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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经济学

的任务是揭

示人类社会

各个发展阶

段上生产关

系变化发展

的规律 

一、政治经济学

研究的对

象 是生产

关系 

 
导 

 
 
 
论 
 

3.生产中人与 自然的

关系形成生产力，即

人们改造自然、征服

自然的现实能力。 

（1）劳动力（人的劳动能力），是生产力中的能动因素。 
（2）劳动资料，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用来影响和改造劳动对象所必要的一切物件，其中主要是生产工具。 
（3）劳动对象，是劳动过程中被加工的一切东西：一类是自然界原来就有的自然物，如待开采的矿石等；

一类是经过劳动初步加工的原材料，如棉纱等。 
（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中的上述要素都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紧密相联。 

生产资料， 
物的因素 

4.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生产关系，它是一切

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包括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

的三个方面。 

（1）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2）由此产生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 
（3）产品分配形式。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 

表现为人们在

生产、分配、

交换和消费之

间的关系。 

 
生 
产 
方 
式 

政治经 
济学必 
须联系 
生产力 
和上层 
建筑来 
研究生 
产关系 

2.经济规律的

性质 、特点

和类型 

（1）性质：经济规律是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它具有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质。人们能够认识和利

用客观经济规律，但是决不能创造、改造和消灭客观经济规律。 

（2）特点 
①经济规律具有历史性。因为：经济规律产生和发生作用的经济条件（即社会生产关系）是不断变化的。因此，经济规律只是在一定的历

史时期中发生作用。 
②经济规律具有阶级性。发现和利用经济规律是有阶级背景的。 

（3）类型 
①在一切社会经济形态中起作用的共有经济规律，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等。 
②在几个社会经济形态中起作用的共有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等。 
③在某一个特定社会经济形态中起作用的特有的经济规律，如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的剩余价值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中的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等。 

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与经济

基础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 

（1）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 
的相互关

系 

（2）经济基础和

上层建筑的

相互关系 

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它始终处在变化发展状态中。生产力发展了，就要引起生产

关系的变更和发展，从而引起整个社会制度的变更和发展。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一定的

生产关系总是适应一定的生产力性质而建立起来的。 

②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它适合生产力性质时，就能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反之，则

会阻碍或延缓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严重的，就要引起社会革命。 

②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时，它促进经济发展；反之，则

阻碍经济发展。 

1.人类社

会的基

本矛盾 

社会 
形态 

就要了解什 2.生产就是人们利用生产工具改变自然物以适合自己需要的过程。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它一切活动

的东西。人们进行生产，要同自然发生关系，人们相互之间也要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 
人的因素 

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1.要从实际出发，理论密切结合实际；2.要运用科学的抽象法；3.要把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逻辑法是在研究社会

经济现象时所采用的思维推理方法。历史法是在研究社会经济现象时按照它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进行研究的方法。 

四、学习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1.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矛盾，掌握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思想武器；2.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的理解我们党依据客观规律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自觉的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3.可以帮助我们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更好的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1.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物质资料的生产。 
第一部分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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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劳 
动 
价 
值 
理 
论 

 
一、商品 

（1）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常见、最普遍的形式。 
（2）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形式，商品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最简单的和基本的关系。 
（3）商品中的矛盾隐藏着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萌芽。 
（4）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 
（5）建立在商品分析基础上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 

 
2.商品的二 
因素 

（1）商品：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统一体。 
（2）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是一个物，它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商品的这种有用性，就是它的使用价值。不论什么社会，使用价值总是构成社会财富

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是不能够当作商品来交换的，实际上也就没有交换价值。 
（3）价值：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形成商品价值；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价值是商品最本质的因素。 

 

3.体现在商品中

的劳动二重性 

（1）具体劳动：在一定的具体形式下进行的劳动，叫具体劳动。它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具体劳动千

差万别，创造的使用价值多种多样。 
（2）抽象劳动：撇开劳动的具体形式，各种劳动都要还原为体力和脑力的消耗。这种撇开劳动的具体

形式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就叫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形成商品价值。 
 

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的学说，是理解政治

经济学的枢纽。只有把握劳动二重性学说，

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

剩余价值论以及其他有关的理论。 

4.以私有制为基础

的简单商品经济

的基本矛盾 

（1）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在私有制条件下，一方面商品生产者各自独立经营，劳动是他个人的私事，劳动成果也归他私人所有，这种劳动是私

人劳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分工，生产者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他们的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具有社会性，是社会劳动。 
（2）私人劳动不能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能转换为社会劳动。这个转化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对各自在商品生产中所花

费的劳动进行比较，即进行抽象的过程。转化能否成功，直接决定具体劳动能不能还原为抽象劳动，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能不能实现。

因此，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5. 商品的价

值量 

（1）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量是由商品里所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劳动的数量由劳动时间来衡量。但决定价值量的不是生产者个

别的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2）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简单劳动是指不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劳动者的劳动，每一个普通的人，都有简单劳动的能力。复杂劳动是经过专门训练的劳动

者的劳动，它包含由比较多的技巧和知识的运用。复杂劳动可以折合为倍加的简单的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以简单劳动时间为计量单位的。 
（3）劳动生产率和价值量的关系：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的。商品价值量和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例，和劳动

生产率成反比例。 

1.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须从分

析商品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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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 

1.货币：是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它是从价值形式的发展中逐渐分离出来的。 

一般价值形态与

扩大价值形态相

比，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 

1.简单的、偶然的价值形态，公式如：1 只绵羊＝2 把斧子 

 
2. 价值形式

的发展 2.扩大的价值形态，公式如：1 只绵羊＝ 

＝ 80 斤粮食 
＝ 60 尺布 
＝ 2 把斧子 
＝ 6 分黄金 
＝ 其他种种商品 

3.一般价值形态，公式如： 
80 斤粮食   ＝ 
60 尺布     ＝ 
2 把斧子    ＝ 
6 分黄金    ＝ 
其他种种商品＝ 

 
1 只绵羊 

4.货币价值形态，公式如： 
80 斤粮食   ＝ 
60 尺布     ＝ 
2 把斧子    ＝ 
6 分黄金    ＝ 
其他种种商品＝ 

 
6 分黄金 

 
3. 货币的

职能 

（1）价值尺度：是充当计算和衡量商品价值量的尺子。商品的价值用货币来表现就是价格。 
（2）流通手段：是充当商品流通的媒介，用公式表示就是：商品—货币—商品。 
（3）贮藏手段：货币退出流通领域，被作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而被贮藏起来。 
（4）支付手段：用于清偿债务和支付租金、工资、利息等。 
（5）世界货币：货币在世界市场的舞台上起一般等价物作用，它必须直接以重量计算的贵金属的形态出现。 

 
4.货币流通规律： 是在一定时期内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的规律。用公式表示是： 

流通中所需的货币量＝ 
全部商品价格总额－赊销商品价格总额＋到期支付总额－互相抵消的支付总额 

           货币流通速度（同一单位的货币平均周转的次数）               

三、价值

规律 

1.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必须按照等价原则进行交换。它是商品生产的基本经济规律。 
2.价值和价格的关系：价值决定价格，价格表现价值。但在交换中，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上下波动。  

3.价值规律在私有制商品经济中的作用 

 

（1）自发的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 
（2）自发的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3）会引起和促进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 

5.纸币流通规律：纸币是由国家发行的强制使用的价值符号，它本身没有价值，仅仅是作为金属货币的符号来流通的。因此，纸币流通是以上述金属货币流通规律为基

础的。如果纸币发行量超过了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的一定限度，纸币就会贬值，引起物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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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剩 
余 
价 
值 
理 
论 

 
一、货币转

化为资

本 2.资本总公式的矛盾：G—W—G′，是资本总公式。从形式上看，是和价值规律相矛盾的。根据价值规律等价交换的要求，在流通中只会发生价值形态的转化，不会增殖，

而这一公式却表明价值增殖了。问题在于剩余价值不能在流通中产生，但又不能离开流通领域而产生。资本是以流通为媒介，在商品市场上除了买到生产资料以外，

还买到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为价值增殖过程做准备，而价值增殖过程则是在生产领域进行的。 

3.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

转化为资本的关键 

（1）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解决资本总公式矛盾的基础，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和关键。 

(2)劳动力商品

的属性 

①劳动力的价值。它是由维系劳动者生存、发展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所决定的。 
②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使用不仅能创造价值，而且能够创造出比它本身更大的价值。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价值

的源泉，也是剩余价值的源泉。 

二、剩余价值

的 生 产

过程 

1. 资本主义生产 
过程的二重性 

（1）劳动过程：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生产使用价值的过程，这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同其他社会相比，

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2）价值增殖过程：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作为价值增殖过程，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正是这

一方面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

殖过程的统一，是资

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2.不变资本和

可变资本 

（1）不变资本：是资本家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这一部分资本。在价值增殖过程中，这一部分资本只是把它本身的价值转移到生产物中去，并不改变自

己的价值量，故称不变资本（C）。 
（2）可变资本：是资本家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这一部分资本。在价值增殖过程中，它不仅可以再生产自己的价值（V），而且还可以生产出一个剩余价值

（m）。它可以变动其价值量，故称可变资本。 

三、绝对剩余

价值和相

对剩余价

值的生产 

1.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比率。用公式表示：m,＝m/v.它标志着资本家对劳动者剥削的程度。 
2.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它是用延长工作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来加强对工人的剥削。用这种方法生产的剩余价值，叫绝对剩余价值。 
3.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来加强对工人的剥削。用这种方法生产的剩余价值，叫相对剩余价值。 

超额剩余价值是指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是个别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结果。资本家在竞相追逐超额剩余价值，使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

实现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日益成为资本家加强对工人剥削的主要方法。 

2.工资的形式 
（1）计时工资：是按照工作时间付给的工资，如日工资、周工资、月工资等。它们是劳动力的日价值、周价值或月价值的转化形式。 
（2）计件工资：是按照做出的产品的件数或者完成的工作量付给的工资。 

3. 工资量的

变动 

（1）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名义工资指工人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得到的货币额，即货币工资。实际工资是工人用货币所能买到的生活资料和服务的数量。 
（2）相对工资：相对工资就是和资本家的利润（即剩余价值）相比较的工资，也叫比较工资。 
（3）工资的国民差异：在不同的国家或者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由于自然条件或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同，构成劳动力价值的物质要素的范围和数量不同，工

资水平也不同，一切影响劳动力的物质要素的因素，都对工资水平发生影响。 
4.无产阶级为提高工资而斗争。但要根本改变被剥削的地位，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1）商品流通形态：W—G—W(商品—货币—商品)，以卖开始，以买告终，即为买而卖，交换的目的是为了换取所需要的使用价值，

价值量是相等的，货币在这里仅仅起商品交换的媒介作用，它体现的是一般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 
（2）资本流通形态：G—W—G (货币—商品—货币)，以买开始，以卖告终，即为卖而买，其目的是为了价值增殖。完整公式应当是：

G—W—G，，其中 G，＝G＋△G，即原来预付的货币额 G 加上一个增殖额△G。马克思把这个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

价值。处于这种关系的货币就成了资本。 
（3）资本的本质：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所体现的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1.货币与资本的本质区别：资本最

初总是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

但货币本身并不是资本，当作资

本的货币和当作商品流通的货币

有着本质的区别。 

 
四、工资 

1.工资的本质：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但其表现形式却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似乎工人的全部劳动都得到报酬，这就把资本主义

的剥削掩盖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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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章 

 
资 
本

积

累

理

论 

一、简单再生产

和 扩 大 再

生产 

1.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是资本家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

值全部用于个人消费，生产只是在原有规模上重复。

分析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可以认识到 

资本主义再生产是物质资料再生

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 

2.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是资本家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使生产在扩大的规模上进行。扩大再生产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特征。 

二、资本积累 

（1）资本积累的实质：资本积累指的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资本积累不仅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结果，而且是资本家扩大再生产对工人剥削的手段。资本

家用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来积累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对工人的剥削的手段，不断地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就

是资本积累的实质。资本积累所揭示的商品是生产的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发展的突出表现。 

2. 资本有机

构成的提

高 

（1）资本构成的两

个方面 
①物质方面：由生产技术水平决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间的比例，叫做资本的技术构成。 
②价值方面：由一定数量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构成的比例关系，叫做资本的价值构成。 

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 
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资本的有机构成。

（2）单个资本增大的

两种形式 
（1）资本积聚：是靠资本积累来使资本总额扩大，它会增加社会资本总量。 
（2）资本集中：是靠资本合并来使资本总额扩大，它不会增加社会资本总量。 

单个资本的增大，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前提。 

3. 相 对 人

口过剩 

（1）原因：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会相对的减少，劳动力对资本的供给会绝对增加，从而必然产生相对过剩人口，这是资本主

义特有的人口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2）三种基本形式：流动的、潜在的、停滞的过剩人口。 

4.反动的马尔萨斯

“人口论” 
（1）把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劳动人民失业和贫困，归罪于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为资本主义制度开脱罪责。 
（2）批判马尔萨斯反动人口论，不是不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增长。 

三、资本积累

与 无 产

阶 级 贫

困化 

1.资本积累的普遍规律：资本积累的增进 →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 劳动人口过剩。因此，也就必然对无产阶级命运产生恶劣的影响。其结果，一极是资本家所占

有的资本和财产的积累，另一极是工人贫困的积累。 

2.无产阶级贫困化 
（1）相对贫困化：无产阶级得到的收入在社会收入中占的比重不断下降，是相对贫困化的表现。 
（2）绝对贫困化：表现在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恶化上，诸如失业和半失业人口的增长，工资经常被压到劳动力价值以下，相当多的人数生活在

贫困线以下，甚至在饥饿线上挣扎，等等。 

3.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日益社会化，而社会生产的支配权却日益集中到少数大资本家

手中，这就必然加深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 
4.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剥夺者就要被剥夺。 

1. 资 本

积累 
（2）资本积累的影响因素：①剩余价值率的高低；②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③所用资本和所费资本之间的差额；④预付资本量的大小。 

（1）资本家的可变资本是工人创造的，不是资本家养活工人。 
（2）资本家的全部资本都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是工人养活资本家。 
（3）劳动者的个人消费，无非是为资本家再生产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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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资 
本 
的 
循 
环 
和 
周 
转

理

论 

一、资本

循环 
 

1.产业资本循环

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购买阶段，用公式表示： 

第二阶段为生产阶段，用公式表示： ⋯P⋯  (⋯生产过程⋯)，是决定性的阶段。 

第三阶段为售卖阶段，用公式表示是：W′—G′(含有剩余价值的商品——价值增大的货币)。 
（注：实线表示流通，虚线表示流通中断，而生产在进行） 

2.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形式。资本运动在其各个阶段上，顺次采取了货币资本 G，生产资本 P 和商品资本 W′三种不同的形式，并分别执行着三种不同的职能。 
货币资本的职能是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准备好前提条件。 
生产资本的职能是使生产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在生产过程中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 
商品资本的职能是通过出售商品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 

3. 资本循环：产业资本依次经过三个阶段，顺次采取三种不同的职能形式，最后回到原来的出发点，这是资本循环。循环过程的一般形式可以表示为： 

 

 
 

G—W 
A 

Pm 

⋯P⋯W′ —G′ 

4. 产生资本循环的三

种特殊形式 

(1)资本循环是一个不断周而复始的运动，用公式表示为: 

 

