升
(相对于它们的预期值)当作真实工资的上升 ,他们的反应将是提高劳动供给。其结果总产量和就业都将暂
时高于它们的自然水平。于是 ,幻觉的菲利普斯曲线向右下方倾斜。但这种情况不会存在很长时间。根据
理性预期 ,如果对价格的预期有误差 ,经济主体就会及时与充分地修正这种误差 ,使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等于
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一旦当事人意识到相对价格没有变化 ,他们就会减少劳动需求与供给 ,产出和就业就会
回到其长期均衡 (自然率)水平。假设当局宣布他们打算增加货币供给。理性经济当事人在形成他们的预期
时会考虑这个信息并完全预见到货币供给增加对一般价格水平的影响 ,厂商与工人会分别提高价格和货币
工资 ,结果实际工资不变 ,就业量与产量会停留在自然水平上不发生变动。因此 ,正常的菲利普斯曲线垂直。
即使在短期 ,货币政策对产量和就业也没有影响 ,即货币是超中性的。

3、结论。市场能够自动出清 ,经济会自动保持在充分就业状态 ,私人经济具有超强的稳定性。由于理性
的经济当事人在形成预期时将把任何已知的货币规则考虑进去 ,有规则的或系统性的货币政策无论在短期
还是在长期都不能影响实际就业量与产量。任何通过随机或非系统性货币政策来影响产量和就业的努力 ,
将只会增大产量和就业对它们的自然率的偏离 ,加剧经济的不稳定。经济应该自由放任。

五、对我国政府干预经济的启示
西方经济学关于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争论 ,对我国政府干预经济的启示主要有以下三个。
1、政府应该尽量避免使用财政政策来干预宏观经济 ,财政必须着力于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增加公平。

财政政策不仅存在挤出效应与时滞教长的弊病 ,而且对一国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充分利用都是不利的。例如
在通货膨胀时期 ,政府常常会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 ,减少政府支出与增加税收。根据拉弗曲线 ,税率的提高 ,
对人们的工作、储蓄与投资是一种负的激励 ,必然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在经济萧条时期 ,政府常常会实行
扩张性财政政策 ,增加政府支出与减少税收 ,产生大量的财政赤字。为了弥补财政赤字 ,政府就会增加公债
券的发行。人们为一系列目的积累财富。财富的存在形式可以分政府债券与公司股票等其它资产两大类。
公司股票代表对私人资本存量的所有权。政府债务增加的结果 ,是政府债券在私人财富中的比重上升 ,公司
股票等其他资产在私人财富中的比重下降 ,从而使得一国的私人资本存量部分地被公债所替代 ,延缓一国经
济的长期增长。因此 ,政府应该尽量减少使用财政政策来干预经济 ,以便集中精力做好自己本来应该做好的
事情。公共财政的主要任务有两个 ,一个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与公众对公共产品的需要。公共产品的
非排他性使得没有人愿意为公共产品的消费买单 ,即公共产品的价格等于零 ,从而没有一个私人厂商愿意提
供公共产品。因此 ,政府必须承担起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任务 ,以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需要。公共财政的
第二个主要任务是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福利经济学认为 ,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必要
条件 ,收入的公平分配 ,则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充分条件。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 ,主要由市场解决。收入分
配公平程度的提高 ,则有赖于政府的努力。目前 ,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程度 ,基尼系数已
超出 0. 4 这个国际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为了构建和谐社会 ,政府必须完善税收制度 ,建立起覆盖全社会
的消除城乡差异的社会保障体系 ,让所有贫穷的人都能够过上人道的有尊严的生活 ,努力促进社会公平。

2、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需要一定的条件。货币政策虽然在影响就业量与实际产量方面有一定的作用 ,
但这种作用的发挥需要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浮动汇率制以及国有企业的真正搞活等一系列条件。货币政策
对经济的作用是间接的 ,它通过调节货币流通量来影响利率 ,再通过利率的变动来影响投资 ,以达到最终影
响就业量与收入的目的。因此 ,货币政策要发挥作用 ,有赖于利率对货币数量变动的敏感性与企业投资对利
率变动的敏感性。如果利率由政府管制 ,对货币数量变动没有反应 ;或者国有企业不独立 ,国有企业投资对
利率变动不敏感 ,货币政策的作用就无从发挥。另外 ,在资本完全流动的固定汇率制下 ,即使利率对货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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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DEA - like 模型的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王 　宇 　冯英浚 　Monash 大学数量经济系　赵雪燕

