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2 章 国民收入的决定：AD-AS 模型 

（2023 年 9 月 15 日更新） 

一 名词解释 

12-1. 总需求 

总需求指经济社会对产品和劳务的需求总量。总需求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需求

和国外需求构成。 

 

12-2. 总需求函数 

总需求函数为以产量（国民收入）所表示的需求总量和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表示在某

个特定的价格水平下，经济社会需要多高水平的产量。 

 

12-3. 利率效应 

利率效应指价格水平变动通过影响利率进而影响企业投资的效应称为总需求曲线的利

率效应。 

 

12-4. 实际余额效应 

实际余额效应指价格水平变动，影响人们的实际购买力或实际财产，进而影响实际消费，

称为总需求曲线的实际余额效应，有时也称为“财富效应”。 

 

12-5. 总供给 

总供给指经济社会所提供的总产量（或国民收入），即经济社会投入的基本资源所生产

出来的产量。 

 

12-6. 总供给函数 

总供给函数是以产量（国民收入）表示的总供给量和一般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 

 

12-7. 潜在产出 



潜在产出指充分就业时的产出水平，也指资源在充分利用情况下所能实现的最大产出。 

 

12-8. Δ工资“刚性” 

工资“刚性”指由于种种原因，名义工资水平不会轻易调整，特别是不会下降的现象。 

 

12-9. Δ黏性工资理论 

黏性工资理论指名义工资的调整慢于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化。 

 

12-10. Δ货币中性 

在宏观经济学中，当货币存量的变动仅仅导致价格水平的变动而实际变量（产量、就业）

未发生变化的情况，称为货币中性。 

 

 

 

二 选择题 

12-11 12-12 12-13 12-14 12-15 12-16 12-17 12-18 12-19 12-20 

D D A C C C D A B D 

12-21 12-22 12-23 12-24 12-25 12-26 12-27 12-28 12-29 12-30 

C A B B A D D A A D 

12-31 12-32 12-33 12-34 12-35 12-36 12-37 12-38 12-39 12-40 

C D D C B A A D A D 

12-41 12-42 12-43 12-44 12-45 

B A B C D 



 

三 判断题 

12-46 12-47 12-48 12-49 12-50 12-51 12-52 12-53 12-54 12-55 

√ × × × √ √ × × √ × 

12-56 12-57 12-58 12-59 12-60 12-61 12-62 12-63 12-64 12-65 

√ √ × × √ √ × × × √ 

12-66 12-67 12-68 12-69 12-70 12-71 12-72 12-73 12-74 12-75 

× × × √ √ √ √ √ × × 

12-76 12-77 12-78 12-79 12-80 

√ × × √ √ 

 

 

四 简答题 

12-81. 总需求曲线的理论来源是什么？为什么在 IS-LM 模型中，P（价格）自由变动，即

可得到总需求曲线？ 

解答：总需求指经济社会对产品和劳务的总需求量，总需求函数同时涉及产品市场和货

币市场，反映的是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同时处于均衡时，价格水平和产出水平的关系，也就

是说，总需求函数可以从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同时均衡中得到，总需求曲线理论来源于产

品市场均衡理论和货币市场均衡理论。如图 12-1 所示，（a）为 IS-LM 曲线，（b）为总需求

曲线。LM 曲线和 IS 曲线可以有很多交点，每一个交点都有特定的 y 和 r，于是就有许多 P

y1 y2 y

r

IS

r1

r2

LM(P1)

LM(P2)

(a)



与 y 的组合从而构成了（b）图中的一系列点。把这些点连在一起所得到的曲线就是总需求

曲线 AD。 

 

图 12-1  IS-LM 曲线（a）和总需求曲线（b） 

 

12-82. 总供给曲线的理论来源是什么？ 

解答：总供给指经济社会所提供的总产量，其生产函数可表示为：y=f（N，K），其中

y 为总产出，N 表示整个社会的就业水平，K 为整个社会的资本存量。宏观经济学假设总产

出量随着总就业量的增加而增加，且技术不变，K 为常数。因此，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