G—W⋯ P⋯W′— G′·G—W⋯P⋯W′— G′ ·G—W⋯P⋯等 

 

生产资本循环 

货币资本循环 
商品资本循环 

(2)这个循环公式表明，在连续不断的循环过程中，包含着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等三种循环形式，即 G⋯⋯G′、P⋯⋯P、W′⋯⋯W′。 

 
5. 资本循环的条件：资本循环条件的关键是运动的连续性，它要求三种循环形式在空间上同时并存（预付资本按比例分配于三种职能形式）和在时间上连续继起。这种并存

性和连续性是产业资本循环得以连续进行的必要条件。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单个资本循环的连续性经常会中断。 

第一、三两个阶段是流通过程，第二

阶段是生产过程。资本循环过程是生

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 

（货币—商品  
 

劳动力 

生产资料 
）  

 
G—W 

A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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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本 
周转 

 

1.资本周转和周转时间 

(1)资本周转：不断重复的、周而复始的资本循环，就是资本的周转。 
(2)资本周转的时间：是资本的生产时间(包括劳动时间、劳动过程中断时自然力作用时间、停工时间和生产资料存储时间)和流通时间(包括生产资

料和劳动力的购买时间和商品销售时间)的总和。 
(3)资本的周转次数：资本周转的速度通常是以年为单位来计算。资本的周期时间和周转次数成反比例的关系。求周转次数的公式是：         

n(次数)＝ 
U（一年的时间） 

    u(一定数量资本周转一次的时间) 

2.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1)生产资本按其价值的周转方式不同，区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2)固定资本的磨损：有有形磨损(又叫物资磨损)和无形磨损(又叫精神磨损)两种。  
(3)资本的两种划分方法: 

按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

作用划分 
资本的各个部分 按价值周转方式划分 

厂房和其它建筑物、机器设备 固定资本  
不变资本 

原料、燃料、辅助材料 

可变资本 工资 

 
流动资本 

 
（4）两种划分方法的不同：①划分的目的和意义不同；②划分的标准不同；③划分的内容不同。 

3.预付资本的总周转：是生产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平均周转，用公式表示为： 

预付资本一年中的周转次数＝ 
一年内固定资本周转的价值总额﹢一年内流动资本周转的价值总额 

                       预付资本的总额 

4.资本周转速度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 
（1）加速资本周转，可以节省预付资本，尤其可以节省预付资本中的流动资本。 
（2）加速可变资本的周转，可以增加年剩余价值量和提高年剩余价值率。年剩余价值率的高低，是和可变资本周转速度成正比的。 
（3）资本家力图加速资本周转，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 

5.周转速度的关键是运动的速度：加速资本周转，要求运用各种有效方法来缩短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以缩短资本周转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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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章 

 
社

会

资

本

再

生

产

理

论 

一、研究对

象是社

会总资

本的运

1.社会总资本：社会再生产中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个别资本的总和，就是社会总资本。 
2.社会总产品：指一定时期（通常是一年）内社会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生产的全部物资资料的总和。 

3.社会总产品

的生产和社

会总产品的

实现 

（1）考察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就是从宏观方面考察整个社会的再生产是怎样进行的。这里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即社会产品

的各个部分在下一年的生产中如何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从而使社会再生产得以进行。 

（2）社会总资本再生

产的形式 
①简单再生产：在原有的规模上不变或简单重复。它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和出发点。 

②扩大再生产：在扩大的规模上不断更新和重复，它分外延（增加生产要素的量）与内涵（改善生产要素的质）两种类型。 

4.社会总产品的构成和

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 

（1）在价值形式上，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包括：①已消耗的不变资本的价值；②可变资本的价值；

③剩余价值，即为 C+V+M. 
（2）在实物形式上，社会总产品按其最终用途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据此，社会生产划分为

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为第一部类（Ⅰ）；消费资料的生产为第二部类（Ⅱ）。 

社会资本再生产的两个理论前提，它为

再生产理论奠定了科学基础，在这个基

础上揭示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的全部规

律。 

二、社会总

资本的

简单再

生产 

1.图式： 

假定：①生产周期为一年，不变资本的价值在一年内全部转移到产品中去；②剩余价值率为

100%；③有机构成不变；④产品按价值出卖；⑤没有对外贸易。 

2.交换关系 
（1）第一部类内部交换。Ⅰ4,000C 在本部类内部交换而得到实现。 
（2）第二部类内部交换。Ⅱ500V + 500 m 在本部类内部交换而得到实现。 
（3）两大部类之间相互交换。Ⅰ1,000 V + 1,000 m 与Ⅱ2,000C 交换而得到实现。 

3.实现条件 
（1）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总额，应等于第二部类消耗掉的不变资本，即：I（V+m）= ⅡC .  
（2）第一部类的全部产品，在价值上必须等于两大部类已消耗掉的不变资本之和，即：I（C+V+m）=  IC + ⅡC. 
（3）第二部类的全部产品，在价值上必须等于两大部类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之和，即：Ⅱ（C+V+m）=  I（V+m）+ Ⅱ（C+V+m）. 

4,000 C + 1，000 V+1，000 m =6,000 

2,000 C 500 V  +  500 m =3,000 

① 
Ⅰ 

Ⅱ 

② 
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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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总资本

的 扩 大 再

生产 

1．图式： 

（1）第一年社会

产品构成 

+ 

4,000 C + 1，000 V+1，000 m =6,000 

1,500 C 750 V  +  750 m =3,000 

 

 
 （大于） ∨ 

9,000 

（2）社会产品按

扩 大 再 生

产 要 求 重

新组合 + 

4,400 C + 1，100 V+500 m =6,000 

1,600 C 800 V  + 600 m =3,000 

① 

② 
③   

9,000 

（3）第二年年终

产品构成 
Ⅰ 4,400C ＋ 1,100V + 1,100m ＝ 6,600 
Ⅱ 1,600C ＋  800V ＋ 800m =  3,200 

9,800 

2．前提：积累是扩大生产的前提，因此要使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得以实现，就要有一部分剩余价值作为新增资本追加到生产中去，而首先又必须要有追加的

不变资本（生产资料）。这就要求 I（V+m）>ⅡC，而不是等于ⅡC. 

3.平衡条件： 

（1）Ⅰ（V＋ m/Z + m/X）= Ⅱ (C + m/Y)⋯⋯⋯⋯⋯⋯⋯⋯⋯⋯⋯⋯⋯⋯① 

 
(2) Ⅰ（C＋V + m）= Ⅰ (C + m/Y) ＋Ⅱ (C + m/Y)⋯⋯⋯⋯⋯⋯⋯⋯⋯⋯② 

 
（3）Ⅱ（C＋V + m）= Ⅰ (V+ m/Z+ m/Y) ＋Ⅱ (V+ m/Z+ m/Y)⋯⋯⋯⋯⋯③ 

按照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的要求，把 m 分为三部分：①用于追加不变资本部分（m/Y）；②用于追

加可变资本的部分（m/Z）；③用于资本家个人消费部分（m/X）。 

四、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生产资料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得更快，是一个客观规律。但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也要依赖于消费资料生产

的发展，并要受到它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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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经

济

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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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相对过剩，不是绝对过剩。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现象。 

二、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     
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表现为 

1.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 

2.剩余价值的生产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广大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的剧烈爆发，

就是经济危机的到来。 

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危机周期地反复出现，“就好像一年四季的自然更迭一样。”（马克思语）从一次危机到另一次危机之间形成一个周期。周期的发展，从危机阶段开始，

一般经过萧条、复苏、高涨，再到危机。虽然不是每个周期都要经历这些阶段，但危机阶段是所有的周期必然具有的。周期发展阶段的关系和特点如下图： 

危机阶段。特点：商品大量过剩，找不到销

路，物价猛跌，支付手段奇缺，货币市场十分紧

张，银行信贷急剧缩减，股票行市跌落，生产猛

烈缩减，工业和商业企业大量破产，银行纷纷倒

闭，工人大批失业，在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

点，人民生活困苦。 
危机持续一段时间以后，上市的商品量由于

资本家销毁存货、关闭企业、缩减生产而减少了，

商品供应超过购买力的，也逐渐有了改变，这样

危机阶段就过度到萧条阶段。 

萧条阶段。特点：生产停滞、物价跌落、商

业萎缩、游资充斥等。在这一阶段，资本家除了

降低工人工资，加强劳动强度外，还采用更新固

定资本的办法，降低生产费用，已保持其资本，

并获得利润。 
固定资本的更新引起对生产资料需求的扩

大，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生产逐步恢复和就业人

员人数增加，萧条就过渡到复苏阶段。 
  （*游资就是再生产过程中游离出来的过剩借

贷资本，表现为社会上的闲散资金） 

复苏阶段。危机以后保存下来的企业已从震

动中恢复过来。特点：生产水平逐渐恢复到前一

周期所达到的最高点，物价上涨、利润增加，从

而推动资本家更加扩大生产。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和发展，复苏就转到

高涨。 

高涨阶段，也叫“繁荣”阶段。特点：生产

水平超过前一周期达到最高点。新的工业社会兴

建起来，失业人数减少，物价上涨，商业和投资

活跃，信用活动频繁等。 
高涨阶段中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有支付

能力需求之间相对缩小的矛盾，又尖锐起来，导

致新的、更深刻的危机的爆发。 

四、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又进一步激化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不断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主要的资本

主义国家陷入“滞胀”泥潭的事实，再次宣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而且有不断激化的趋势，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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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剩余价值在观念上作为全部预付资本的产物或增加额时,就转化为利润形态。剩余价值是对可变资本而言,利润是对全部预付资本而言。 

2.利润率和影响利

润率的因素 

(1) 利润率是剩余价值与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用公式表示为：P′= m/C = m/c +v  （大 C 代表全部预付资本）。利润率大大缩小了资本剥

削的程度，它反映的是资本价值的增殖程度。 
（2）影响利润率的因素：①剩余价值率的高低；②资本有机构成的高低；③资本周转的速度；④不变资本的节省等。 

3. 平均利润

率的形成 

（1）各个生产部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它们的利润率也会不一样。如果剩余价值率不变，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由于可变资本占的比重大，带

来的剩余价值也多，因而利润率就比较高；而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情况则相反。 
（2）部门内部的竞争形成社会价值。部门之间的竞争形成平均利润率。 
（3）各个部门的资本家按照平均利润率所取得的利润，就是平均利润。 

平均利润率是按社会总资本平均计算的利润率，用公式表示是： 平均利润率 ＝ 
剩余价值总额 

  社会总资本 

4.价值转化为

生产价格 

(1)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商品价值就转化为生产价格。生产价格由商品的成本价格（已消耗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加平均利润构成，是价值的

转化形态，情况如下表： 

（2）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的理论有力地证明：整个工人阶级是受整个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要改变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状况，必须整个阶级团结

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二、商业资本

和商业利

润 

1.商业资本：商业资本是专门经营商品流通的资本，这是从产业资本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独立部分，其职能是销售商品，实现剩余价值。 
2.商业利润：商业利润是产业部门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产业资本家用低于生产价格的价格把产品卖给商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再按照生产价格把商品卖给

消费者，这两种价格的差额就是商业利润。它是商业资本所得到的平均利润。 

3.商业流通费用

及其补偿 

 

（1）生产性流通费用：由商品的使用价值的运动而引起的费用，如运输费、保管费、包装费等。生产性劳动不仅能把劳动过程中消耗掉的物质资

料的价值转移到商品中去，而且能创造新价值，即增加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这部分流通费用可以从增大了的商品价值中得到补偿。 
（2）纯粹流通费用：由商品价值的运动而引起的流通费用，即在商品的买卖过程中，由商品变为货币和货币变为商品而支出的费用，如商业店员

的工资、广告费、办公费等。非生产性劳动不能增加商品的价值。纯粹流通费用是从剩余价值总额中得到补偿，它是剩余价值的一种扣

除。 
4.商业资本家对店员的剥削：店员的劳动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只能实现剩余价值。店员的全部劳动也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实现

的剩余价值，除其中一部分用来补偿工资以外的纯粹流通费用外，其余部分形成商业资本家获得的商业利润。 

一、利润和平            
均利润  

 
生产部门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 商品价值 平均利润率

（%） 
平均利润 商品生产

价格 
生产价格与价

值的差额 
食品工业 70 30 30 130 20 20 120 -10 
纺织工业 80 20 20 120 20 20 120 0 
机械工业 90 10 10 110 20 20 120 +10 
合    计 240 60 60 360 20 60 36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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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借贷资本

和利息 

1.借贷资本：是货币所有者为了取得利息而暂时贷给职能资本家使用的货币资本。借贷资本家只凭货币资本所有权获得利息。 

2.利息：是职能资本家转让给借贷资本家的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它是剩余价值的特殊转化形态。 
3.利息率：是利息量和贷出的货币资本的比率，它的最高限度不能超过平均利润率，并总在平均利润率和零之间波动。 

四、银行资本和银行利润 
1.银行是经营货币资本、充当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中介人的资本主义企业。为了经营银行业务而垫支的资本，就是银行资本。  
2.银行利润主要来自存放款利息的差额，也是产业部门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它是银行资本所得的平均利润。 

 

五、股份公司、

股息和股

票价格 

1.股份资本：以发行股票的方式，集中很多单个资本进行股份联合经营的资本。 

七、资本主义

地租 

1.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而得到的剥削收入，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 
2.资本主义地租：是农业资本家缴给土地所有者的超过平均利润的那部分剩余价值。 

3.土地价格：土地价格是资本化的地租，即土地价格相当于能够取得这笔地租收入的货币资本。 

 
用公式表示： 

 

2.股份公司的主要组

织形式 

（1）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的清偿责任以其出资额为限，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2）股份无限公司：由两个以上的股东组成，股东对公司的债务负连带无限责任。 
（3）股份两合公司：由无限责任股东和有限责任股东组成的公司。 
 

3.股息：股票持有者根据股票的票面额从企业盈利中分得的收入。其实质是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4.股票的价格：股票本身没有价值，可以有价格，是因为持有股票的人每年可根据企业盈利的情况从股份公司获得一笔利息收入。股票价格是股息的资本化。

其计算公式为： 股票价格 ＝ 股息/利息率 

六、信用在资本

主义经济中

的作用 

1.信用类别： 商业信用：职能资本家之间用赊帐方式买卖商品而发生的信用。银行信用：银行以贷款方式向职能资本家提供的信用。 

2.作用 
（1）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①促进了利润的平均化；②节省流通费用，缩短流通时间；③促进资本的集中，加速资本的积聚。 

（2）促进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和经济危机的爆发。 

土地价格＝ 
地租 

利息率 

 概    念 条    件 原    因 源    泉 
Ⅰ土地肥沃程度不同 

级差地租 
由于耕种较好的土地所获得的，归土地所

有者占有的超额利润。 Ⅱ离市场的远近不同 
土地经营权垄断 农业工人创造的 

绝对地租 农产品价值高于社会生产价格的超额利润 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 土地私有权垄断 农业工人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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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民收入的构成：社会总产品中扣除了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所余下的部分，即当年新创造的价值，称为国民收入。在价值形态上，用公式表示是 V+M。在实物形态上，它

是由这个新价值计算的那部分社会产品。 
二、国民收入的创造：国民收入是由生产劳动创造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国民收入的主要是物质生产部门的雇佣劳动者。这些物质生产部门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业、

