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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 1997年 401经济学考研真题

一、解释下列经济范畴（每个 2分，共 10 分）

l.资本有机构成

【育明教育解析】指由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资本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

资本的技术构成是资本在物质形态方面的构成，即构成资本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同使用这些生

产资料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之间的比例。在生产过程中，一定的资本由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两

部分构成，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数量比例关系。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

是由生产技术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的，所以称为资本的技术构成。

从价值形态看，用于生产的资本是由不变资本两部分组成，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之

间的数量比例关系称为资本的价值构成。资本的技术构成从根本上决定着资本的价值构成，

资本的价值构成的变化，通常反映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

2.领价制

【育明教育解析】指一个行业的价格通常是某一寡头根据自身的利润最大化原则率先确定价

格，其他寡头追随其后确定价格，又称价格领先制，相互勾结的寡头们通过协商产生领袖。

作为领先制定价格的厂商往往在行业中最大，处于支配地位；或者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或

者在掌握市场行情变化或其他信息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进而以协议的形式把这一价格规定

下来。

3.社会主义市场运行机制

【育明教育解析】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形成的以价格、供求和竞争三位一体的互动

关系为基础的经济运行和调节的机理。由于市场调节是在供求关系的变动、市场信号的变化，

以及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中实现的，因此，人们往往约定俗成地把市场运行机制的内容分解

为价格(包括利率、工资)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

市场运行机制有两个特点：一是调节的自动性。市场机制具有自动调节功能。这是因为，价

格、供求和竞争这些因素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都会引起另外一个因

素的变动。市场机制依靠上述内部机理的启动，无须外部力量的帮助，就能自动地发挥其调

节功能。二是利益的制约性。在商品经济运行过程中，价格和供求关系的变动，会直接影响

参加市场竞争的各个当事人的物质利益。市场机制则把商品生产者追求最大利润的动机同商

品消费者追求最大效用的动机结合起来，以此来调节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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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法人财产

【育明教育解析】指企业法人拥有的、独立于其创设人或成员的企业资产。法人拥有独立的

财产是其具有法律人格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是企业法人独立地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

的物质基础。企业法人以其财产为基础对外从事民事活动，以自己的财产为对价从别人那里

取得财产；企业法人以其全部财产作为从事民事活动的一般担保，并以具体财产偿付其债务。

拥有独资的财产也是法人区别于其他经济组织的主要根据之一。在法律上，任何法人都要有

独立财产，只不过因各类法人的情况不同，对独立财产的具体要求不同；但这均不妨碍法人

财产的独立性。也正是由于法人财产制度的极端重要性，我国《民法通则》也明文规定法人

应当具有必要的财产或经费，这就是我国法人独立财产制的民法渊源。民办学校从作为法人

起，就享有对民办学校的法人财产权。

企业的资产控制权是指独立自主地（即不需要征得其他经济主体同意或批准）用企业资产为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权利，它是控制企业的最基本的利。企业资产的控制权，

是作为企业法人所具有的财产权利，故又称为法人财产权。

5.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育明教育解析】指国民收入被创造出来后，首先要在创造它的物质生产领域内进行分配。

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国民收入的具体分解在不同所有制经济中是不尽相同的。但无论具体分

解有什么不同，最终都可以概括为国家集中的纯收入、企业收入和劳动者个人收入三个部分，

这便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三种基本的原始收入。

二、不定项选择题：（每小题 2分，共 10 分） 1.ABE 2. CDE 3.ABCD 4.D 5.ABD

三、简答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1.回答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联系和区别。

【育明教育解析】（1）相对剩余价值，是在工作日长度不变条件下，由于必要劳动时间缩短，

剩余劳动时间相应延长而生产的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由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引

起的，而必要劳动时间缩短的条件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超额剩余价值是指个别资本家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而比一

般资本家多得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些首先采用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

率、降低个别劳动时间的企业，就会使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而其所生产的商品仍按照社

会价值出售，因而多得一部分剩余价值，即超额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也是由工人的劳动

创造的。

（2）两者的联系。从个别资本家来看，出于对更多的超额剩余价值的追求，他必须不断提高劳



育明教育——中国考研专业课第一品牌 咨询 QQ：2472686232 1914025246

动生产率，使其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但当所有的资本家都仿效这一做法，都提高了劳