总供给将主要由经济的总就业水平决定，而经济中的总就业水平由劳动力市场决定。从劳动

均衡条件 Ns（W/P）=Nd（W/P），解答出均衡就业量 N
*，代入生产函数便可求出总供给。

所以说总供给曲线的理论来源是生产函数和劳动力市场均衡理论。 

 

12-83. 为什么总供给曲线可以被区分为古典、凯恩斯和常规这三种类型？ 

解答：按照货币工资（W）和价格水平（P）进行调整所要求的时间长短，宏观经济学将

总供给曲线分为三种。古典总供给曲线是基于古典学派认为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可以迅速调

整的假设，认为实际工资总是处于充分就业水平，因此总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直线。凯恩斯总

供给曲线是建立在货币工资和价格具有刚性的基础上，认为二者不能调整，因此认为总供给

曲线是一条水平线。以上是两种极端的情况。常规总供给曲线则介于二者之间，认为总供给

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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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 y2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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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4. 从四个效应角度分析总需求曲线为什么向右下方倾斜？ 

解答：总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总需求与价格水平反向变化可以从总需求曲线价格变

动的四个效应进行解答释：第一，价格水平的变化将引起利率的同方向变动，进而引起投资

和产出水平的反向变动。当价格上涨时，货币需求的增加将导致利率的上升，投资水平将会

下降，从而总需求水平也将下降，称为利率效应；第二，价格水平的变化还会影响人们的实

际财富，当价格水平上升时，以货币表示的资产（如现金、存款等）的实际价值将降低，人

们由于变得相对贫穷而减少消费支出，也会引起总需求的下降，称为财富效应；第三，价格

水平的变化会影响人们的税收负担，当价格水平上升时，人们的名义收人将增加，从而使人

们进入更高的纳税等级，消费者的税负增加，可支配收入下降，消费水平下降从而总需求水

平也将下降，称为税收效应；第四，价格水平的变化还将通过影响净出口来影响总需求。如

当价格水平上升时，固定汇率下降会使出口减少，进口增加，这也会使总需求水平下降，称

为国际贸易效应。 

 

12-85. 为什么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般被称为需求管理的政策？ 

解答：如图 12-2 所示，图中（a）是对应于一定价格水平 P0 的 IS 曲线和 LM 曲线，均

衡点为 E，在图（b）中的 AD 曲线中对应的 E 点。现在假设增加政府支出，其结果是 IS 曲

线由 IS0 曲线右移到 IS1 曲线。在原来的价格水平下，新的均衡点为 E1。在图（b）中，也画

出对应的 E1 点，该点是新的总需求曲线 AD1 上的一点。可见，在既定的价格水平下，政府

支出的增加也就意味着总需求的增加，进而影响国民收人及就业量。同理，无论是财政政策

还是货币政策，都是通过影响利率，消费和投资进而影响总需求，通过对总需求的调节来调

控宏观经济。因此，AD 曲线就能直观地说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影响总需求的需求管

理政策。 



 

图 12-2  IS-LM 曲线（a）和总需求曲线（b） 

 

12-86. 试比较凯恩斯支出模型（收入-支出模型）、IS-LM 模型和 AD-AS 模型。 

解答：（1）收入-支出模型、IS-LM 模型和 AD-AS 模型各自的基本特征简单的凯恩斯支

出模型（收入-支出模型）之所以被称之为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是因为仅考虑到产品市

场， 不涉及到货币市场和劳动市场。在分析中， 投资被作为外生变量进行分析， 不受利

率和收入水平的影响。 

IS-LM 模型将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用来确定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