公共饮食业和邮电业中为生产服务的部分、商业中继续完成生产过程的部分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工作都不创造国民收入。 

 
三、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1.可变资本部分，由产业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物质生产部门的雇佣劳动者。 
2.剩余价值部分，首先归产业资本家占有，然后在各个剥削集团之间作如下分配：产业资本家最终占有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是为产业利润；商业资本

家从产业资本家那里转让过来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是为商业利润；借贷资本家从职能资本家那里分得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是为利息；土地所有

者从农业资本家那里收取的超过平均利润以上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是为地租。分配如下： 

社会总产品 
90 

国 
民 
收 
入 

 
30 

可变资本 
15 

生产工人的工资  
15 

已消耗掉的 
不变资本的补偿 

60 

剩

余

价

值 

 
15 

产业利润 9 

商业利润 2 

利    息 1 

地    租 3 

四、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1.参加再分配的人员：非物质生产部门中的一切人员以及军队、警察、国家官吏等。他们收入是从生产工人的工资、资本家所得的利润和土地所有者的

地租中派出来的。 
2.再分配的主要形式有两种：一是国家预算，一是收支服务费。 

五、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 
1.三大主体阶级：即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  
2.中间阶级：即个体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基本的阶级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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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的统治 
①金融资本：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溶合和混合。 
②金融寡头通过“参与制”实现其在经济上的统治，控制整个国家经济命脉和操纵社会经济生活，并对国家政权进

第

七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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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资本

社会

化和

垄断

的形

成 

1.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集中和生产社会化 
（1）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 
（2）自由竞争推动生产集中。 
（3）生产集中与生产社会化。 

2.股份公司的出现体现资本

社会化的初步发展 

（1）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和资本社会化。 
（2）股份公司的发展。 

（3）股份公司在资本关系上的特点 ①资本占有形式的社会化。 
②资本组织形式的社会化。 

3.垄断组织

发 展 的 三

个阶段 

（1）19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当时自由竞争已发展到了顶峰，垄断组织开始出现，但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 
（2）1873 年经济危机以后到 19 世纪 90 年代。1873 年的危机使生产集中加强，卡特尔又一度蓬勃发展。 
（3）始于 19 世纪末的高涨，延续到 1900－1903 年的经济危机。这个时期由于工业高涨和危机的交替，生产集中加速发展，垄断组织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工

业部门。 

二

、

帝

国

主

义

的

基

本

特

征 

1.
生

产

集

中

和

垄

断 

 

（1）垄断的形成：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形成垄断。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垄断逐渐形成为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生活的

基础，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 

（2）垄断组织 
  的形成 

①垄断组织：指那些控制一个或几个部门大部分的生产和销售的资本主义大企业，为攫取最高垄断额垄断利润而进行的勾结联合。 
②垄断组织的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短期的价格协议、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和康采恩。 

（3）垄断利润：由垄断而产生的大大超过平均利润的高额利润。保证垄断利润的主要手段是规定垄断价格。它是指垄断组织操纵下保证垄断利润的一种市场价格，包

括垄断高价和垄断低价两种形式。 

（4）垄断利润的来源 

 

①垄断企业内部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②通过垄断价格攫取消费者居民和农民等个体劳动者的部分收入。 
③夺取非垄断企业中小资本家的一部分利润。 

④ ④在国际市场上以不等价交换手段，掠夺殖民地、附属国和其他国家人民等。 

（5）垄断与竞争：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不可能消灭竞争，而是与竞争并存，在垄断组织内部、垄断组织之间、垄断组织与非垄断企业之间都有着激烈的竞争。 

2.金融资本

和金融寡

头 

（1）银行业的集中

和垄断 

①银行业的集中是在工业集中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又促进着工业生产的进一步集中。银行业集中到一定程度就形成了银行垄断

同盟。   
②银行的新作用：由简单的中介人变成了万能的垄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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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本 
输出 

 

（1）资本输出的必要与可能：少数最富有的国家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国内“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有必要输出资本。而许多落后国家已经卷入世

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中来，具备了发展工业的最起码条件，再加上银行信用事业和机构的发展，使资本输出有了可能。 

 
（2）资本输出的实质：资本输出是扩大商品输出，占有原材料来源，争夺投资场所，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势力范围的工具，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掠夺和

政治控制的重要手段。 

 
（3）资本输出的形式：借贷资本输出和生产资本输出。 

（4）资本输出的后果 
（1）对输入国：对经济落后的输入国会加速其自然经济的瓦解，刺激资本主义的某些发展及经济的畸形化，并在政治上从属于帝国主义国家。  
（2）对输出国：在某种程度上引起输出国发展上的某种停滞，加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加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4.国际垄断同盟

在经济上瓜分

世界 

 

（1）国际垄断同盟的形成：垄断组织在争夺国际市场的斗争中，为了减少损失，取得暂时的妥协，达成协议，形成了国际垄断同盟。 

 
（2）国际垄断同盟的发展：各国私人垄断组织通过一般经济协定组成国际垄断同盟。战后由于跨国公司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出现了由跨国公司结

成的国际垄断同盟和若干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结成的国际垄断同盟。 

 
（3）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国际垄断组织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世界的，它们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必然要求是从经济上重新瓜分世界。 

5. 列强瓜

分世界

领土 

 

（1）列强对世界领土的瓜分 

 

①殖民地的作用：ⅰ重要的原料产地；ⅱ最有利的商品销售市场；ⅲ最有利的投资场所；ⅳ廉价劳动力的来源；ⅴ重要的军事基地，

战略物资和兵员的重要来源。 

 
②世界领土被瓜分完毕：帝国主义国家竞相占领“无主”土地。到二十世纪初，世界领土被瓜分完毕，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大

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控制，形成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 

（2）帝国主义战争的必然性：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加剧，经济、政治、军事力量对比的急剧变化，因此，帝国主义国家必然要求重新瓜分世界

领土。而重新瓜分世界领土的斗争，必然导致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可见，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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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力发生质和量的变化：（1）科学技术革命的质变;（2）科学技术革命的量变 

①原有生产力要素在数量上的巨额增长。 
②科学和技术与成为生产力的强化性因素。 
③管理成为生产力中整体结合性因素。 

二、生产关

系在资

本主义

范围内

的自发

调整 

2.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

盾的尖锐化，需要国家直接或间接干预，问题主要

表现在 

①市场问题日益严重，要求利用国家力量来扩大国内外市场。 
②社会化大生产以及一系列新兴工业的建立和对传统工业的大规模改造，需要由国家资助和进行投资。 
③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需要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 
④科学技术开发与研究的社会化，使私人垄断资本无力承担开发与研究项目，只能由国家来承担。 

3.国家垄断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的部

分质变，主要表 

现在 

（1）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已成为占统治地

位的垄断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体系 
 

   ①国家直接垄断资本，主要是通过国家采取“国有化”政策。用高价收购或其它补偿的方式，把某些面临破产倒闭的垄断企

业收归国有，或者是通过国家财政拨款，直接投资兴建企业。 
   ②国有和私人共有的垄断资本，实现途径有两种：一是国家和私人垄断企业通过参与制互相占有对方一部分股票结合起来；

二是由国营企业和私人垄断企业合并而成，或者由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共同投资兴办。 
③受国有垄断资本制约的私人垄断资本，主要包括：国家向私人垄断企业订货或购买产品；通过国家控制的金融机构向私人

企业贷款和调节利息率；国家通过财政拨款向私人垄断企业提供各种补贴；国家提供各种科研经费，将科研成果供

私人垄断企业享用等。 

（2）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调节机制发生了重要变化，即在垄断竞争为基础的市场调节的前提下，国家宏观间接调节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3）推行福利国家政策。 

（4）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超国

家调节 

①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与外国私人企业之间订立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协定。 
②世界各国政府共同协商建立起多种形式的国际经济组织，分别在特定的经济领域中开展超国家的经济调节活动。 
③建立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国际经济联合。其典型代表是欧洲经济共同体。 

4.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创造了强大的物质基础:（1）它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2）它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准备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三、当代资本主

义的深刻危

机和历史过

渡性 

 

1.当代资本主义

的深刻危机 

（1）经济危机。主要表现在：大规模失业已成为经常性现象；生产能力利用率不断下降；高涨阶段的周期逐步缩短；从生产过剩到经济“滞胀”并存。 

（2）经济理论危机。 
（3）生产关系危机。主要表现在：资本价值增殖与资本积累的危机；资本主义企业主权威与资本主义企业结构的危机；资本主义生产的部分合理性与

全面不合理性之间的客观对立。 

2.垄断资本主义是

过渡的资本主义 

①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空前加剧。 
②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经济落后国家的矛盾不断加深。 
③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日趋尖锐化。 

四、社会主义代

替资本主义

是一个历史

过程 

 

1.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极限：在世界范围内部分的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劳动力的知识化、技能化以及分工协作的国际化，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从而资本主

义积累的历史极限。 

2.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被社

会主义代替是一个历史

过程 
 

（1）资产阶级能够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对生产关系进行局部调整，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有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还相当快。 
（2）资本主义是一个庞大的世界体系。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一国或少数几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其余大多数国家仍处在资本主义体系内。 
（3）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是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它比历史上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的任何

变革都要深刻和艰巨得多。 

一、生产和科

学技术的

发展 
 

1.科学技术革命的内容和特点 
1.科学技术革命的内容：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空间技术。 

2.科学技术革命的特点：①科学技术开始转变为直接的生产力；②科学技术革命影响生产力构成的各种因素；③科学技术革命迅速发展

引起社会经济变动很大。 

1.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政权力量合为一体的资本主义。它是为资产阶级首先是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 



 第二部分  微观经济学 

第一章  绪 论 

（1）两类资源：“非经济资源”和“经济资源”。 

1.经济学的起源   （2）三大基本经济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 

（3）稀缺性和选择：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需要的无限性导致稀缺，进而导致选择。 

（4）机会成本与生产可能性曲线。 

2.什么是经济学  （1）初步的定义：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配置和利用稀缺资源的科学。 

（2）进一步的定义：研究目的是使一定的稀缺资源能获得最大的产品（劳务）满足人类的需要（福利）。 

 

（1）定义：以单个经济单位为考察对象，研究其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如何决定。 

①研究的对象：单个经济单位（指组成经济的基本单位）。 

1.微观经济学   （2）特点   ②解决的问题：资源配置。 

③中心理论：价格理论。 

④研究方法：个量分析。 

（3）基本内容：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厂商均衡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福利经济学和一般均衡分析。 

                              

                                           （1）定义：以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为考察对象，研究社会总体经济问题及相应经济变量总量如何决定及相互关系。 

                                                       ①研究的对象：整个国民经济。 

2.宏观经济学 （2）特点    ②解决的问题：资源利用。 

                                                       ③中心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④研究方法：总量分析。 

            （3）基本内容：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就业理论、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财政与货币政策理论等。 

（1）联系：总量是由个量所组成的，国民经济活动必须建立在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基础之上。因而，微观经济学和微观 
3.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                分析就成为宏观经济学和宏观分析的基础。前者是“见树”，后者是“见林”。只有将两者结合研究，才能对整个

森林有一个充分、全面的认识。 
                                （2）区别：二者在研究对象、解决的问题、中心理论和分析方法上都不同(见下表)。 

 

 

 

 

    1.萌芽时期：重商主义阶段。 

2.形成时期：古典经济学阶段。  

3.微观经济学形成时期：新古典经济学阶段。 

4.现代经济学形成时期：宏观经济学建立和发展阶段。 

四、经济学的研究方法：1.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2.经济模型；3.个量分析与总量分析；4.均衡分析；5.边际分析；6.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 

区别 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1）研究对象 单个经济单位 整个经济 
（2）解决的问题 资源配置 资源利用 

（3）中心理论 价格决定理论 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4）研究方法 个量分析 总量分析 

一、什么是经济学 

三、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简史   

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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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供求理论 

1.价格对微观经济学的重要性：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就是价格决定理论。 

2.两种基本的价格理论：（1）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价格理论；（2）以供求论为基础的价格理论。 

               1.需求的含义：消费者在某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水平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该商品的数量。 

2.需求的条件：购买欲望、购买能力。 

二、需求理论   3.影响需求的因素：（1）商品价格(P)；（2）收入（I）；（3）替代商品价格（Ps）；（4）互补商品价格（Pc）；（5）消费者偏好（T）；（6）预期（E）；（7）其它（Q）。 

            （1）含义：以影响因素为自变量，需求为因变量的函数。 

4.需求函数                              i 含义：以价格为自变量（其他因素不变）、需求量为因变量的函数。 

①需求量函数   ii 表达方式：需求表、需求方程式(Qd = a－bP)、需求曲线。 

iii 需求量的变动规律：其他因素不变，因价格变动而引起的需求量的变动。 

（2）种类                  iv 需求规律：其他条件不变，需求量与其价格呈反方向变化。 

               i 含义：假定商品价格固定，其他因素（如收入）变动，即以价格以外的因素（如收入 I）为自变量，以需求量为因变量的函数。 

②需求的函数  ii 表达：Qd = f(P). 
iii 需求的变动规律：价格不变，因价格以外因素（如收入）变动而引起的需求量的变动。 

1.供给的含义：厂商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愿意而且能够供应的商品量。 

理解该含义关键是把握供给愿望和供给能力（新生产的商品、过去的存货）。 

三、供给理论   2.影响供给的因素：（1）商品价格(P)；（2）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a)；（3）生产要素的价格(Pj)；（4）其它商品价格(Pi)；（5）预期(E)。 

          （1）含义：以影响因素为自变量，供给量为因变量的函数。 

3.供给函数                              i 含义：以价格为自变量（其他因素不变）、供给量为因变量的函数。 

                        ①供给量函数   ii 表达方式：供给方程式（Qs = －c + dP）. 

（2）种类                  iii 供给量的变化规律：其他因素不变，因价格变动而引起的供给量的变动。 

iv 供给规律：其他条件不变，供给量与其价格呈正方向变动。 

          i 含义：设商品价格固定，其他因素（如技术）变动，即以价格以外的因素为自变量，以供给量为因变量的函数。 

②供给函数  ii 表达方式：Qs ＝ b + r · P. 
iii 供给的变动规律：价格不变，因其他因素变动而引起的供给量的变动。 

1.含义：一种商品需求与供给相等时的价格，这时该商品的需求价格与供给价格相等，称为均衡价格。 

四、均衡价格   2.形成：均衡价格表现为商品市场上需求和供给这两种相反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在市场的供求力量的自发调节下形成的。 

3.计算：Qd = a－bP    Qs＝－c + dP    令 Qd = Qs  ，得 P* = (a+c) / (b+d)，Q*=a－b(a+c) / (b+d).               
4.供求规律：指一种商品的均衡价格   （1）假定供给不变、需求变动，则均衡价格、均衡数量与需求发生同方向变动。 

和均衡数量的变动规律。 （2）假定需求不变、供给变动，则均衡数量与供给发生同方向变动，均衡价格与供给发生反方向变动。 

（3）需求和供给同时发生变化（见右表）。 

                                

 

一、价格概论 

供求同时变动 均衡价格 均衡数量 
需求↑  供给↑ 无法确定 ↑ 

需求↓  供给↓ 无法确定 ↓ 

需求↑  供给↓ ↑ 无法确定 

需求↓  供给↑ ↓ 无法确定 

 

五、均衡价格理论的应用：均衡价格理论作为经济学的基石有着非常广泛的用途，它可以解释价格变动

的原因、预测价格变化的方向，同时也有利于分析政府干预市场可能出

现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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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弹性理论 

一、什么是弹性理论   1.弹性原意：（物理学上）意指某一物体对外界力量的反应力。 

2.经济学的弹性理论  （１）含义：指经济变量之间存在函数关系时，因变量对自变量变动的反应程度。 

（２）种类：需求弹性、供给弹性。 

               1.含义：某物品的需求量对其影响因素发生变化时的反应力。 

①含义：某物品的需求量对其价格变动的反应力。 

②弹性系数：Ed = 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价格变动的百分比。 

③计算方法：（需求价格弹性符号）  i 点弹性公式：Ed = (－dQ / dP)×(P/Q). 
ii 弧弹性公式：Ed = (－dQ / dP)×[(P1+P2)/(Q1+Q2)]. 