[摘要 ] 改革开放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 ,然而这种经济增长究竟是依赖于要素的投入还是全要
素生产率 ( TFP)的提高 ,将直接关系到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本文采用 DEA - like 模型测算了我国
1952 年至 2002 年全要素生产率的 Malmquist 指数以及 1995 年至 2002 年 22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投入产
出效率 ,在此基础上指出我国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依赖要素贡献。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全要素生产率明显
提高。但同时 ,本文也指出 ,各个地区在投入产出效率方面并不均衡。
[关键词 ] DEA - like 模型 　全要素生产率 ( TFP) 　Malmquist 指数

自从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在过去的 20 年中 ,我国 GDP 保持着年均 8 %的
增长速度。但国内外众多学者越来越关注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于 1994
年指出 ,我国的经济增长并不具有可持续性 ,因为增长更多的依赖于要素的投入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为
此 ,许多实证研究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探索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全要素生产率 ( Total Factor Pro2
ductivity , TFP)是衡量一国或部门投入产出效率的重要指标 ,可以全面的考虑所有投入要素对产出的贡献。
然而 ,不同方法得出不同的 TFP 结果 ,当然也包含统计数据的部分原因 ,比如从 1952 年至 2002 年的资本存

量的变动与企业投资对利率的变动都有敏感性 ,货币政策对收入也没有影响 :例如为增加收入 ,央行增加货
币供给量 ,导致国内价格水平上升与实际利率降低 ,使净出口减少 ,净资本流出增加 ,产生国际收支逆差 ,外
汇供不应求 ,外汇市场上产生本币贬值的压力。为了维持固定的汇率 ,中央银行只能卖出外汇 ,买入本币 (减
少官方储备) 。从而使本币供给减少到初始的水平 ,最终所有的实际变量值都不变。为了真正货币政策对经
济的调节作用 ,必须加快金融体制、汇率体制与国有企业的改革。

3、政府应该下大力气促进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促进一国经济
持续稳定地增长。经济增长是指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有资本积累、自然条
件的改良、劳动素质的提高或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技术进步个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应调整等 5 个因素。

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是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劳动力的质量 ,如劳动者的生产技术水
平、知识水平与结构、纪律性以及健康程度 ,是决定一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我国目前对人力资本的投
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努力增加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 ,给所有的劳动者
提高各种高质量的技能培训 ,为劳动者提供最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 ,以便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与生产技
能 ,增强他们的身体素质与纪律意识 ,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促进经济增长。

自然资源也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的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很少 ,在谋求经济增长方面 ,
我们要节约自然资源的使用、努力保护自然环境 ,向日本的经济增长模式学习 ,通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与
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获得经济发展。

物质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基础。现代经济学家认为 ,只有人均资本量的增加 ,才有人均产量的提高。
许多经济学家都把资本积累占国民收入的 10 —15 %作为经济起飞的先决条件 ,把增加资本积累作为实现经
济增长的首要任务。西方各国经济增长的事实表明 ,储蓄多从而资本积累多的国家 ,经济增长率往往是比较
高的 ,例如德国、日本等国。

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主要体现在生产率的提高上 ,使得同样的生产要素投入量能提供更多的
产品。随着各种要素投入的增加 ,产出虽然也增加 ,但由于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 ,经济增长的速度会日益减
慢。而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使一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在现代经济增长中 ,技术进步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应调整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 ,对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个社会只有在具备了经济增长所要求的基本制度条件 ,有了一套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之后 ,上述影响经
济增长的因素才能发挥其作用。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 ,关键并不是缺乏资本、劳动或技
术 ,而是没有改变他们落后的制度。为了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 ,我们必须加快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改
革。
参考文献
[1 ]保罗·萨缪尔森 ,威廉·诺德豪斯 :经济学 (第 17 版) [ M ]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4。
[2 ]布赖恩·斯诺登 ,霍华德·文 ,彼得·温纳奇克 :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 ———各思想流派比较研究引论 [ M ] ,北

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3 ]宋承先 :现代西方经济学 (第二版) [ M ]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
[4 ]将自强 ,史晋川 :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 M ]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6。
[5 ]晏智杰 :西方经济学说史教程[ M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10。

·58·

《技术经济》　　　　　　　　　　　　　　第 9 期 (总第 213 期) 　　 　　　　　　　　　　　　2005 年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