时达到均衡时的利率和收入水平。与简单的凯恩斯支出模型（收入-支出模型）不同的是，

IS-LM 模型中投资是一个内生变量， 受利率和收入水平的影响。 

简单的凯恩斯支出模型（收入—支出模型）和 IS-LM 模型都属千短期分析， 在分析过

程中， 都假定价格不变， 即认为价格是刚性的。而 AD-AS 模型属千中期分析， 该模型取

消了价格水平固定不变的假定， 着重说明产量和价格水平的关系。另外，AD-AS 模型将产

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劳动市场结合起来， 分析的是三个市场同时达到均衡时产量和价格水

平的关系。 

（2）三个模型之间的内在联系。事实上， 简单的凯恩斯支出模型（收入—支出模型）、

IS-LM 模型和 AD-AS 模型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取消投资不受利率和收入水平的影响的

假定，IS-LM 模型中的 IS 曲线可以根据简单的凯恩斯支出模型（收入—支出模型）予以推

导；取消价格水平固定不变的假定，AD-AS模型中的AD曲线可以根据 IS-LM模型予以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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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计算题 

12-87. 假设在一个三部门经济中，消费函数 C=200+0.75Y，投资函数 I=200-25r，货

币需求函数为 L=Y-100r，名义货币供给量为 1000，政府购买支出为 G=50，求该经

济的总需求曲线方程。 

解答： 

首先，计算 IS 曲线：根据三部门产品市场均衡条件，Y=C+I+G，将消费函数、投资函

数和政府购买支出代入其中，得到 Y=200+0.75Y+200-25+50，化简得到式①：Y=1800-1000r； 

其次，计算 LM 曲线：根据货币市场均衡条件，L=M/P，将货币需求函数和货币供给函

数代入其中，得到 Y-100r=1000/P，调整之后有式②：Y=1000/P+100r； 

最后，将式①和式②联立起来，消掉变量 r，可得：Y=900+500/P，即为该经济的总需

求函数。 

 

12-88. 设一两部门的经济由下述关系式描述：消费函数 C＝100＋0.8y，投资函数为 I

＝150－6r，货币需求函数为 L＝0.2y－4r，设 P 为价格水平，货币供给为 M＝150。 

（1）总需求函数。 

（2）若 P＝1，均衡国民收入和均衡利率各为多少？ 

（3）若该经济的总供给函数为 AS＝800＋150P，求均衡国民收入和均衡价格水平。（单

位均为亿元） 

解答： 

（1）IS：150－6r＝0.2y－100 

LM： ry
P

42.0
150

  

总需求曲线为：
P

Y
450

500   

（2）当 P＝1 时，根据（1）的结果可求得：y＝950，r＝10； 



（3）AS＝800＋150P＝AD＝500＋
P

450
 

解答得：P＝1，Y＝950，即为均衡的价格水平与收入。 

 

12-89. 假设总供给函数 AS 为：Y=100+P，总需求函数 AD 为 Y=200-P（单位均为亿

元）。 

（1）试求均衡点。 

（2）如果总需求曲线向左平移 10%，求新的均衡点并把该点与（1）的结果相比较。 

（3）本题的总供给曲线具有何种形状？属于何种类型？ 

解答： 

（1）根据 AD=AS，有 100+P=200-P，得到均衡价格水平 P=50，均衡收入水平 Y=150； 

（2）如果AD曲线向左平移 10%，则新的AD曲线为 Y=200（1-10%）-P，化简有 Y=180-P；

同样根据 AD=AS，新的均衡点上均衡的价格水平 P=40，均衡收入水平 Y=140； 

（3）本题的总供给曲线是常规的总供给曲线，且是线性的常规总供给曲线。 

 

12-90. 假设有一经济社会是由三部门构成的。其消费函数为 C=20+0.8（Y－T），投资

函数为 I=600－4000r，政府支出 G=420，税收函数 T=100+0.25Y，名义货币供给

Ms＝345，货币需求函数为 Md=25+0.4Y－4000r。试求： 

（1）IS 曲线方程。 

（2）当价格水平 P=1 时，LM 曲线的方程。 

（3）当价格水平 P=1 时，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均衡时的利率和国民收入。 

（4）总需求曲线方程。 

解答： 

（1）IS 曲线方程： 

 G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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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4000600)(8.020