动生产率时，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就消失了，超额剩余价值也就不存在了。但是，这时由

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劳动力价值下降，必要劳动时间缩短，相对延长了剩余劳动时间，

从而实现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所以，各个资本家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结果是超额剩余价值消

失了，但实现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即相对剩余价值是超额剩余价值生产的结果。

另一方面，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也提高了资本家扩大生产，提高技术水平的积极性，促使资本家

进一步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设备，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争取后的更多的超额剩余价值。

（3）两者的区别。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个别企业劳动生产率提

高的结果，后者是社会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的结果；前者是个别企业获得的，后者是所有企

业都能获得的；前者是各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后者是各企业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结

果。

2.简述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联系和区别。

【育明教育解析】（1）市场经济是指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来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运行方式和调

节手段。市场经济的实质，是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进行社会资源的配置和生产力布局；以市

场为中心环节构架经济流程；用价格信号调节社会生产的种类和数量、协调供求关系；通过

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调节社会生产比例以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商品经济则是直接以交

换为目的的社会生产的经济形式，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2）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联系：有商品经济就有市场，当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

基础性作用时，商品经济才发展为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表现在：①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②商品经济规律是市场机制的

内在依据。③商品经济的发展高度，决定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

（3）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商品经济是指社会分工条件下具有不同利益生产者之间

交换劳动、进行劳动联系的特定方式，即通过商品货币关系实行等价交换的经济形式。市场

经济则是社会资源的一种配置方式，表明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基础是市场机制。

商品经济是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总称，它是与自然经济相区别的一种社会经济活动方式；

而市场经济则是一种以市场机制作为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机制的经济体制形式，与之相区别的

是计划经济体制。商品经济有简单商品经济与发达商品经济之分；市场经济有早期市场经济

与现代市场经济之分，但市场经济的这两种具体形式，并非与商品经济的两种形式对应的。

商品经济关系的存在和发展，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市场经济本身，则是商品经

济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和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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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述题（20 分）

试述商品价值量是怎样决定的？

【育明教育解析】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人类劳动，所以，商品价值就是由生产商品

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衡量劳动量的自然尺度是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所耗

费的劳动时间量成正比。决定商品价值量的不是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

度下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1）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因而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劳动量由其

天然尺度——劳动时间(小时、日、周)来衡量。不同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条件各不相同，生产

同样的商品所花费的个别劳动时间也不同。商品的价值能否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呢?不能。

价值的质的规定制约价值量的规定。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凝结在商品中的等同的抽象劳

动，作为交换基础的价值，体现的是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劳动的社会关系。因而，价值量的

决定，必然遵循一个客观的社会标准，是商品生产者共同的社会行为的结果。它不能由任何

一个商品生产者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来决定，而只能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来决定。

所谓社会必要(平均)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

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这里包含三个因素：现有的社

会正常的生产条件、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社会平均的劳动强度。前者指生产的物的因

素方面，后两者指生产的人的因素方面。所谓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是指当时某一生

产部门大多数产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条件，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自然条件等，其中主要

的是劳动工具的条件。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各个生产者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

强度也是有差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以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强度为标准。此外，同

类商品质量的优劣同其价值量的决定密切相关，因为每种商品的价值都是由提供标准质量的

该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于商品生产者至关重要，他们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

是小于、等于还是大于社会必要时间关系到他们的竞争能力、盈亏和成败，所以，每个商品

生产者都努力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劳动熟练程度，减少劳动消耗，降低个别劳动时间。

（2）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然而，不同的生产劳动，其复杂程度很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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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直接比较。例如，制造钟表的劳动就比砍柴的劳动复杂得多，同样是劳动 1小时，并不

能简单相等。所以，考察商品价值量的决定时，还要区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简单劳动是指简单劳动力的支出，即任何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头脑和肌体平均具有的劳动

力的耗费。复杂劳动则是指需要经过专门的学习和训练，具有一定的技能和知识的复杂劳动

力的支出。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在同一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是不相同的，复杂的劳动是多倍