④弹性与斜率：斜率是数学概念，是因变量增量与自变量增量（二个绝对值）的比值；弹性是经济学概念，是因变量变动百分比与自变量

变动百分比（二个百分比）的比值，因此造成弹性公式后的 P/Q.另外，弹性公式前面是△Q/△P，而斜率应是△P/△Q
（按经济学的直角坐标确定），所以它们是互为倒数。 

⑤五种典型：Ed>1; Ed<1; Ed = 1; Ed = 0; Ed = 8 . 

i 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程度；（必需品 Ed 小、奢侈品 Ed 大。） 

⑥影响需求价格弹性的因素   ii 商品的替代品数目和可替代程度；（替代品多、替代程度大、Ed 大；反之则小。） 

iii 商品用途的广泛性；（用途广、Ed 大；反之则小。） 

此外，还有时间和地域差别、消费习惯、商品质量、售后服务等因素。 

⑦需求的价格弹性与总收益： 

 

   

 

 

 

 

 

 

 

 

①含义：指一种商品的需求量对消费者收入变动的反应程度。 

②弹性系数：Em = 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 / 收入变动的百分比。 

③计算公式  i 点弹性公式：Em = (dQ/dI)×(I/Q). 
ii 弧弹性公式：Em = (dQ/dI)×[(I1+I2)/(Q1+Q2)]. 

   Em >0 正常商品。 
④需求收入弹性的正负值 

（１）需求的价格弹性 

二、需求弹性 

（２）需求的收入弹性 

Em<0 劣等品。 

需求价格弹性 Ed 价格变动 需求变动 总收益变动 

上升 下降更多 下降 
│Ed│>1 

下降 上升更多 上升 

上升 下降较少 上升 
│Ed│<1 

下降 上升较少 下降 

上升 同比例下降 不变 
│Ed│=1 

下降 同比例上升 不变 

 

2.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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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含义：指一种商品的需求量对其他有关商品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 

②弹性系数：Exy = x 商品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y 商品价格变动的百分比。 

（３）需求的交叉弹性   ③计算公式  i 点弹性公式：Exy = (dQx/dPy)×(Py/Qx). 
ii 弧弹性公式：Exy = (△Qx/△Py)×[(Py1+Py2)/(Qx1+Qx2)]. 

Exy > 0 表示 y 商品与 x 商品有替代关系，为互替品。 

④判断两种商品的关系  Exy < 0 表示 y 商品与 x 商品有互补关系，为互补品。 

Exy = 0 表示 x、y 两种商品是独立关系。 

 

 

1.含义：它是指某一种商品的供给量对其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 

2.弹性系数：Es = 供给量变动的百分比/价格变动的百分比。 

三、供给弹性（供给的价格弹性） 3.计算公式  i 点弹性公式：Ed = (dQs/dP)×(P/Q). 
ii 弧弹性公式：Ed = (△Qs/△P)×[(P1+P2)/(Q1+Q2)]. 

4.类型：Es>1; Es<1; Es = 1; Es = 0; Es = ∞. 

（1）生产的难易程度。 

5.影响因素  （2）生产规模和规模变化的难易程度。 

（3）其他：时间的差异、厂商生产能力、对未来价格的预期等。 

四、弹性理论的应用：1.易腐商品的售卖；2.价格放开；3.最高限价和最低限价；4.谷贱伤农。 

              1.含义：它是一种将均衡价格理论与弹性理论结合起来，并引入时间因素，研究商品均衡价格变动规律的理论。 

            （1）收敛型：Ｅd＞Ｅs. 
五、蛛网理论  2.蛛网类型  （2）封闭型：Ｅd＝Ｅs. 
                          （3）扩散型：Ｅs＞Ｅd. 

3.应用条件：商品生产周期长；生产规模中途不易变动；本期的供给决定本期价格；本期价格决定下期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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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消费者行为理论 

1.消费者指居民户，它可以是个人或一个家庭，是消费的决策单位。 

一、什么是消费者行为理论   2.消费者行为即消费者购买物品（劳务）的行为。 

3.消费者行为理论研究消费者的购物目标及实现目标之途径。  

 

                       1.欲望  （1）含义：指满足具体效用的期望，比如获得可口可乐、汉堡包、皮鞋或到欧洲旅游等期望。 

（2）重要性：因为消费者一旦对某种产品有了强烈的购买欲望，他就会为实现这一愿望而多赚钱（例如，青年人为买汽车而兼职），这就提高了购买能力。或者

他也可以通过消费信贷把未来的购买能力变为今天现实的购买能力。 

二、欲望、需要、效用   2.需要  （1）含义：通常是指对人类基本生存条件的满足期望，比如人们需要食物、衣着、蔽护所、安全等。 

（2）重要性：产生需求的必要条件。 

         （1）含义：就是消费者消费物品或劳务中所获得的满足程度，并且这种满足程度纯粹是一种消费者主观心理感觉。 

3.效用  （2）欲望、需要、效用的关系：欲望→需要→效用。 

（3）两种效用理论（按效用可否度量分）  ①基数效用论：就是用一基数数值来度量的心理满足程度。 

②序数效用论：是指人们消费某种商品所得到的、并用序数来度量的心理满足程度。 

 

1.含义：以消费者在同一时间消费物品（劳务）的数量为自变量，效用为因变量的函数。 

         （1）总效用（ＴＵ）函数   ①含义：指消费者在一定时间内从一定数量的商品的消费中所得到的效用量的总和。 

②公式：TU = f(Q).                                                 
三、效用函数                                       ①含义：指消费者在一定时间内增加一单位商品的消费所得到的效用量的增量。 

（2）边际效用（ＭＵ）函数   ②公式：MU = △TU(Q)/△Q 或 MU = dTU(Q)/ dQ. 

 

        

 

2.种类                               ①表格表示（见右表）。 

（3）总效用与边际效用的关系   

 

 

 

 

①含义：随着消费者在同一时间内消费同一物品（劳务）数量的增加，他从每一个最后新增单位物品（劳务）中所获得的效用（边际效用） 

（4）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是递减的。 

②条件（原因）：ⅰ生理、心理原因；ⅱ一种物品（劳务）用途的多样性。 

 

               

（5）消费者剩余   

②特点：消费者剩余是一种心理现象。它常常被用来研究消费者福利状况的变化，以及评价政府的公共支出与税收政策等。 

饼（块） 总效用（TU） 边际效用（MU） 

0 0  

1 6 6 

2 11 5 

3 15 4 

4 18 3 

5 20 2 

6 21 1 

7 21 0 

8 20 -1 

20

0

10

2 4 6 8

TU

(a)

6

2

0 321 654 7
(b)

6.5

4

6.5

TU MU
20

0

10

2 4 6 8

TU

(a)

6

2

0 321 654 7
(b)

6.5

4

6.5

20

0

10

2 4 6 8

TU

(a)

6

2

0 321 654 7
(b)

6.5

4

6.5

TU MU

 

③特征：边际效用递减。 

①含义：指消费者在购买物品（劳务）时所得到的总效用和实际支付的总效用之间的差额。 

②曲线图表示（见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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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消费者均衡的含义：指消费者购物要达到的目标,收入一定，总效用最大。 

（1）含义：消费者用全部收入所购买的各种物品（劳务）所带来的边际效用，与为购买这些物品所支付的价格比例相等， 

或者说每 1 单位货币所得到的边际效用都相等。 

（2）公式  (MUX)/PX = (MUY)/PY = Mm   (效用极大) （Mm 为每 1 单位货币的边际效用。） 

QXPX + QYPY = M  (支出一定) 

                                                            ①货币也有效用，所以用货币购物是效用（货币）换效用（物），二者必须相等。 

（3）理论分析法：（用货币边际效用证明） ②货币也有边际效用，并且也是递减的，但先假设每 1 单位货币的边际效用相等（每枚货币购

买不同物品，边际效用可视为相等），即均为 Mm. 

③假设(MUX)/PX > ( MUY)/PY = Mm,大家都会用货币去买 X 商品，直至 MUX)/PX也等于 Mm. 

 

                                                 （1）含义：无差异曲线是表示能给消费者带来同等效用的两种商品的不同组合的曲线。 

                          ①无差异曲线的斜率是负数。 

                                                 （2）特征   ②无差异曲线不能相交。 

⒈无差异曲线               ③无差异曲线具有密集型。 

④无差异曲线是凸向原点的。 

（3）商品边际替代率（ＭＲＳ）：是指为了保持同等的效用水平，消费者要增加1 单位 X 物品就必须放弃一定数量的 Y 物品，这二者之比

率，即 X 对 Y 的边际替代率=（Y 的减少量）/（X 的增加量）。MRSXY =(－△Y)/(+△X)，这里△Y 前面加一符号表示 X 增加时 Y

必须减少，二者变动方向相反。 

五、消费者均衡──无差异曲线分析                 （4）特殊形状：①完全替代；②完全互补。 

                                 （1）含义：是一条表明在消费者收入与商品价格既定的条件下，消费者所能购买到两种商品数量最大组合的线。 

⒉消费可能线（预算线、等支出线） （2）斜率：－PX / Py. 

（3）移动：①P1、P2 不变，I 变化；②I 不变、P1、P2 同比例同方向变化；③I、P2 不变，P1 变化；④I、P1、P2 同比例

同方向变化。 

             （1）消费者均衡的含义：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的切点。 

⒊消费者均衡                          ①公式：PX*x ＋ PY*y  ＝ M. 

（2）消费者均衡的条件   ②几何意义：是预算线和无差异曲线的切点。与切点相关的两种商品的组合实现了收入既定，TU 最大。  

③证明：均衡的三种不同情况（因为切点位置的不同） 

六、消费者行为与需求：由消费者的价格-消费曲线可以推导出消费者的需求曲线。 

七、恩格尔曲线  1.由消费者的收入-消费曲线可以推导出消费者的恩格尔曲线。 

                2.恩格尔曲线：表示消费者在每一收入水平对某商品的需求量。 

八、替代效应、收入效应与消费者需求（见右表）。 

 

商品类别 价格变动方向 SE IE SE 与 IE 绝对值相比 TE 需求曲线形状 

↓ ＋ ＋ ＋ 正常品 
（一般品） ↑ － － 

 
－ 

↘ 

↓ ＋ － ＋ 
劣品 

↑ － ＋ 
|SE|＞ |IE| 

－ 
↘ 

↓ ＋ － － 
吉芬品 

↑ － ＋ 
|SE|＜ |IE| 

＋ 
↗ 

⒉消费者均衡的条件 

四、消费者均衡（边际效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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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生产理论 

                     ⒈生产即是将生产要素变成产品或劳务的过程。 

                     ⒉生产者通常指厂商或企业。 

一、生产者行为理论  ⒊生产者行为：即经济行为的主体是生产者。 

⒋生产者行为原则：成本支出一定，利润最大化。 

                             （1）要素的投入量与产品的支出之间的关系，属“生产函数”研究的问题。 

⒌最大利润原则涉及到的问题  （2）成本、收益与利润之间关系问题，属“成本函数”、“收益函数”等研究的问题。 

（3）产品（劳务）的定产量和定价问题，属“厂商理论”研究的问题。 

（4）生产要素的定价问题，属“分配理论”研究的问题。 

                ⒈含义：以投入的生产要素（L、K、⋯）为自变量，以产品（劳务）数量为因变量的一种函数。Q = f（L、K、⋯） L 代表劳动；K 代表资本 

⒉应用条件：一定的生产函数与一定的生产技术水平相联系。 

二、生产函数    ⒊技术系数  （1）含义：指在生产一定的产品（劳务）是各种投入要素（L、K、⋯）之间的配合比例。 

（2）种类：固定技术系数（配合比例不变）；可变技术系数（配合比例可变）。 

⒋种类：短期生产函数、长期生产函数。 

⒌重要性：生产理论的基础。 

⒈含义：在相对短的时期中，仅 L 可以变化，其他要素投入量不能变化的生产函数。记作：Q = f(L). 
                           （1）总产量（ＴＰ）函数：以 L 为自变量，以 TP 为因变量的生产函数。    

                    ⒉种类（按不同的产量分类） （2）平均产量（ＡＰ）函数： 以 L 为自变量，以 AP 为因变量的生产函数。 

（3）边际产量（ＭＰ）函数： 以 L 为自变量，以 MP 为因变量的生产函数。    

                           （1）用表格表达：见右表。 

                     ①TP 函数与 MP 函数的关系 ⅰTP 对 MP：TP = ∑MP. 
ⅱ MP 对 TP：MP = (△TP)/(△L) ；当△L→0 时，MP = (dTP)/(dL)，即 MP = TP. 

三、短期生产函数    ⒊三种短期生产函数的关系   （2）用方程式表达  ②TP 函数与 AP 函数的关系 ⅰTP 对 AP：TP = (AP)×L. 
ⅱAP 对 TP：AP = (TP)/L. 