 

整理得 IS 曲线方程：                   ① 

（2）LM 曲线的方程：  

所以价格水平为 1 时，LM 曲线的方程：  

整理得 rY 10000800                 ② 

（3）当价格水平 P=1 时，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的利率和国民收入分别为， 

联立方程①②得： 08.0,1600  rY 。 

（4）联立（1）、（2）中的 IS 曲线和 LM 曲线的方程，可得总需求曲线方程： 

。 

 

12-91. 假设在某经济中，消费函数为 C=600+0.8Y，投资函数为 I=400-50r，政府购买

为 G=200，货币需求函数为 L=250+0.5Y-125r，名义货币供给量为 1250，价格水平

为 1。 

（1）请分别求出 IS 曲线方程和 LM 曲线方程。 

（2）试求均衡国民收入和均衡利率。 

（3）假设充分就业收入为 5000 亿元，若政府欲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实现充分就

业，需要增加多少货币供给？ 

（4）当价格水平可变时，推导出总需求函数。 

（5）假定总供给函数为 Y=2375+125P，请根据（4）求出的总需求函数，求均衡价

格水平和国民收入。（单位均为亿元） 

解答： 

（1）根据三部门经济产品市场均衡条件，Y=C+I+G，代入可得 Y=600+0.8Y+400-50r+200，

化简有 Y=6000-250r，即为 IS 曲线； 

rY 100002400

rY
P

40004.025
345



rY 40004.025345 

4

4175

4

1725


P
Y



根据货币市场均衡条件，L=M/P，将货币需求函数和货币供给函数代入，得到

L=250+0.5Y-125r=1250，调整之后有：Y=2000+250r，即为 LM 曲线。 

（2）联立 IS-LM 曲线，求解答得到均衡的收入水平 Y=4000，均衡利率水平 r=8； 

（3）假设充分就业收入为 5000，则根据 IS 曲线 Y=6000-250r，充分就业时均衡利率水

平 r=4，将其代入货币需求函数 L=250+0.5Y-125r，即可得到在实现充分就业时货币的需求

量为 L=250+0.5×5000-125×4=2250；利用 2250-1250=1000，所以政府欲采用扩张性的货币

政策实现充分就业，需要增加 1000 货币供给。 

（4）当价格水平可变，联立 IS 曲线 Y=6000-250r 和 LM 曲线 Y=2500/P+250r-500，消

掉 r 变量，可得：Y=2750+1250/P，即为总需求曲线。 

（5）联立 AD 和 AS 曲线，即可得到均衡的收入水平为 Y=3000，均衡的价格水平 P=5。 

 

12-92. 设总供给函数为 yS＝2 000＋P，总需求函数为 yD＝2400－P。（单位均为亿元） 

(1)求供求均衡点。 

(2)如果总需求曲线向左(平行)移动 10%，求新的均衡点并把该点与(1)的结果相比较。 

(3)如果总需求曲线向右(平行)移动 10%，求新的均衡点并把该点与(1)的结果相比较。 

(4)如果总供给曲线向左(平行)移动 10%，求新的均衡点并把该点与(1)的结果相比较。 

(5)本题的总供给曲线具有何种形状？属于何种类型？ 

解答： 

(1)由 yS＝yD，得 

  2000＋P＝2400－P 

于是 P＝200，yD＝yS＝2200，即得供求均衡点。 

(2)向左平移 10%后的总需求方程为 

  yD＝2160－P 

于是，由 yS＝yD有 

  2000＋P＝2160－P 

  P＝80 yS＝yD＝2080 

与(1)相比，新的均衡表现出经济处于萧条状态。 

(3)向右平移 10%后的总需求方程为 

  yD＝2640－P 

于是，由 yS＝yD有 

  2000＋P＝2640－P 



  P＝320 yS＝yD＝2320 

与(1)相比，新的均衡表现出经济处于高涨状态。 

(4)向左平移 10%的总供给方程为 

  yS＝1800＋P 

于是，由 yS＝yD有 

  1800＋P＝2400－P 

  P＝300 yS＝yD＝2100 

与(1)相比，新的均衡表现出经济处于滞胀状态。 

(5)总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直线，属于常规型。 

 