的简单劳动。这是因为，复杂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

多的劳动时间，价值也就高些。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

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这样，为要交换，各种复杂程度不同的劳动还必

须化作同一的简单劳动，作为共同的计量单位，来确定商品的价值量。因此，形成商品价值

实体的，是无差别的一般简单劳动。决定商品价值量的，是社会必要的简单劳动时间。从质

与量的统一来理解价值，它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的简单的抽象劳动。在商品经济中，

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的比例，不是人们主观直接计算的结果，而是在千万次的交换过程

中自发形成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分，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发展时代是不相同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上的运用，随着文化教育的普及，过去的复杂劳动会变成或

正在变成简单劳动。不过，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家里，两者的区分却是一定的。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精神，技术商品的价值，同样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决定。与物质商品所不同的，只在于生产技术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它特定的含义。

既然技术商品的生产，是单项的、个别的、出自一个生产者的，因而便不存在通过市场无数

次交换和比较所自发形成的平均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生产技术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也

就是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可以从两层意义上把握：其一，生产技术商品的个别劳动时

间，就是在当时条件下，社会生产该商品所必须花费的时间；其二，该技术商品是社会所必

需的。另外，商品质量同其价值量决定密切相关的原理，也适用于技术商品。所以，在技术

商品价值量的决定上，使用这种技术所生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大小，也是必须考虑的

一个重要因素。

（3）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力的关系

商品价值量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又随劳动生产力的变

化而变化。所以，考察商品价值量的动态分析，主要是考察劳动生产力与价值量的关系。

劳动生产力，通常也称劳动生产率，一般以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来表示，也可用

生产单个产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来表示。劳动生产力的高低，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主要的是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程度；技术装备的规模和效能；原材料质量的好坏；劳动者的科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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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水平和平均熟练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组织以及自然条件；等等。

劳动生产力的变化，必然引起商品价值量的变化。劳动生产力越高，同一劳动在单位时

间内生产的商品(使用价值量)越多，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越少，其价值

量也越小，反之则相反。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

的生产力成反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单位使用价值包含的价值

量日益减少是必然的趋势。

西方经济学（40 分）

一、解释下列经济范畴（每个 2分，共 10 分）

1.机会成本

【育明教育解析】指人们利用一定资源获得某种收入时所放弃的在其他可能的用途中所能够

获取的最大收入。生产一单位的某种商品的机会成本是指生产者所放弃的使用相同的生产要

素在其他生产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最高收入。机会成本的存在需要三个前提条件。第一，资源

是稀缺的；第二，资源具有多种生产用途；第三，资源的投向不受限制。从机会成本的角度

来考察生产过程时，厂商需要将生产要素投向收益最大的项目，而避免带来生产的浪费，达

到资源配置的最优。机会成本的概念是以资源的稀缺性为前提提出的。从经济资源的稀缺性

这一前提出发，当一个社会或一个企业用一定的经济资源生产一定数量的一种或者几种产品

时，这些经济资源就不能同时被使用在其他的生产用途方面。这就是说，这个社会或这个企

业所能获得的一定数量的产品收入，是以放弃用同样的经济资源来生产其他产品时所能获得

的收入作为代价的。这也是机会成本产生的缘由。因此，社会生产某种产品的真正成本就是

它不能生产另一些产品的代价。所以，机会成本的含义是：任何生产资源或生产要素一般都

有多种不同的使用途径或机会，也就是说可以用于多种产品的生产。但是当一定量的某种资

源用于生产甲种产品时，就不能同时用于生产乙种产品。因此生产甲种产品的真正成本就是

不生产乙种产品的代价，或者是等于该种资源投放于乙种产品生产上可能获得的最大报酬。

一种资源决定用于甲种产品，就牺牲了生产其他产品的机会；从事生产甲种产品的收入，是

由于不从事或放弃其他产品生产的机会而产生的。

机会成本可以用实物量表示，也可以用价值量表示。但机会成本不是一般会计人员传统的成

本概念，而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资源利用的更为广泛的概念。机会成本说明，要把有限的（稀

缺的）资源用于最有利的地方，或者说在使用某种资源时应该是各种用途中最优的或者至少

是同样有利的。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曾经给经济学下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

择的使用中间进行分配的科学。”在西方，机会成本不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而且还被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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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分析消费和政府开支等活动的得失。