③AP 函数与 MP 函数的关系 ⅰ当 MP>AP 时，AP 上升。 

ⅱ当 MP<AP 时，AP 下降。 

（3）用曲线图表达：AP 是过 TP 线上某点的射线的斜率；MP 是与 TP 线上某点相切的切线斜率。 

                          （1）含义：在一定技术水平条件下，若其他生产要素不变，连续地增加某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在达到某一点之后，总产量的增加会递减， 

⒋生产要素报酬递减规律                   即产出增加的比例小于投入增加的比例，这就是生产要素报酬递减规律，亦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①技术系数可变。 

（2）规律发生作用的前提  ②技术水平不变。 

③劳动（L）素质不变。 

             （1）三个区域的划分：①Ⅰ区域：OB；②Ⅱ区域：BC；③Ⅲ区域：C 以后。 

⒌生产者均衡                                                  ①不在Ⅰ区域，因为在本区域每投入一单位 L，其平均产量 AP 上升，即 L 的潜在力量尚未发挥完。 

                                 （2）生产要素（Ｌ）的合理投入量在Ⅱ区域：理由   ②不在Ⅲ区域，因为在本区域每投入一单位 L，不仅不会使总产量 TP 增加，反而使 TP 减少。 

                                                                                 ③由于 L 的最佳投入量不在Ⅰ区域和Ⅲ区域，则必在Ⅱ区域。 

 

－２８．８８８１０

２１０９０９

４１１８８８

６１２８４７

８１３７８６

１０１４７０５

１５１５６０４

２０１５４５３

１５１２．５２５２

１０１０１０１

边际产量平均产量总产量工人数目

－２８．８８８１０

２１０９０９

４１１８８８

６１２８４７

８１３７８６

１０１４７０５

１５１５６０４

２０１５４５３

１５１２．５２５２

１０１０１０１

边际产量平均产量总产量工人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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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含义：在相对长的时期中，一切生产要素（即自变量 L、K、⋯）都是可以调整变化的生产函数（即产量）， （K 为资本、设备）。 

（1）两种（或两种以上）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  ①含义：Q = f（L，K）. 
②生产者均衡的方法  ⅰ公式法（边际产量分析法）。 

ⅱ图解法（等产量曲线分析法）。 

                                             ①含义：生产要素按相同的比例变动所引起的产出的变动称为规模报酬（returns for scale）的变动。 
根据产出变动与投入变动之间的关系将生产函数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①特征：产品产出的数量变化比例 > 投入要素变化比例。 

a.生产专业化程度提高。 

b.在规模扩大情况下，使生产要素的使用更具效率。 

c.管理更加合理。 

 

①特征：产品产出的数量变化比例 = 投入要素变化比例。 

②不变的原因：造成规模递增的因素已被全部利用。 

 

①特征：产品产出的数量变化比例 < 投入要素变化比例。 

②递减原因：规模过大、管理效率下降。 

 

 

 

四、长期生产函数 

i 规模报酬递增 
②递增原因  

⒉种类 

（2）规模报酬 

ⅱ规模报酬不变 

iii 规模报酬递减 

②规模报酬变化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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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成本理论 

                 ⒈成本的一般含义：是指厂商为了得到一定数量的商品或劳务所付出的代价。 

                  （1）机会成本  ①含义：当把一定经济资源用于生产某种产品时所放弃的另一些产品生产上最大的收益就是这种产品生产商的机会成本。 

⒉成本包含的内容                 ②存在的条件：第一，生产要素是稀缺的；第二，生产要素是具有多种用途的。 

                                   （2）经济成本、生产成本或会计成本  ①含义：商品（劳务）生产中以耗用的实际的真实的成本，是历史成本。 

②内容：外显成本、隐性成本、正常利润。 

             （1）按时间长短可分为：短期成本与长期成本。 

                ⒊成本分类   （2）按成本在生产过程中是否变化可分为：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 

                             （3）总成本（TC）、平均成本（AC）、边际成本（MC）. 

一、成本分析                                                                            ⅰ短期总固定成本（ＳＴＦＣ）. 

①短期总成本（ＳＴＣ）  

ⅱ短期总可变成本（ＳＴＶＣ）. 

                             （1）短期成本（SC）    ②短期平均成本（ＳＡＣ） ⅰ短期平均固定成本（ＳＡＦＣ）：STFC/Q. 

                                                 ⅱ短期平均可变成本（ＳＡＶＣ）：SAVC/Q. 

                                                                    ③短期边际成本（ＳＭＣ）：ＳＭＣ= △SＴＣ/△Ｑ；当△Ｑ? ０时，SＭＣ＝ dSTC /dQ. 
⒋成本的交叉（混合）分类                                                                         

                                                                  ①长期总成本（LTC）：LTC = LTC(Q). 
                                             （2）长期成本（LC）   ②长期平均成本（LAC）：LAC = LTC/Q. 

                                                                   ③长期边际成本（LMC）：LMC = △LTC/△Ｑ；当△Ｑ→０时，LMC＝ dLTC /dQ. 
                              （1）含义：以产量（Q）为自变量，以成本（C）为因变量的函数。 函数式：C = f(Q). 
                              （2）成本函数与生产函数的关系   ①AP & AVC 是倒数关系。AVC = WL/Q = W/ (Q/L) = W/ APL，随着 APL 的上升, AVC 下降。 

②MP 和 MC 是倒数关系。MC = dTC/dQ = W dL/dQ = W / (dQ/dL) = W / MPL，随着 MPL 下降, MC 上升。  

 

                                     ⅰ ＳＴＣ、ＳＴＦＣ、ＳＴＶＣ. 

                    ①短期成本函数   ⅱ SAC、SAFC、SAVC. 
⒌成本函数   （3）成本函数的种类                     ⅲ SMC：SMC(Q) = dSTC(Q)/dQ. 

                ⅰ LTC：LTC = LTC(Q). 
②长期成本函数   ⅱ LAC：LAC(Q) = LTC(Q)/Q. 

ⅲ LMC：LMC(Q) = dLTC(Q)/dQ. 

                         ①ＭＣ函数与ＴＣ函数。 

                          ②ＡＣ函数与ＴＣ函数。 

③ＳＭＣ函数与ＳＡＣ函数。 

（4）几种成本函数之间的关系   ④ＬＭＣ函数与ＬＡＣ函数。 

                                                             ⑤ＳＴＣ函数与ＬＴＣ函数：ＬＴＣ是各ＳＴＣ的包络线。 

                                                             ⑥ＳＡＣ函数与ＬＡＣ函数：ＬＡＣ是各ＳＡＣ的包络线。 

                                                             ⑦ＳＭＣ函数与ＬＭＣ函数：ＬＭＣ曲线可以由 SMC 曲线得到。 

ＬＭＣ↓ ―→ＬＡＣ↓ ； ＬＭＣ↑―→ＬＡ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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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收益（R）的含义：厂商（企业）在出售其生产的产品（劳务）后所得到的货币收入。 

（1）总收益（ＴＲ）：厂商（企业）在出售其生产的产品（劳务）总共所得的货币收入。 

二、收益分析   ⒉收益的种类    （2）平均收益（ＡＲ）：厂商（企业）平均出售其一单位产品（劳务）所获得的货币收入。 

（3）边际收益（ＭＲ）：厂商（企业）出售其最后一单位产品（劳务）所获得的货币收入。 

（1）总收益函数：自变量是销售量，因变量是总收益的函数。 

                                       （2）平均收益函数：自变量是销售量，因变量是平均收益的函数。 

               ⒊三种收益函数及其关系                                                                

i ＴＲ对ＭＲ：ＴＲ=∑ＭＲ. 

ii ＭＲ对ＴＲ：ＭＲ=(ＴＲ)’=(△ＴＲ)/(△Q)=(dＴＲ)/(dQ). 

                                                               

I ＴＲ对ＡＲ：ＴＲ=(ＡＲ)×Q. 

Ii ＡＲ对ＴＲ：ＡＲ=(ＴＲ)/Q=P. 
 

i 当 Q=0 时，ＡＲ=ＭＲ=最高水平； 

ii 当ＭＲ↓ ―→ＡＲ↓，但ＡＲ↓速度比ＭＲ缓。 

 

 

 

                ⒈利润的含义：利润是收益超过成本的余额。 

                 

三、利润分析                      （1）利润最大化是生产者的生产经营目标。 

（2）当ＭＲ>ＭＣ时，生产者每多生产一单位产品（劳务），他仍有可得，故不能停止生产。 

（3）当ＭＲ<ＭＣ时，生产者每多生产一单位产品（劳务），就会亏本；只有在ＭＲ=ＭＣ时的产量，生产者才把可以赚得的利润全部赚得。 

 

⒊利润最大化和供给曲线：ＳＡＣ、ＡＦＣ、ＳＡＶＣ、ＳＭＣ的关系曲线图。 

 

C SMC

SAC
SAVC

QO
AFC

C SMC

SAC

QO
AFC

C SMC

SAC
SAVC

QO
AFC

C SMC

SAC

QO
AFC

 

⒉利润最大化的 

条件：ＭＲ=ＭＣ 

（3）边际收益函数：自变量是销售量， 

      因变量是边际收益的函数。 

①ＴＲ与ＭＲ关系 

②ＴＲ与ＡＲ关系 

③ＡＲ与Ｍ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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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厂商理论 

（1）市场：一般指一种货物或劳务买卖的场所，买卖双方在市场上决定商品交换的价格。 

⒈市场、厂商、行业  （2）厂商：指各种所有制类型和公司治理结构的企业或生产经营机构。 

（3）行业（产业）：是指制造或提供同一或类似产品或劳务的厂商的集合。 

一、什么是“厂商”理论        

⒉“厂商”理论研究的问题：厂商理论是关于一企业面对它所处的市场类型，如何决定其产品（劳务）的产量（销售量）和价格，以使其所得的利润达到最大化的理论。 

 

⒊“厂商”理论不再泛泛地谈供给与需求如何决定价格，而是结合市场组织形式探讨厂商如何决定其产品价格与产量。 

 

⒈什么是完全竞争：完全竞争市场是一种竞争不受任何阻碍的市场类型或结构。 

 

                                  （1）该产品在市场上有大量的买主和卖主，从而厂商价格既定。 

                               ⒉完全竞争应具备的条件（特点）  （2）产品同质。 

二、完全竞争市场下的厂商均衡                                   （3）投入要素可以自由流动。 

（4）信息充分。 

⒊完全竞争下厂商的收益规律：MR = AR = P. 
⒋完全竞争下厂商的成本曲线：厂商的成本曲线与产品的市场类型无关。 

⒌完全竞争下的厂商均衡：（1）瞬时均衡；（2）短期均衡（3）长期均衡。 

 

                               ⒈什么是完全垄断：又称垄断，至整个行业的市场只有一家厂商的控制。 

⒉完全垄断的条件（原因）：资源垄断、自然垄断、法定垄断。 

⒊完全垄断下厂商的收益规律：MR < AR. 
                               ⒋完全垄断下厂商的成本曲线：不存在具有规律性的厂商和行业的短期供给曲线。 

（1）均衡的中心问题： 

三、完全垄断市场下的厂商均衡                                    在完全垄断市场下的厂商对市场价格和产量（销售量）都有控制权。因此，它在“均衡”时就必须做这样的选择，究竟 

⒌完全垄断下的厂商均衡           是高价少销还是底价多销，即它要在价格和产量（销售量）无数的组合上做出最佳的选择，选择的标准就是利润最大化。 

（2）均衡的种类：①瞬时均衡；②短期均衡；③长期均衡。 

（3）差别价格（价格歧视）：是指垄断者在同一时间对同一成本的产品向不同的购买者收取不同的价格，或是对不同成本的产品向不

同的购买者收取相同的价格。 

⒍对完全垄断企业的政府干预（二种手段）：（1）制定“反托拉斯”的有关法律；（2）对垄断厂商实行价格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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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垄断竞争的含义：所谓垄断竞争的市场类型是指介于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之间，而又偏向于竞争的一种市场类型。 

在垄断竞争市场类型下，竞争现象较为普遍，但又有垄断现象存在。 

                                                              （1）企业数量不是多得数不胜数，但还是很多。 

⒉垄断竞争市场类型形成的条件  （2）各个企业生产（出售）的产品近似一致，但有各自的特点和差别（大同小异）。 

四、垄断竞争市场下厂商均衡                                    （3）生产要素进入或退出本行业虽有一点障碍，但还是比较容易。 

⒊垄断竞争下厂商的收益规律：MR<AR. 

                                ⒋垄断竞争下厂商的成本曲线（与完全垄断类似）。 

                                ⒌垄断竞争下的厂商均衡:（1）瞬时均衡；（2）短期均衡；（3）长期均衡。 

⒍垄断竞争下厂商的非价格竞争:（1）广告竞争；（2）质量竞争。 

 

⒈寡头垄断的含义：指少数厂商垄断了某一行业的市场，控制了这一行业的供给，其产量在该行业总供给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市场结构。 

⒉寡头垄断种类  （1）按产品是否有差别分：纯粹寡头和差别寡头。 

（2）按厂商之间关系分：有独立行动寡头和有勾结行为寡头。 

五、寡头垄断市场下的厂商均衡                     （1）某些产品的生产必须在相当大的生产规模上进行才能达到最好的经济效益。 

⒊寡头形成的原因  （2）行业中几家企业对生产所需的基本生产资料的供给的控制。 

                  （3）政府的扶植和支持。 

                    （1）厂商数极少，新的厂商加入该行业比较困难。 

⒋寡头垄断基本特点  （2）产品既可同质，也可存在差别，厂商之间同样存在剧烈竞争。 

（3）厂商之间互相依存（关联性强）。 

（4）厂商行为具有不确定性。 

                        （1）独立行动：古诺模型、斯威齐模型。 

⒌寡头垄断下的厂商均衡 

（2）相互勾结：公开勾结、暗中默契。 

六、四种市场类型的比较： 

市场的类型 
厂商的
数目 

产品差别的 
程度 

对价格控制
的程度 

进出一个行业的 
难易程度 

接近哪种市场情况  

完全竞争 无数 完全相同 没有 很容易 几种农产品（小麦、玉米） 

垄断竞争 很多 有差别 有一些 比较容易 食品、汽油等 

寡头垄断 几个 差别很小或有差异 相当程度 比较困难 钢铁、汽车、计算机、化工产品等 

不 
完 
全 
竞 
争 

完全垄断 一个 
只有一个生产者，产品 
没有接近的替代品。 

相当大，但是通常受管制。 很困难，几乎不可能 电话、电力、煤气等公共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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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博弈论 

⒈博弈论（game theory）：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 
一、博弈论的基本概念                           （1）参与人：是指博弈中选择行动以最大化自身利益（效用，利润等）的决策主体（如个人、厂商、国家） 
                                               （2）行动：是指参与人的决策变量。 

⒉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包括  （3）战略：是指参与人选择行动的规则，它告诉参与人在什么时候选择什么行动。或者说，战略是指每个人在决定采取什么行动时，必须考

虑其他人对这种行动会做出什么反应的状况。 
（4）信息：是指参与人在博弈中的知识，特别是有关其他参与人（对手）的特征和行动的知识。 
（5）支付函数：是参与人从博弈中获取的效用水平，它是所有参与人战略或行动的函数，使每个参与人真正关心的东西。 
（6）结果：是指博弈者感兴趣的要素的集合。 
（7）均衡：是所有参与人的最优战略或行动的组合。 

▲上述概念中，参与人、行动、结果统称为博弈规则。博弈分析的目的是使用博弈规则预测参与人的行为和均衡。 
              1. 根据博弈的当事人之间能否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可分为： 

（1）合作博弈：指博弈的当事人之间能够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的一种博弈。 
（2）非合作博弈：博弈的当事人之间没有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的，每个企业仅是在考虑到竞争对手可能采取的行为的条件下，独立地进行产量与价格的决定，则称这种 

二、博弈分类                             博弈为非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中，根据参与人行动的先后顺序，可以将博弈分成静态博弈与动态博弈。 
                                    ①静态博弈：是指博弈中参与人同时选择行动；或者虽非同时行动，但行动在后者并不知道行动在先者采取了什么具体行动。 
                                    ②动态博弈：是指参与人的行动又先后顺序，而且行动在后者可以观察到行动在先者的选择，并据此做出相应的选择。 

 3. 根据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了解程度，可将博弈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 
（1）完全信息博弈：是指在每个参与人对所有其它参与人（对手）的特征、战略和支付函数都有精确的了解的情况下，所进行的博弈。 

                （2）不完全信息博弈：是指在每个参与人对所有其它参与人（对手）的特征、战略和支付函数了解得不够精确，或者不是对所有的参与人都有精确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进

行的博弈就是不完全信息博弈。 
                                         （1）占优战略：在一些特殊的博弈中，一个参与人的最优战略可能并不依赖于其他参与人的战略选择。换句话说，不论其他参与人选择什么战略， 

最优战略是唯一的，这样的最优战略被称为“占优战略”。 
⒈占优战略均衡   （2）占优战略均衡：在博弈中，如果所有的参与人都有占优战略存在，因而博弈将在所有参与人的战优战略的基础上达到均衡，这种均衡称为占优