12-93. 假定某经济社会 C=1000+0.8 yd，i =150-6r，t=50，g=40，可知 IS 方

程为 y=1250-30r；名义货币供给 M=150，货币需求函数为 L=0.2Y-4r。 

（1）求价格水平为 P=100%=1、P=1.2、P=1.5 时的 LM 曲线方程。 

（2）求上述三种价格水平下的总需求方程，并求解答均衡收入和利率。 

（3） 画出总需求曲线 AD。 

（4）当 P=1 时，中央银行增加货币投放量，从而使 M=200，求 y，r；并且

和(2)对比，在(3)所作图中画 AD 曲线，此时，AD 曲线有什么变化？ 

（5）当投资需求利率弹性变小时，如 i=120-3r，总需求曲线斜率如何变化

（LM 曲线不变）？ 

（6）当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变大时，如 L=0.2Y-10r，总需求曲线斜率如何

变化（IS 曲线不变）？（单位均为亿元） 

 解答： 

（1）因为货币供给函数 m=

150M

P P


 

再由已知：货币需求函数为： 0.2 4L y r 
 

由 L=m 易得 LM 曲线方程为
750 20
P

y r 
 

故      ① P=1        y=750+20r 

 

        ② P=1.2       y=625+20r 

        ③ P=1.5       y=500+20r 

（2） 由已知可得：IS 曲线为：y=1250-30r 



          而 LM 曲线为：
ry

P
m 42.0

150


 

由 IS、LM 曲线有：总需求曲线为：
500

450


P
y

 

故 

①  P=1         Y=950    r=25-15=10 

②  P=1.2       Y=875    r=25-12.5=12.5 

③  P=1.5       Y=800    r=25-10=15 

（3）如下图 12-3 所示： 

 

图 12-3  AD 曲线 

 

（4） M=200    P=1 

则 LM 方程为：Y=1000/P+20r=1000+20r 

      联立 IS 与 LM 曲线方程







ry

ry

201000

301250

 

      解答得：







1100

5

y

r

 

由图可知：此时，AD 曲线右移。 

（5） 当投资资函数变为：i=120-3r 

则 IS 曲线方程将变为：

  ryryy 15560040)3120()50(8.01000    

由此可知 IS 曲线的斜率变大了。 

通过作图我们可以发现，根据不同价格水平下的 LM 曲线与 IS„曲线交点所绘出的 AD'‟

p 

AD 

y o 

1 

1.5 

800 950 

AD



曲线比原 AD 曲线更陡峭了。即斜率的绝对值更大了。所以 AD 曲线斜率和 IS 曲线斜率同方

向变化。 

(6)当价格 P=1，L=0.2y-10r 时，LM 曲线变为：y=750+50r 

和（1）相比，（6）时 LM 曲线斜率变小。 

通过作图我们可以发现，根据不同价格水平下的 IS 曲线与 LM„曲线交点所绘出的 AD‟

曲线比原 AD 曲线更陡峭了。即斜率的绝对值更大了。所以 AD 曲线斜率和 LM 曲线斜率反

方向变化。 

 

12-94. 如总供给曲线为 AS＝250、总需求曲线为 AD＝300－25 P(单位均为亿元)，试

求： 

（1）供求均衡点的价格水平和收入水平为多少？ 

（2）如总需求上升 10％，其他条件不变，新的供求均衡点的价格水平和国民收入为多

少？ 

（3）如总供给上升 10％，其他条件不变，新的供求均衡点的价格水平和国民收入为多

少？ 

解答:（1）由 AS=AD 可得，均衡条件下：P=2，Y=250 

      （2）总需求上升 10%后，总需求曲线变为：y=（330-25P）（1+10%）=330-27.5，

与总供给曲线方程联立，求得新的均衡点 y=250，P=2.9 

（3）总供给上升 10%后，总供给曲线变为：y=275，与总需求曲线方程联立，求得新

的均衡点 y=275，P=1  

 