2．资本边际效率

【育明教育解析】指资本的预期利润率，即增加一笔投资预期可得到的利润率，是凯恩斯理

论体系中的三大基本定律之一。资本边际效率是一种贴现率，而根据这种贴现率，在资本资

产的寿命期间所提供的预期的现值能等于该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计算资本边际效率的公式

为：

n
n

p r
Q

r
Q

r
Q

r
QC

)1()1()1(1 3
3

2
21











 

式中，Cp表示资本的供给价格，Q1、Q2、……、Qn表示资本预期未来的收益，r表示资本边际

效率。资本的供给价格也就是资本的重置成本。公式表明，资本边际效率与资本重置成本成

反比，与资本预期收益成正比。凯恩斯认为，预期收益的减少与重置成本的上升都会使资本

效率递减。

3. LM 曲线

【育明教育解析】是描述满足货币市场均衡条件（货币需求等于货币供给）的利率与收入关

系的曲线。假设m代表实际货币供给量，M 代表名义货币供给量，P代表物价水平，那么，

货币市场均衡条件的公式为： hrkYL
P
Mm  ，可以推导出 LM 曲线的表达式为：

h
mY

h
kr

k
m

k
hrY  或 。以Y 为横轴，r为纵轴所画的 LM 曲线是由左下向右上倾斜的。

在货币市场上，对应于特定的收入水平，货币需求（ L）与货币供给（M ）相等时所决定

的利率为均衡利率。但不同的收入水平对应着不同货币需求，故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下也就有

不同的均衡利率。

4. 对外贸易乘数

【育明教育解析】指国民收入的变动额与引起国民收入变动的贸易收支变动额之比。在开放

经济中，国民收入(Y)是由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以及净出口(X－M)所决定的。假

定消费、进口是国民收入的线性函数，投资与出口为外生变量，则开放经济的宏观模型为：

Y=C＋I＋G＋X－M

C=C0＋cY (0<c<1) ⑤

M=M0＋mY (0<m<1)

其中，c、m 分别代表边际消费倾向与边际进口倾向。由此可求得开放经济下的均衡国民收

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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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假设本国出口增加ΔX，则它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为

X
ms

Y 



1

⑦

式⑦表明了出口增加与收入增加的关系，其中 ms 
1
即是外贸乘数，它表明增加一单位出

口将引起国民收入增加 ms 
1
单位。显然，对外贸易乘数与边际储蓄倾向、边际出口倾向

呈负相关，边际储蓄倾向和边际进口倾向越大，对外贸易乘数越小，国民收入增加也越少。

由于 ms 
1

s
1


⑧

因此，开放经济中的乘数效应要小于封闭经济中的乘数效应。

1．索洛增长模型

【育明教育解析】其基本假定包括：①社会储蓄函数为 S＝sY，式中，s是作为参数的储蓄

率；②劳动力按一个不变的比率 n增长；③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

在一个只包括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的简单经济中，经济的均衡为：I=S。即投资或资本

存量的总增加等于储蓄。资本存量的变化等于投资减去折旧。当资本存量为 K，假定折旧是

资本存量 K的一个固定比率 K （0 1  ），则资本存量的变化 K 为： K=I- K 。

根据 I=S sY ，上式可写为： K=sY- K 。两边同时除以劳动数量 N，有，

K/N=sy- k
（1）

由于

Kk
N


，所以 k的增长率可写为：

k K N K n
k K N K
   

   

则

kK= K nK
k


 

上式两端同除以 N，则有：

K = k nk
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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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1）（2）式合并，消去

K
N


，则有： k sy n K  （ + ） （3）

式（3）就是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方程。这一关系式表明，人均资本的增加等于人均