战略均衡。 
三、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3）应该指出的是，占优战略均衡只要求所有的参与人是理性的，而不要求每一个参与人都知道其他参与人也是理性的。因为不论其他参与人是否

理性，占优战略总是一个理性参与人的最优选择。 
（4）囚犯困境反映了一个深刻的问题，这就是个人理性与团体理性的冲突。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之一，是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这支“看不见的手”，

在人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基础上达到全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囚徒困境是对上述基本观点的挑战。 
⒉纳什均衡：是相互作用的经济主体在假定所有其他主体所选战略为既定的情况下，选择自己最优的战略。 

◎纳什均衡是完全信息静态解的一般情况。 
◎在占优战略均衡中，无论所有其他参与人选择什么战略，一个参与人的占优战略都是他的最优战略。显然，这一占优战略也必定是所有其他参与人选择

某一特定战略时该参与人的最优战略。因此，占优战略均衡一定是纳什均衡。（占优战略均衡包含于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不仅要求博弈的所有参与人都是理性的，而且要求每个参与人都了解所有的其他参与人都是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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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生产要素价格和收入分配 

 
                                        （1）对生产要素的需求的性质：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是一种派生的和引致的需求，而不是直接的需求。直接的需求是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 

⒈生产要素的需求  （2）生产要素的需求原则：边际产品价值（VMP）等于要素价格（W）或边际产品函数（MP）乘以产品价格（P）等于要素价格（W）。 
（3）厂商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与其边际产品价值曲线一样都向右下方倾斜。 

                                            （1）生产要素供给问题的性质：消费者的要求供给量等于资源总量与最优自用资源之差。在消费者的初始非要素收入、初始资源数量以及偏好均

为既定不变的条件下，则给定一个要素价格，就有一个要素供给量。 
                          ⒉生产要素的供给  （2）生产要素供给的原则   ①效用最大化条件：作为“要素供给”的资源的边际效用要与作为“保留自用”的资源的边际效用相等。 

                                                                   ②自用资源的边际效用： W
dY
dU

dl
dU

⋅=  

                                        （3）要素的供给曲线：可以向右上方倾斜，也可以垂直，甚至可以向右下方倾斜。 
⒈劳动的供给：劳动供给就是提供的劳动，一般指提供的劳动时间。微观经济学认为，人们提供劳动是他们在休闲和收入，或者休闲和其它消费之间进行选择的结果。

这一结果取决于人们的偏好，他们所拥有的其他财富，以及工资率的高低。对此，我们可以运用无差异曲线分析方法加以说明。 
二、均衡劳动工资的决定              

⒉劳动的需求：一般说来，劳动需求函数是递减的。因为受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作用，边际产量会随着劳动投入的增加而下降。边际收益则是产量的非递增函数，因而也

是劳动投入的非递增函数。于是，边际收益与边际产量的乘积（即企业对劳动投入的需求曲线）也是 L 的递减函数，是向下倾斜的曲线。 

 
（1）将所有的单个劳动供给曲线水平相加，就可以得到整个市场的劳动供给曲线。（但是，市场的劳动供给曲线不会出现后倾的情况，因为 

⒊均衡劳动工资的决定           市场上总会有新的工人加入，从而造成总的劳动供给曲线依然向右上方倾斜。） 
                      （2）将所有的单个劳动需求曲线水平相加，就可以得出整个市场的劳动需求曲线。 

（3）再将劳动要素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放在一起，其均衡点就决定了劳动要素的均衡价格。 

 
                         ⒈土地和经济地租：经济地租即利用土地或其它生产资源所得报酬扣除所费成本的金额，即超过成本的纯收入(实际包括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两部分)。经济地租又可分

为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垄断地租和非农业用地地租四种形式。 

三、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   ⒉可耗竭的自然资源：假定在任何对人类有意义的时间范围内，资源质量保持不变，资源蕴藏量不再增加的资源称为可耗竭资源。耗竭既可以看作是一个过程，也可以

看作是一种状态。可耗竭资源的持续开采过程也就是资源的耗竭过程。当资源的蕴藏量为零的时候，就达到了耗竭状态。 

⒊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能够通过自然力以某一增长率保持或增加蕴藏量的自然资源是可再生资源。例如太阳能、大气、森林、鱼类、农作物以及各种野生动植物等。 

一、生产要素价格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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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一般均衡与福利经济学 

                    ⒈含义：交易的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 of exchange）是指当社会生产状况既定、收入分配状况既定（生产要素的禀赋既定）条件下，通过要素所有者之间的交易使得

交易者达到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状况。 
一、交易的一般均衡  ⒉条件：要达到交易的一般均衡必须满足的条件是，任意两种商品 X、Y 的边际替代率（MRTSXY）对于每一个参加交易的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即 MRTSA

XY = MRTSB
XY 

                                交易最终所达到的均衡状态称为交易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或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 
⒊帕累托最优：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任何使得某些人状况变好的变化都会是的另一些人的状况变坏。换言之，当且仅当不存在任何能够使得某些人状况变好

的同时而不使另一些人的状况变坏的变化时便达到了帕累托最优。 
⒋效用可能边界线：表示在给定一个人的满足程度的情况下，另一个人可能达到的最大满足程度。 

 
⒈含义：生产的一般均衡是指在技术与社会生产资源总量既定的情况下，社会对于资源的配置使得产品产量达到最大的状况。 

二、生产与交易的一般均衡  ⒉条件：达到生产的一般均衡的条件是任意两种生产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 MRTS 对于使用这两种要素而生产的商品来说都是相等的。在生产中资源配置最终所达到

的均衡状态称为生产的帕累托最优。 
⒊生产的帕累托最优：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对生产进行任何形式的重新组织都只会在增加某种产品产量的同时而减少其他产品产量。换言之，不存在

旨在增加一种产品产量而不减少另一些产量的对生产重新组织的可能。 

 
三、生产的一般均衡与生产可能性曲线：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每一点都对应着生产的契约曲线上的点。因为生产契约曲线上的每一点都是有效率的点，所以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点是社会在既定资

源和技术条件下可能达到的最大产出点。 
                       ⒈含义：生产与交易的一般均衡是指生产与交易同时达到均衡的情况。 
四、生产与的一般均衡   ⒉条件：任意两种商品在生产中的边际转换率等于对于每一位消费者来说这两种商品在消费中的边际替代率，即：MRTXY = MRTSXY = MRSBB

XY。。 
⒊实现生产与交易的经济机制：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实现交易与生产的一般均衡。 

 
⒈福利最大化：利用对竞争市场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的福利最大化都是竞争的均衡，所有的竞争均衡都是某种福利函数的福利最大化。 

（1）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以社会福利函数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根本不存在一种为经济学家所公认的社会福利函数，不同的经济学家对社会福利函数有不

同的理解。因此，要加以最大化的对象是不同的。 
五、福利问题                        （2）社会福利函数建立在个人的偏好基础之上，但是，又不同于个人的偏好函数。 
               ⒊社会福利、效率与平等：社会福利不仅涉及效率问题，也涉及平等的问题。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上，平等与效率是一个两难选择。 

                       （1）洛伦茨曲线：如图，横轴 OP 代表人口累计百分比纵轴 OI 代表收入（或财产）累积百分比。 
累积是从收入（或财产）最少的人开始的。直线 OY 是绝对平均曲线。在上图中，由下边和 

⒋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          右边两条边构成的曲线 OPY，称为绝对不平均曲线。OP 曲线上任何一点的纵坐标都等于 0， 
这意味着除了 PY 曲线代表的最后一个人以外，其他人的收入（或财产）都是 0，所有的收入 
（或财产）都归最富有的那一个人所拥有。 

（2）基尼系数：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找到了判断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指标，称为基尼系数。如图所示，如果用 A 表示实际收入（或财

产）分配曲线与绝对平均曲线之间的面积，B 表示实际收入（或财产）分配曲线与绝对不平均曲线之间的面积，那么，基尼系数=A/(A+B)。
如果 A=0，则基尼系数也等于 0，收入（或财产）分配绝对平均；如果 B=0，则基尼系数等于 1，收入（或财产）分配绝对不平均。实际的基

尼系数位于 0 与 1 之间。基尼系数越小，收入（或财产）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或财产）分配越不平均。 

o 

A 
B 

100% 
I 

Y 

100%(P) 

⒉社会偏好与个人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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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市场失灵与政府调节 

                  ⒈非对称信息：是指市场上买方与卖方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一方掌握的信息多一些，另一方掌握的信息就少一些。 
（1）卖方掌握的信息多于买方的情况：如照相机的卖者比买者更了解照相机的性能。 
（2）买方掌握的信息多于卖方的情况：医疗保险的购买者比保险公司更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1）逆选择：是指在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差的商品总是将好的商品驱逐出市场。 
⒉次品与逆选择  （2）逆选择产生的原因：当交易双方的其中一方对于交易可能出现的风险状况比另一方知道得更多时，便会出现逆选择问题。 

（3）典型市场：旧车市场、保险市场。 
                                   （1）不同的市场上因非对称信息而产生的问题性质不同，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解决。可以通过政府解决，也可以不通过政府解决。 

一、非对称信息    ⒊如何解决非对称信息下出现的问题   （2）因非对称信息而出现的老年人健康保险市场的逆选择问题，说明市场在这一领域的调节是无效率的，这就需要政府进行干预。 
（3）非对称信息问题在许多领域都存在。但是并不一定都导致逆选择问题，也并非在非对称信息出现的场合总需要政府的干预。 
（4）事实上有许多市场会存在非对称信息，但是通过某些有效的制度安排或有效措施的实施可以消除因非对称信息而导致的逆选择问

题，因而无需政府的干预。 
             （1）定义：败德行为也称为道德公害。它是指：在协议达成后，协议的一方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来损害对方的利益。 
⒋败德行为   （2）产生的原因：非对称信息。因为在信息非对称的情况下，达成协议的另一方无法准确地核实对方是否按照协议办事。 

（3）导致的后果：败德行为会破坏市场的运作，严重的情况下会使得某些服务的私人市场难以建立。 
                                                           ①委托人利益的实现取决于代理人的工作。 

（1）产生委托人— 代理人问题的条件   ②委托人的目标不同于代理人的目标。 
⒌委托人—代理人问题                                       ③有关代理人工作状况的信息是非对称的。委托人所掌握的情况少于代理人自身掌握的信息。 

（2）出现委托人— 代理人问题的后果：不仅企业所有者的利润受损，也使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受损。 
（3）委托人— 代理人问题的解决：①在利润分配方面调动经理积极性；②效率工资。 

                                  （1）有利的外部性：又称正的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主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又无需花费代价。 

                        ⒈外部性  （2）有害的外部性：又称负的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主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负外性的人没有为此承担成本。 
二、外部性与政府干预              （3）后果：经济运行的结果酱不可能满足帕累托效率条件。外部性使竞争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受到损失，是导致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 

⒉政府干预：（有两种方法）：（1）对污染的企业征收清污费；（2）颁布污染标准。 
⒊明确产权：在产权明确化的基础上通过市场交易，而无需政府干预就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 

 
              ⒈含义：指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产品。 

⒉特征 （1）非竞争性：是指对于任一给定的公共产品产出水平，增加额外一个人消费该产品不会引起产品成本的任何增加，即消费者人数的增加所引起的产品边际成本等于零。 
三、公共物品         （2）非排他性：是指只要某一社会存在公共产品，就不能排斥该社会任何人消费该种产品。 
              ⒊分类：根据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程度，公共产品分为  （1）纯公共产品：具有完全的非竞争性与完全的非排他性，如国防。 

 （2）准公共产品：具有局部非竞争性与局部非排他性，如桥牌俱乐部、围棋俱乐部等可以被视为是准公共产品。 
                      （1）一般均衡条件下，边际转换率等于边际替代率是达到有效产出水平的必要条件。这一必要条件无论是对于私人产品，还是对于公共产品，都是适用的。 
⒋公共产品的效率条件 

（2）公共产品的效率条件：是所有消费公共产品的人对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间边际替代率加总等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间的边际转换率。 
四、政府对完全垄断行业的调节：⒈对完全垄断厂商的价格调节；⒉对完全垄断厂商的税收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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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经济

学的特点 2.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关系 
（1）对总体经济行为分析离不开个体经济行为分析。 
（2）总体经济行为绝非个体经济行为的简单加总。 

3.宏观经济学方法：（1）总量分析法；（2）静态、比较静态和动态的分析；（3）均衡分析；（4）边际分析法。 

 

                     （1）公式：GDP = C+I+G+NX. 
（2）理解：①消费支出包括购买耐用消费品、非耐用消费品和劳务的支出；②投资指增加或更换资本资产；③政府对物品和劳务的购买是指各级

政府购买物品和劳务的支出；④净出口指进出口的差额。 

三、核算国民

收入的两

种方法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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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 Domestic Product  NDP）= GDP-资本折旧。 
3.国民收入（National Income NI）= NDP－（间接税 + 企业转移支付）+ 政府补助金。 
4.个人收入（Personal Income PI）= NI－（未分配利润 + 公司所得税 + 社会保险税）+ 政府给个人的转移支付。 
5.个人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Personal Income  DPI）：税后的个人收入。 

五、国民收入的

基本公式 

1.两部门经济的收入构成及储蓄— 投资恒等式。 
经济主体只有消费者和厂商，同时假设没有折旧和企业间接税，则 GNP = NNP = NI. 
从支出角度看：Y = C+I. 
从收入角度看：Y = C+S.即 Y = 工资+利息+租金+利润，则有 C+I = C+S，即 I = S. 

2.三部门经济的收入构成及储蓄— 投资恒等式(把政府部门考虑进来)。  
(1)Y = C+I+G（从支出角度）  (2)设 T = T0－Tr表示政府净收入，T0 表表示全部税金收入 Tr政府转移支付，则有 Y = C+S+T（从收入角度） 
化简，得 I+G = S+T 或 I = S+（T－G）. （T－G）可表示政府储蓄。 

3.四部门经济的收入构成及储蓄— 投资恒等式（有了对外贸易）：（1）Y = C+I+G+（X－M）（支出）  （2）Y = C+S+T+Kr   （Kr表示本国居民对外国的转移支付） 
化简，得 C+I+G+（X－M）= C+S+T+Kr ， 即 I = S+（T－G）+（M－X+ Kr）. 