12-95. Δ假设生产函数和劳动供给函数分别由以下两个式子 F(N) =20N-N
2 和

Ns=1/2×W/P 刻画，其中 N 为工人人数，W 为名义工资，P 为价格水平。 

(1) 求解劳动力市场均衡工资水平和均衡的就业人数。 

(2) 假设价格水平外生给定，若政府推行最低名义工资水平为 W=50，计算存在最低工

资时的均衡价格水平和就业人数。 

(3)在最低名义工资水平为 50 时，推导总供给曲线方程。 

解答： 

（1）根据生产函数可知劳动的边际产出为：MPL=20-2N。 劳动的需求由劳动的边际

产出决定，因此劳动的需求函数为：W/P=20-2N,即 N
D
=1/2×(20-W/P)。 



已知劳动的供给函数，可知劳动市场均衡时有：l/2×W/P＝l/2×(20-W/P)，解答得：W/P

＝10。将均衡工资水平W/P=10代入劳动需求函数或劳动供给函数，可得均衡雇佣人数N=5。 

（2）如果最低名义工资水平 W=50 且此时达到劳动市场均衡，则有劳动的需求函数 50/P

＝20-2N;劳动的供给函数为 N=l/2X 50/P，联立方程 可得价格水平 P=5, 就业人数 N=5。 

（3）在最低名义工资水平为 50 时，劳动的需求函数为 50/P＝20-2N
D可得 N

D
=10-25/P，

劳动供给函数为 Ns=25/P，劳动力市场均衡时，价格水平为 P=5, 就业人数 N=5。 

当价格水平 P≤2.5 时，厂商生产亏损，没有劳动力需求，此时代入生产函数， 可

得此时总供给曲线为 F(N)=0； 

当价格水平 2＜P≤5时，此时劳动力市场供过千求，就业人数为劳动需求量，此时

代入生产函数，可得总供给曲线为：F(N) =20N-N
2
=20 ( 10-25/P） -( 10-25/P) 

2
= 

100-625/P
2 ； 

当价格水平 P>5 时，此时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就业人数为劳动力供给人数，代

入生产函数，可得此时 

总供给曲线为：F (N) =20N-N
2
=20×25/P- (25/P)

2
= (500P -625)/P

2
 

故在最低名义工资水平为 50 时，总供给曲线为： 

2

2

0                    2.5

625
= 100-         2.5<P 5            

500 625
  P>5

P

Y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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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六 论述题 

12-96. Δ假设人们的实际货币需求量取决于实际可支配收入，而不是实际收入，货币需

求函数可以表示为 L= L1（y—t）+ L2（r）, 其中 L 表示对货币的实际需求，y 表示实际收入，



t 表示净税收，r 表示利率，使用 IS-LM 模型分析减税对总需求的影响。 

解答：如果实行减税， 则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从而消费增加，总需求也增加。当

货币需求函数为 L= L1（y—t）+ L2（r），则实行减税会使货币需求增加，在货币供给不变的

前提下，会使 LM 向左移动，从而总需求减少。可以想象的是，可支配收入增加导致的总需

求增加幅度会大于由于货币需求增加导致的总需求减少幅度，从而实行减税会导致总需求增

加。 

在图 12-4 上图中，IS 曲线和 LM 曲线对应于一定的货币数量和价格水平 P0。均衡点为

E，在下图 AD 曲线中有与之对应的 E 点。如果实行减税，其结果是 IS 曲线向右移动到 IS'。

在原来的价格水平下，新的均衡点为 E’，此时，利率提高，收入增加。在图 12-4 下图中，

也画出对应的 E' 点，E' 是新的总需求曲线 AD’上的一点。实行减税会使货币需求增加，在

货币供给不变的前提下，会使 LM 向左移动，即从 LM(P0) 向左移动到 LM'(P0)，与 IS' 曲线

形成新的均衡点 E"，此时，利率提高，收入减少。在下图中，也画出对应的 E"点，E"是新

的总需求曲线 AD"上的一点。可以看出，AD"曲线在 AD 曲线和 AD' 曲线之间，即如果实行

减税，总需求会增加，只是增加的幅度不如不考虑 LM 曲线移动所带来总需求增加幅度大。 

 