储蓄 sy 减去 n K（ + ） 项。 n K（ + ） 可以理解为：劳动力的增长率为 n，一定量的人均储

蓄必须用于装备新工人，每个工人占有的资本为 k，这一用途的储蓄为 nk。另一方面，一定

量的储蓄必须用于替换折旧资本，这一用途的储蓄为 K 。总计为 n K（ + ） 的人均储蓄被

称为资本的广化。人均储蓄超过 n K（ + ） 的部门则导致了人均资本 k的上升，即 k 0  ，

这被称为资本的深化。 k 0  ，人均资本就会减少。因此，要实现稳态增长，须 k 0  ，

即人均储蓄正好等于资本的广化。换句话说，索洛增长模型的稳态条件是： sy n k（ + ） 。

如果一个经济的目标是使人均消费最大化，那么在技术和劳动增加率固定不变时，经济

中的资本一劳动比率应达到这样数量，即使得资本的边际产品等于劳动的增长率，即 fˊ

(k)=n，此即黄金分割率。

二、简答题（10 分）

什么是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的消费者均衡条件，为什么？

【育明教育解析】（1）消费者均衡是研究单个消费者如何把有限的货币收入分配在各种商品

的购买中以获得最大的效用。也可以说，他是研究单个消费者在既定收入约束下实现效用最

大化的均衡条件。

（2）在基数效用论者那里，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为：在消费者的货币收入和

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应该使自己所购买的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相等，

且都等于货币的边际效用。这一均衡条件可以表示为：

  IXP ii i=1，2，3……，n （1）

ii PMU / （2）

其中， I 为消费者的收入， iP、 iX 和 iMU 分别为第 i种商品的价格、消费量和边际效用，

为货币的边际效用。（1）为限制条件，（2）为在限制条件下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均衡

条件。

（3）在序数效用论者那里，只有既定的预算线与一组无差异曲线簇中一条无差异曲线相切

的点，才是消费者获得最大效用水平或满足程度的均衡点。即消费者的均衡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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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 P

PMRS  ，这个式子表示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商品的价格之比。

三、论述题（20 分）

评述凯恩斯货币政策。

【育明教育解析】凯恩斯学派认为利率是影响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主要因素，中央银行应该

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灵活地选择货币政策工具，以实现充分就业，保持经济稳定。凯恩斯

学派认为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虽然存在着时滞，但它可以系统地影响产出等实际经济变量，

即货币政策是有效的。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由于经济运行不稳定，必须有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根据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市场经

济的运行很不稳定，长期增长速度与短期增长速度往往互相背离，这就导致经济的波动。若

短期经济增长速度超过长期增长速度，社会的有效需求就超过有效供给，这就会造成通货膨

胀；反之，社会有效需求少于有效供给，这又会发生经济萧条和失业。因此，他们主张采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发挥稳定经济、保证充分就业的作用。因为这种调节是针对不同的

经济形势采取的，所以称之为“相机抉择”的政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是策指在经济萧

条时，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以刺激有效需求，增加就业机会，

促进实际产出；反之，在经济增长过快出现通货膨胀时，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减少货币

供应量、提高利率，以抑制有效需求，限制投资和消费的增长。据此调节货币数量，影响经

济运行，抵消非货币因素引起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

（2）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地稳定经济运行。凯恩斯学派认为，私有经济本身不具

有自动稳定的功能，相反，市场经济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必然会导致需求扰动。如果听任自

然，就会产生繁荣和衰退交替的周期性经济波动。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规范倡导者看来，

货币政策本身具有一种能动性的短期经济稳定作用，货币当局被赋予广泛的权力，它可以根

据自己的主观判断权衡取舍，通过“逆经济风向行事”的“反经济周期”行动来抵消波动，

稳定经济运行。

（3）货币政策存在时滞。货币政策的时滞与货币政策有效性有着密切关系。对凯恩斯主义

者来说，由于他们断言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是间接的（即通过利率的变化间接影响实际经济

变量），而财政政策是直接的，因此他们认为，货币政策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才能显示出其

作用和效果；其全部效果发挥出来则需要四年的时间，也就是说，货币政策收效比较慢，而

财政政策收效比较快。虽然他们承认货币政策具有较长的时滞，但他们仍然坚持货币政策的

有效性，即货币政策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可以比较有效地影响实际经济变量，稳定经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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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实际货币需求存在流动性陷阱，货币数量的变化只影响人们持有

的货币量，并不影响利率。因此，在经济严重衰退时，货币供给变动本身并不会引起利率变

动，不管投资是否会对利率变动做出反应，也不能通过改变货币供给来改变投资，货币政策

也就无足轻重，而财政政策则可以对经济起刺激作用。所以，凯恩斯主义在政策主张方面对

财政政策的重视大于货币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