 
六、名义 GDP
和实际 GDP 

1.名义 GDP：是用生产物品和劳务的当年价格计算的全部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 
2.实际 GDP：是用从前某一年作为基期的价格计算出来的全部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 
3.GDP 折算系数=名义 GDP/实际 GDP 。由于价格变动，名义 GDP 并不反映实际产出的变动。 

二、国内生

产总值 

1.国内生产总值：指经济社会（即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间内运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的试产价值。 
2.理解：（1）GDP 是一个市场价值；（2）GDP 测量的是最终产品的价值，中间产品价值不计入 GDP；（3）GDP 是一定时期内所生产而不是所售卖掉的最终产品的价值； 

（4）GDP 是计算期内生产的最终产品价值，因而是流量而不是存量；（5）GDP 一般仅指市场活动所导致的价值，家务劳动、自给自足生产不计入；（6）GDP
是一国范围内生产的最终产品，是流量而不是存量。 

3.总产出等于总收入，总产出等于总支出。 

 

2.用收入法核算 GDP：GDP=工资+利息+利润+租金+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折旧。 

1.宏观经济学

的研究对象 
（1）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即对经济运行的整体，包括整个社会的产量、收入、价格水平和就业水平进行分析。 
（2）测量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最重要指标有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及其增长率、失业率、物价水平及其变动及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率。 

第三部分  宏观经济学 

1.用支出法核算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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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均衡

产出 

（1）不存在政府，也不存在对外贸易，只有家户部门和厂商。 
1．最简单的经济关系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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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折旧和公司未分配利润为零，则 GNP = NNP = NI = PI. 
2．均衡产出的概念：（1）定义：和总需求相等的产出；（2）公式：y = c + i. 
3．投资等于储蓄：由 E = y = c + I = c + s，则有 I = s，即（计划投资=计划储蓄）。 

二、凯恩斯

的消费理

论 

1.消费函数 
（1）影响家户消费的因素：收入水平、商品价格水平、利率水平、收入分配状况、消费者偏好、家庭财产状况、消费信贷状况、消费者年龄构成以及制度、

风俗等。凯恩斯认为，有决定意义的是家户收入。 
（2）消费和收入的关系： 

①凯恩斯认为，存在一条基本心理规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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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②边际消费倾向：增加一个单位收入中用于增加的消费部分的比率。（递减）MPC=β=Δc/Δy=dc/dy .APC 为平均消费倾向=c/y. 
③其中，0<MPC<1.若消费和收入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则 MPC 为常数，C=α+βy. 

 

2.储蓄函数 

3.消费函数和消费函

数的关系 

4.家户消费函数和

社会消费函数 

三、两部门经济中国

民收入的决定 

（1）消费函数和储蓄函数互为补数，二者之和等于收入。 

（2）若 APC 和 MPC 随收入增加而递减，但 APC>MPC；若 APS 和 MPS 随收入增加而递减，但 APS<MPS. 
（3）APC 和 APS 之和和恒等于 1，MPC + MPS≡1. 

西方经济学者认为，社会消费函数并不是家户消费函数的简单加总，从家户消费函数求取社会消费函数时，还需要考虑一系列限制条件： 
（1）国民收入的分配；不同的收入者，MPC 不同。 
（2）政府税收政策：实行累进个人所得税，导致社会消费数量增加，社会消费曲线向上移动。 
（3）公司未分配利润在利润中所占比例。 

（1）s = s（y）. 

（2）MPS = ΔS/ΔY=
dy
ds 为边际储蓄倾向， APS = s/y 为平均储蓄倾向。 

（3）若 C = α+βy，则有 s = y －c = y－（α+βy）=－α+（1－β）y. 

1.使用消费函数决定收入：y = c + i ，c = α+βy，则有 y  =（α+i）/（1－β）. 

2.使用储蓄函数决定收入：（计划投资=计划储蓄）I = y－c = s，s =-α+（1－β）y ，则有 y =（α+i）/（1－β）. 

若实际产量小于均衡收入水平，表明投资大于储蓄，社会生产供不应求，企业存货减少，扩大生产，y 向右移，直到均衡；反之相反。 

 
四、乘数论：1.投资乘数：指收入的变化与带来这种变化的投资支出的变化比率；2.k = Δy/Δi = 1/（1－MPC）= 1/（1－β）= 1/MPS. 

 
五、三部门经济的

收入决定     

1.政府购买支出乘数：kg  = Δy/Δg =  1/（1－β），β为 MPC.  
2.税收乘数：kt  =-β/（1－β）. 

3.政府转移支付乘数：ktr = β/（1－β）.（因为有了政府转移支付后，yd = y－t + tr，则：y = c + I + g  = α+βyd+i+g，y =（α+ I + g +βtr－βt）/（1－β）， 
则有 ktr  = Δy/Δtr  = β/（1－β）. 

4.平衡预算乘数： kb = Δy/Δg = 1. 

 

六、三部门经济中

的各种乘数 

1.在有政府起作用的三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从总支出的角度看，y = c + I + g；而从总收入的角度看，国民收入则为 y = c + s + t. 
2.均衡条件：由 c + i + g  =  c + s + t ，得出 i + g  =  s + t. 



第 三 部 分  宏 观 经 济 学 

 - 35 - 

 
 
  

 
  

 
 
 

 

 
 
 
 

   
 

 
 
 
 
 
 
 
 
 
 
 
 
 
 
 
 
 
 
 
 
 

 
第

十

四

章 
 
产

品

市

场

和

货

币

市

场 

一、投资

的 决

定 

1.投资与利率 
(1)经济学中的投资：指资本的形成，即社会实际资本的增加，包括厂房、设备和存货的增加，新住宅的建筑等。 
(2)投资是否值得，取决于利率。如新投资的预期利润率大于利率，投资是值得；反之，投资则不值得。 
(3)投资函数：I = I（r）= e－dr  （其中 e—自主投资，dr—投资需求中与利率有关的部分）。 

2.资本边际效率（MEC）：贴现率，表明一个投资项目的收益应按何种比例增长才能达到预期的收益，代表投资项目的预期利润率。 
R = R1  /（1+r）+R2  /（1+r）2 + R3 /（1+r）3+ ⋯ + Rn  /（1+r）n + J /（1+r）n   （其中，J 代表资本品在 n 年时的报废价值，r 代表资本边际效率） 

3.资本边际效率曲线: 如果资本边际效率>市场利率，投资值得。R 的数值取决于资本物品供给价格和预期收益，预期收益既定时，供给价格越大，r 越小；

供给价格既定时，预期收益越大，r 越大。 

二、IS 曲

线 

1.IS 曲线及推导 
（1）二部门经济中，y =（α+ i）/（1－β），现将 I = e－dr 代入，则 y =（α+e－dr）/（1－β）. 

（2）IS 曲线反映了均衡的国民收入与利率存在反方向变化关系。这条曲线上任何一点都代表一定的利率和收入组合，在这样组合下，投资和储蓄都

是相等的，即 I = s,从而产品市场是均衡的。 

（3）几何推导(见右图)。 

2.IS 曲线的斜率：取决于消费函数和投资函数的斜率。  

（1）两部门经济中，由 y  = 
β

α
−

−+
1

dre ，得出：r = 
d

e+α -y
d

β−1 。   
d

β−1 就是 IS 曲线的斜率，它取决于β、d .d 是投资需求对于利率变动的反映

程度，β、d 值较大时，IS 曲线较为平缓。 

（2）三部门中，斜率变为[1－β（1－t）]/d，t 越小，IS 曲线越平缓。 

3.IS 曲线的移动： 

（1）投资需求曲线平移，IS 曲线会同方向且成倍移动，即Δy = kiΔi ；       （2）储蓄函数变动，IS 曲线同向移动且移动量成倍数，即Δy = ksΔs； 

（3）增加政府购买性支出，IS 曲线向右平移；Δy = kgΔg；                  （4）增加政府税收，IS 曲线向左平移。Δy =－ktΔT； 
（5）增加政府购买性支出和减税都属于增加总需求的膨胀性财政政策。其中，减少政府购买性支出和减税都属于增加总需求的紧缩性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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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率

的决

定 

1.利率决定于货币的需求和供给：凯恩斯认为：利率不是由投资和储蓄决定的，而是由货币的供给量和对货币的需求量决定的。（其中，货币的供给是外生变量，

由国家决定。主要是由货币需求决定。） 

四、LM 曲

线 

1.LM 曲线及其推导 

 

2.LM 曲线的斜率：取决于货币的投机需求和交易需求的斜率。西方经济学者认为，货币的交易

需求函数一般比较稳定，因此，LM 曲线的斜率主要取决于货币的投机需求函数。对应于

流动陷阱，LM 也会出现水平区域——凯恩斯区域（萧条区域），这时货币政策无效（增

加货币供给，既不能使利率增大，也不能使收入增加）。这时，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较

为有效。相反，利率上升到一定水平时，财政政策无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只会使利率上

升，y 不会增加）。 

 
3.LM 曲线的移动：（1）名义货币供给量 M 变动；（2）价格水平的变动。 

 
 
 

 

2.货币需求动机 
（1）交易动机，指个人和企业需要货币是为了进行正常的交易活动。出于交易动机的货币需求量主要决定于收入，收入越高，交易数量越大。 
（2）谨慎动机，指为了预防意外支出而持有一部分货币的动机。这一货币需求量大体上也和收入成正比，即 L1=L1（y）=ky. 
（3）投机动机，指人们为了抓住有利的购买有价证券的机会而持有的一部分货币的动机，即 L2=L2（r）=-hr. 

3.流动偏好陷阱：利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人们认为利率不太可能再下降，或有价证券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时，有价证券价格不可能再上升，因而持有货币。这

种情况称为“凯恩斯陷阱”或“流动偏好陷阱”，是指人们持有货币的偏好。 
4.货币需求函数：L=L1（y）+L2（r）=（ky－hr）p. 

（1）m 一定，m = ky－hr，得出：y = m / k + r·m/h 或 r = y·k/h －m/h. 
（2）LM 曲线上任一点都代表一定利率和收入的组合，货币供给和需求都

是相等的，即均衡。 
（3）几何推导（见右图）。 

5.货币供求均衡

和利率的决定 

 

(1)货币供给：①狭义的货币供给：指硬币、纸币和银行活期存款的总和（M1）；②广义的货币供给：指一个国家在某一时点上所保持的不          
属政府和银行所有的硬币、纸币和银行存款的总和（M1+定期存款）。 

(2)货币的供给曲线和货币的需求曲线的交点决定了利率的均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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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产品市场 货币市场 

Ⅰ 

Ⅱ 

Ⅲ 

Ⅳ 

i<S 有超额产品供给 

i<S 有超额产品供给 

i>S 有超额产品需求 

i>S 有超额产品需求 

L<M 有超额货币供给 

L>M 有超额货币需求 

L>M 有超额货币需求 

L<M 有超额货币供给 

消费（C） 

资本边际效率（MEC） 

 

投资（i） 

利率（r） 

收入 

六、凯恩斯

的 国 民

收 入 决

定理论 

流动偏好（L） 

（L=L1+L2） 
 

货币数量（m= m1+ m2） 

 

交易动机（由 m1 满足）。 

谨慎动机（由 m1 满足）。 

投机动机（由 m2 满足）。 

预期收益（R）。 

重置成本或资产的供给价格。 

消费倾向 
平均消费倾向 APC = C / y. 
边际消费倾向 MPC = ΔC / Δy. 
由此求货币数量（m=m1+m2），投资乘数 k = 1 /（1－ΔC/Δy）. 

1.两个市场同时均衡的利率和收入 
（1）由于 y 决定于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决定于消费支出 C（短期不变）和投资支出，而投资支出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效率（一定）和利率（r），取决于货币数量（一

定）和货币需求，取决于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取决于收入水平和利率水平，最终导致的是一个循环论证的错误。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建立模型，使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共同均衡： 

i（r）= s（y） 
M == L1（y）+ L2（r） 

（2）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非均衡 

 
五、IS-LM

分析 

2.均衡收入和利率的变动： 
IS 曲线和 LM 曲线交点上同时均衡，并不一定是充分就业的均衡。这样就必须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使 IS 曲线移动）或货币政策（使 LM 曲线移动）进行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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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政策：是政府变动税收和支出以便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就业和国民收入的政策。其中，变动税收指改变税率和税率结构，变动政府支出指改变政府对商品

和劳务的购买及转移支付。 
2.货币政策：政府货币当局即中央银行通过银行体系变动货币供给量来调节总需求的政策。 

 
第

十

五

章 

  

宏

观

经

济

政

策

分

析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

政策的影响 

二、财政政策的

效果 

1.货币政策效果

的 IS-LM 图形

分析 

1.财政政策的效

果（因斜率的不

同而有差别） 

（1）货币政策的效果指变动货币供给量的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假定增加货币供给能使国民收入有较大增加，则货币政策效果就大；反之，则小。 
（2）①在 LM 曲线斜率不变时，IS 曲线越平坦，LM 曲线移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越大。 

②在 IS 曲线斜率不变时，LM 曲线越平坦，LM 曲线由于货币供给量变动，国民收入的变动越小，即货币政策越小，反之则相反。 

2.古典主义的极

端情况 

（1）古典主义的极端情况：财政政策无效，货币政策有效。 
（2）原因：LM 垂直，说明货币需求的利率系数为零，说明利率足够高（或有价证券的价格足够低），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是完

全的，财政政策无效。货币政策效果极大。其中，Δy=Δm/k（投机需求为零）。 

三、货币政策

的效果 
（1）在通货膨胀时期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效果比较显著。但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效果就不明显。 
（2）从货币市场均衡的情况看，增加或减少货币供给要影响利率的话，必须以货币流通速度不变为前提。 
（3）货币政策的外部时滞也影响政策效果。 
（4）在开放经济中，货币政策的效果还要因为资金在国际上流动而受到影响。 

4.两种政策的混

合使用 

 

3.货币政策的局

限性 

（1）混合使用的政策效应 

 

（1）定义：指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私人消费或投资降低的效果。 
（2）影响挤出效应的因素： ①支出乘数大小。Kg 越大，挤出效应越大；②货币需求对产出水平的敏感程度；k 越大，挤出效应越大；③货币需求对利

率变动的敏感程度；h 越大，挤出效应越小;④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d 越大，挤出效应越大。 

 

3.挤出效应 

（1）从 IS—LM 模型看，财政政策效果的大小指政府收支变化（包括变动税收、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等）使 IS 变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 
（2）在 LM 曲线不变时，IS 曲线斜率的绝对值越大，即 IS 曲线越陡峭；则移动 IS 曲线时，收入变化越大，即财政政策效果越大。 

挤出效应：由于 IS 曲线变化导致均衡利率变化，利率上升抑制了私人投资。若投资对利率变动敏感，“挤出效应”越大，即 IS 曲线

越平坦，政策效果越小（挤出效应越大）IS 曲线越陡峭，政策效果越大（挤出效应越小）。 
（3）在 IS 曲线斜率不变时，LM 曲线越陡峭，移动 IS 曲线时，收入变动越小财政政策效果越小（挤出效应越大），反之越大。 

2.凯恩斯主义的极

端情况 

（1）IS 曲线为垂直线而 LM 曲线为水平线的情况，则财政政策十分有效，货币政策无效。 
（2）原因：①LM 为水平线时，说明利率降到最低点即凯恩斯陷阱，政府增加支出或减税未增加总需求，效果十分大，不会产生“挤出效应”。 

②IS 曲线为垂线，说明投资需求利率系数为零，则不管利率如何变动，投资都不会变动，货币政策不能增加收入，效果为零，财

政政策效果十分大。 

①膨胀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导致产出不确定，利率将上升。 
②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导致产出减少，利率将不确定。 
③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膨胀性的货币政策，导致产出不确定，利率将下降。 
④膨胀性的财政政策和膨胀性的货币政策，导致产出增加，利率将不确定。 

（2）采用不同的政策，不仅要看经济走势，还要看政治需要。 
（3）不同政策的后果可以对不同的人群产生不同的影响，也使 GNP 的组成比例发生变化。 



第 三 部 分  宏 观 经 济 学 

 - 39 - 

 
 
 
 
 
 
 
 
 
                 
 
 
 
 
 
 
 
 
 
                               
 
 
 
 
 
 
 
 
 
 
 
 
 
 
 
 
 