图 12-4  IS-LM 曲线（上图）和总需求曲线（下图） 

 

12-97. 论述在不同的总供给曲线阶段，总需求变动对价格、收入的影响。 



解答：总供给曲线分为三种形状，古典总供给曲线是一条位于经济的潜在产量或充分就

业产量水平上的垂直线；凯恩斯总供给曲线是一条水平线；在短期中，常规总供给曲线向右

上方延伸。(1) 总供给曲线为古典总供给曲线。当总供给曲线为古典总供给曲线时， 总供

给曲线为一条垂直线。如图 12-5 所示，当总需求增加，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时， 价格上升， 

收入水平不变；当总需求减少，总需求曲线向左移动时，价格下降，收入水平不变。 

 

图 12-5 古典总供给曲线下， 总需求变动对价格、收入的影响 

(2) 总供给曲线为凯恩斯总供给曲线。当总供给曲线为凯恩斯总供给曲线时，总供给曲

线为一条水平线。如图 12-6 所示，当总需求增加，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时，价格不变，收

入水平提高；当总需求减少，总需求曲线向左移动时，价格不变，收入水平下降。 

 

图 12-6 凯恩斯总供给曲线下，总需求变动对价格、收入的影响 

(3) 总供给曲线为常规总供给曲线。当总供给曲线为常规总供给曲线时，总供给曲线为

一条向右上方延伸的曲线。如图 12-7 所示，当总需求增加，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时，价格

上升，收入水平提高；当总需求减少，总需求曲线向左移动时，价格下降，收入水平下降。 



 

图 12-7 常规总供给曲线下，总需求变动对价格、收入的影响 

 

12-98. 试用AS-AD模型说明在不利的总供给冲击下，传统的总需求管理政策为什么无效。

政府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才能应对不利的总供给冲击？ 

解答： 

（1）传统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无效的原因分析。不利的总供给冲击是指总供给下降，AS

曲线向左移动造成经济生活中的滞胀现象。传统的总需求管理政策一是通过调节总需求来达

到一定的政策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如图 12-8 所示，在不利的总供给冲击下，即在滞

胀条件下，传统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无效的。这是因为，面对总产出水平的下降，政府应该

采用扩张性的总需求政策，AD 曲线向右移动达到新的均衡点，在新的均衡点上，产出达到

了充分就业水平，但是价格水平更高，经济中的通货膨胀水平更高，因此传统的总需求管理

政策在解答决滞胀的问题上是失效的，因为它不能使价格和产出同时达到原来的充分就业产

量水平。 

 

图 12-8 不利的总供给冲击的后果 

（2）应对不利的总供给冲击可采取的措施。政府可以采取措施同时增加总供给和总需



求来应对不利的总供给冲击，使得产出回到均衡水平，价格水平保持相对稳定。 具体来说，

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应对不利的总供给冲击：提高企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增加产品供应

量；增加政府支出和转移支付，提高消费水平和企业的产出水平；降低利率水平，增加消费

和企业的投资。 

 

12-99. 论述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总需求曲线的影响。 

解答： 

（1）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指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减少税收等手段来刺激总需求以实

现充分就业的一种政策选择，通常在经济萧条，失业严重的条件下被采用。总需求函数表示

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时的价格水平与国民收入间的依存关系。描述这一函数的

曲线称为总需求曲线（AD 曲线）。所谓总需求是指整个经济社会在每一个价格水平下对产

品和劳务的需求总量，它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支出和国外需求构成。在其他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当价格水平提高时，国民收入水平就下降；当价格水平下降时，国民收入水平