 
第

十

六

章 

 
宏

观

经

济

政

策

实

践 

一、经济政

策目标 

1.经济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为了增进社会经济福利而制定的解决经济问题的指导原则和措施。 

二、财政 
政策 

1.政府政策：为促进就业水平的提高，减轻经济波动，防止通货膨胀，实现稳定增长而对政府支出、税收和借贷水平所进行的选择，或对政府收入和支出水平所做

出的决策。 

2.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1）充分就业：指一切生产要素都有机会以自己愿意的报酬参加生产的状态。通常以失业来衡量。失业包括：摩擦失业、自愿失业、非自愿失业。 
（2）价格稳定：指价格总水平的稳定。“价格指数”有消费价格指数 CPI、批发价格指数 PPI、国民生产总值折算系数 GNP deflator. 
（3）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经济增长是指在一个特定时期内，经济社会所生产的人均产量和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4）国际间的收支平衡。 

 
 

2.财政的构成与财政政策工具 

（1）政府支出可分为政府购买和政府转移支付：①政府购买是指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是一种实质性支出；②政府转移支付是指          
政府在社会福利保险、贫困救济和补助等方面的支出。这是一种货币性支出。 

（2）政府收入：①税收是政府收入中最主要的部分，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按照法律预先的标准，强制地、无偿的取得财政收入的

一种手段。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三个基本特征。按按课税对象分为财产税、所得税、流转税；按收入中扣除的

比例分为累进税、累退税、比例税；②公债是政府对公众的债务，或公众对政府的债券。 

3.自动稳定与斟

酌使用 

（1）自动稳定器 

 

①（内在稳定器）指经济系统本身存在的一种会减少各种干扰对国民收入冲击的机制，能够在经济繁荣时自动抑制膨胀，  在
经济衰退时自动减轻萧条，不须政府采取任何行动。 

②财政政策的这种内在稳定经济的功能主要通过三项制度来完成。政府税收的自动变化（通过累进税率的作用）；政府支出

的自动变化；农产品价格维持制度。 

（2）斟酌使用的财政

①政府要审时度势，主动采取一些财政政策，变动支出水平或税收以稳定总需求水平，使之接近物价稳定的充分就业。这

就是斟酌使用的财政政策的或权衡性的财政政策。 
②当认为总需求非常低，即出现经济衰退时，政府应通过削减税收、降低税率、增加支出或双管齐下以刺激总需求。反之，

当认为总需求非常高，即出现通货膨胀时，政府应增加税收或削减开支以抑制总需求。前者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后者为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这种交替使用的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政策，被称为补偿性财政政策。 

 
ⅰ乘数大小难以准确地确定。 
ⅱ政府必须预测总需求水平通过财政政策作用达到预定目标究竟需要多少时间。 
ⅲ存在着“挤出效应”。 
ⅳ外在的不可预测的随机因素的干扰。 

 

③限制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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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货币 
政策 

 

1.商业银行和央行 
 

2.存款创造和货币

供给     

 

（1）商业银行：主要业务是负债业务、资产业务和中间业务。 
（2）中央银行：职能是政府的银行，发行银行和银行的银行。 

（1）所谓活期存款，是指不用事先通知就可随时提取的银行存款。 
（2）存款准备金，指经常保留的供支付存款提取用的一定金额。 
 
（3）货币创造 

 

①再贴现率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放款利率。 
②再贴现率↑=>商业银行借款成本↑=>商业银行借款↓=>商业银行准备金↓=>货币供给↓（乘数倍） 

 
①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卖政府证券以控制货币供给和利率的政策行为。 
 
 
②央行购进政府证券 => 货币供给↑： 

 
 
 
③央行购进政府证券 => 利率↓：央行购进政府证券 => 证券需求↑=> 证券价格↑=> 利率↓ 

 
 
 
 
 
 

 

①D = R/rd. 

②货币创造乘数为法定准备率的倒数的条件：商业银行没有超额储蓄；银行客户将一切货币收入存入银行，支

付完全以支票的形式。 

3. 货币政策及其工

具     
 

（1）再贴现率  

（2）公开市场

业务 

ⅰ向非银行机构购买：央行向非银行机构开出支票 =>非银行机构将支

票存入商行 => 商行将支票交回央行 => 央行增加商行帐户里

的准备金存款 => 商行准备金↑ => 货币供给↑ （乘数倍） 
ⅱ向商业银行购买：央行直接增加商行帐户里的准备金存款 => 商行准

备金↑ => 货币供给↑（乘数倍） 

（3）法定准备金率 
法定准备金率↑ => 货币乘数↓ => 货币供给↓（乘数倍） 
法定准备金率↓ => 货币乘数↑ => 货币供给↑（乘数倍） 

（4）道义劝告：中央银行运用自己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威望，通过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劝告，影响其贷款和投资方向，以

达到控制信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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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总 需

求 函

数 

 

1.总需求的定义：整个经济社会在每一总价格水平上对产品和劳务的需求总量。 
2.公式：总需求（AD）= 消费需求（C）+投资需求（I）+政府需求（G）+国外需求（NX）. 
3.总需求函数的定义：物价总水平与经济社会的均衡支出或均衡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 

二、总

供 给

函数 
 

2.西方宏观经济学假定短期宏

观生产函数有两条重要性质 

 
第

十

七

章 

 
总

需

求

和

总

供

给

模

型 

 

6.结论：无论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都会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 

 

 
r LM1

Y
P

AD

LM0
r1

P0

P1

Y1 Y0

r0

IS

r LM1

Y
P

AD

LM0
r1

P0

P1

Y1 Y0

r0

IS

Y
P

AD

LM0
r1

P0

P1

Y1 Y0

r0

IS

 

（1）利率效应：P↑=> L (Md)↑=> r↑=>I↓=>AD↓ 
（2）实际余额效应：P↑=> 购买力↓=> 实际财富↓=> C↓，I↓=>AD↓ 

（3）税负：P↑=> 名义收入↑=> T↑=>YD↓=> C↓，I↓=> AD↓ 
（4）净出口：P↑=> PM↓，PX↑=> M↑，X↓=>NX↓=> AD↓ 
（5）投资：P↑=>本国生产成本↑=> 去国外投资↑=>国内投资↓=>AD↓ 

 

4.总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的原因 

 

5.总需求曲线的推导（IS-LM 和总需求曲线）（见右图）。 

 

1.宏观生产函数 
（1）短期宏观生产函数： ),( KNFY = . 

（2）长期宏观生产函数：Y = F(N, K). 

3.总供给曲线的类型 

①形状：位于充分就业产量水平的垂线。 
②含义：在长期，实际产出量由潜在产出决定，价格水平只影响实际工资，对实际产出无影响。 
③前提：货币工资完全可调，随劳动供求变动而变化。 

 
①形状：向右上方倾斜。 
②含义：在短期，工人存在货币幻觉，价格水平的提高将使劳动供给增加，从而产出增加。 
③假定：工资刚性。 

    
（1）总产出随总就业量的增加而增加。 
（2）在技术不变和 K 为常数的假设条件下，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 

随着总就业量的增加，总产出按递减的比例增加。 

（1）古典总供给曲线(长期) 

 

（2）凯恩斯总供给曲线(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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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这是从总需求的角度来分析通货膨胀的原因，认为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总需求的过度增长，总供给不足，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所引起的通货
膨胀。 

四、通货

膨 胀

的 成

因 

五、通货膨胀的经济效应 

1.在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通货膨胀将有利于债务人而不利于债权人。 

2.在雇主与工人之间，通货膨胀将有利于雇主而不利于工人。 

3.在政府与公众之间，通货膨胀将不利于政府而不利于公众。 

 
六、失业与通货膨胀

的关系 

1.菲利普斯曲线该曲线所揭示的关系是：货币工资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负相关关系，即失业率的增加会降低工资增长率，而失业率的

下降会使工资增长率提高。 
2.公式：通货膨胀＝工资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在短期内，劳动生产率基本稳定，故通货膨胀率＝工资增长率。 

 
第

十

八

章 

 
失

业

和

通

货

膨

胀

理 
论 

一、失业

的 描

述 
 

1.失业（Unemployment） 
 

二、失业的影响与

奥肯定律 

1.失业的影响：（1）社会影响；（2）经济影响。 

 

三、通货膨胀的描

述 

1.通货膨胀是指物价水平普遍而持续的上升。 

2.通货膨胀的衡量：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是物价指数。 

3.通货膨胀的分类：按照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可将其分为三类：①温和的通货膨胀；②奔腾的通货膨胀；③超级通货膨胀。 

（1）失业是指有劳动能力的人想工作而找不到工作的社会现象。 
（2）失业率是指失业者占劳动力的百分比。 

2.失业的分类 

（1）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 Unemployment）：指在生产过程中由于难以避免的由于专业等原因而造成的短期、局部性失业。 
（2）季节性失业（Seasonal Unemployment）：指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不匹配所造成的失业，其特点是既有失业，又有职位空缺，失业者或者没有合适     

的技能，或者居住地点不当，因此无法填补现有的职位空缺。 
（3）周期性失业（Cyclical Unemployment）：指经济周期中的衰退或萧条时，因需求下降而造成的失业。 

3.自然失业率 
（1）自然失业率的定义：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起作用时，总需求和总供给处于均衡状态下的失业率。 
（2）公式：U/N = l / (l+f). 

（1）失业率每高于自然失业率 1 个百分点，实际 GDP 将低于潜在 GDP 两个百分点。 
（2）公式：(y－yf) / yf  =- a (u－u*). 

2.奥肯定律 

 

2.供给推动的通货膨胀 
 

（1）这是从总供给的角度来分析通货膨胀的原因。从总供给的角度看，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成本的增加。 

 

（2）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①工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指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市场造成的过高工资所导致的一般价格水平的
上涨。 

②利润推动的通货膨胀：指垄断企业和寡头企业利用市场谋取过高利润所导致的一般价格水平的
上涨。 

③供求混合推动的通货膨胀：指从总需求与总供给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影响来说明通货膨胀的原
因。 

 
3.结构性通货膨胀：这是从各生产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劳动市场的结构特征和各生产部门之间收入水平的赶超速度等角度分析了由于经济结构特点而引起

通货膨胀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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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九

章 

 
经

济

增

长

和

经

济

周

期 

一、对经济

增长的一

般认识 

二、经济增

长的核

算 

 

1.经济增长 
 

1.总产量增长的核算 
设定生产函数为Y=AF(K,L)，该生产函数满足以下条件，经济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收益不变，A代表技术水平，L代表劳动，K代表资本。 

该生产函数可以转变来明确预测投入增长和产出增长的关系。增长核算公式如下： 

A
A

K
K

L
L

Y
Y ∆

+
∆

+



 ∆

−=
∆

)()1( θθ
⋯⋯⋯⋯⋯⋯⋯⋯⋯⋯⋯⋯⋯⋯⋯⋯⋯⋯⋯⋯⋯⋯⋯（1） 

其中、 Y
Y∆

表示为经济增长率， L
L∆

表示为劳动增长率， K
K∆

表示为资本增长率， A
A∆

表示为全要素生产率。θ 表示收入中资本的份额。（1－ θ ）表示收

入中劳动的份额。 
公式1总结了生产要素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总产量增长的贡献。 

2.人均产量增长的核算 
人均产量（人均GDP）可以衡量一国国民的福利情况或穷富状况。 
定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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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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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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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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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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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式1方程两边同时减去人口增长率，重新排列后可得人均产量的增长核算的公式：  

A
A

k
k

y
y ∆+∆=∆ θ

 
 

3.经济增长因素的具体分析 
（丹尼森认为决定经济增

长主要有五个因素） 

（1）生产要素投入量方面的有 

 

①劳动力在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提高。 
②资本（包括土地）在数量上的增加。 

（2）总要素生产率方面的有 
①劳动力从农业和小本经营中重新配置到更有效的用途上去，即资源配置的改善； 
②规模的节约； 
③知识进展以及它在生产上的应用。 

（1）定义：经济增长通常被规定为总产量或人均产量的增加，经济增长的程度可以用增长率来描述。 

①总产量意义下的增长率为 

                    1

1

−

−−
=

t

tt
t Y

YY
G

 
②人均产量意义下的增长率为 

1

1

−

−−
=

t

tt
t y

yy
g

 
 

（2）公式表示为 
 

2.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1）区别：经济增长是一个量的概念，经济发展是一个质的概念。 
（2）联系：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国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总体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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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古典

经济增长

模型 

1.假设条件 
 

 
 

五、经济周期

理论概说 

 

1.定义：经济增长过程中反复出现并具有规律性的扩张与衰退相互交替的经济现象。 

 
2.特征：（1）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2）经济周期是经济活动总体性、全局性的波动；（3）一个完整的周期由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

阶段组成；（4）周期的长短由周期的具体性质所决定。 
 
3.类型：（1）基钦周期：短周期，平均长度为 3.5 年。（英国统计学家基钦 1923 年发现）；（2）朱格拉周期：中周期，平均长度为 8~10 年。（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

1860 年发现）；（3）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长周期，平均长度为 50 年。（俄国经济学家康氏 1925 年发现） 

 
4.一般原因：（1）信用过度论；（2）预期过度论；（3）消费不足论 ；（4）固定资产投资周期论；（5）创新理论 ；（6）政治周期论；（7）太阳黑子论 。 
 

四、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1）鼓励技术进步；（2）鼓励资本形成；（3）增加劳动供给。 

（1）经济增长源于投入的增长，如劳动、资本和技术的改进。各种投入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其要素份额。 
（2）劳动是最重要的投入，且按一个不变的比率n增长，并假定人口增长率等于劳动力增长率。 
（3）如果没有技术改进，人均产出最终将趋于一个稳态值。稳态人均产出正向取决于储蓄率，反向取决于人口增长率。稳态中的总产出增长率是外

生的，它等于n,独立于s. 
（4）长期人均产出的增长是技术改进的结果，由技术进步率g决定。总产出的长期增长率是技术进步率g和人口增长率n之和。 

3.模型基本
方程的推
导 

 

（1）经济处于完全竞争状态。 
（2）在生产中劳动与资本可以相互替代,规模报酬不变。 
（3）资本与劳动根据各自的边际生产力（递减）大小来取得报酬。 
（4）技术进步存在，假定技术进步是劳动加强型，生产函数为Y=F(K,AL)，其中A为技术变化参数，AL称为有效劳动投入。 

 

2.模型主要内容 
 

（1）人均生产函数曲线（准备）：以y表示人均产量（Y/L），     
以k表示人均占有资本量（K/L），可将经济中的生产
函数表示为人均形式： )( kfy＝ . 

（2）两部门经济的均衡（准备）：在索洛模型中，假设经济为
两部门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 I = S. 

（3）基本方程的推导（见右）。 

4.经济的稳

态分析 

（1）稳态：指的是在忽略技术变化的前提下经济的长期均衡状态。

稳态状态中，总产量（Y）与资本（K）按 n 的速度增长。 

（2）数学表达式： =∆k 0， 即 kdnsy )( += . 

dKIK −=∆Q （d为固定的资本折旧比率） 
根据已知I = S，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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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模型假设2，并且令技术进步率为0。整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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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2）式，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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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假设前提4，人均生产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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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模型基本方程扩展为： 
kdgnsyk )( ++−=∆  

5.更高储蓄率对收入和增长的影响：储蓄率的提高不影响产出的长期增长率（n），

但它提高了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的长期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