就上升。 

（2） 扩张性财政政策将使需求曲线外移，下面分析财政扩张使需求曲线外移的机理。

在图 12-9 的左图中，初始的 LM 和 IS 曲线对应着既定的名义货币量和价格水平 P0，在 E 点

达到均衡，在图 12-9 右图中有一 AD 曲线上的点与之对应。 

现在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如增加了对诸如基础设施的支出。其结果，IS 曲线向

右上方移动。在初始价格水平上有一新的均衡在 E′点形成，对应着更高的利率和更高的收

入、支出水平。这样，在初始价格 P0，均衡收入和支出现在都提高了。在右图中用 E′点标

明这种状态。E′点是新的总需求曲线 AD′上的一点，它反映了增加政府支出的效果。也可以

从初始 AD 曲线上的其他任何一点出发，然后在右图说明政府支出的增加在每一价格水平上

如何导致了更高的均衡产量水平。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得出整条 AD′曲线的轨迹，它位于 AD

的右边。 

事实上，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在每个价格以及相应的实际余额水平上，AD 曲线将向右

移动由财政政策乘数所表明的一段距离。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越高，总需求对利

率的敏感程度越低，以及边际消费倾向越高，则一次财政扩张所带来的收入和支出的提高幅

度也就越大。 

总之，一次财政扩张，例如，政府支出的增加，使左图的 IS 曲线移到 IS′。在任意给定



的价格水平上，例如，给定价格水平为 P0，左图均衡点将移至 E′，对应着更高的产出 Y′和

更高的利率 i。右图的 E′点位于新的总需求曲线 AD′上，对应着价格 P0。同样地，可以在右

图为每个价格水平确定出政府支出增加对均衡产量和支出影响，并表明当财政政策是扩张性

的时候，AD 曲线将外移到 AD′。 

 

图 12-9  扩张性财政政策对需求曲线的影响 

 

12-100. Δ试用收入-支出曲线和 IS-LM 曲线分别说明总需求曲线的推导过程。 

解答：总需求曲线表示在满足产品市场的均衡条件和满足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时，价格

和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下面从收入-支出曲线和 IS-LM 曲线这两种方法来导出凯恩斯模型

的总需求曲线。 

（1） 根据简单收入决定模型推导，如图 12-10（a）和 12-10（b）所示。 

当价格水平为 P0 时，均衡的总支出或收入为 Y0，于是在图 12-10（b）图中得到与 P0

相应的 Y0，即图 12-10（b）中的 A 点。A 即为总需求曲线上的一点。 

当价格水平发生变动，如从 P0上升为 P1。在构成总支出的其他因素不发生变动的情况

下，价格上升将导致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的下降，从而使总支出下降，表现在图 12-10（a）

图中，总支出从 AE0 下降为 AE1，从而使均衡收入从 Y0 下降为 Y1，于是又得到了图 12-10

（b）图中的 B 点，B 点也是总需求曲线上的一点。 

将 A、B 等这类的点用曲线连接起来，便得到图 12-10（b）图中的总需求曲线。 

 

 



 

图 12-10 根据简单收入决定模型推导总需求曲线 

（2） 根据 IS－LM 模型推导，如图 12-11（a）和图 12-11（b）所示。 

图 12-11（a）为 IS－LM；图 12-11（b）表示价格水平和总需求量之间的关系，即总需

求曲线。当价格为 P1 时，此时的 LM 曲线（P1）与 IS 相交于 E1，E1 点所表示的国民收入和

利率顺次为 Y1和 r1。将 P1和 Y1标在图 12-11（b）中便得到总需求曲线上的 D1点。 

现假设 P 由 P1 下降为 P2。由于 P 的下降，LM 曲线右移到（P2）位置，它与 IS 的相交

点为 E2 点， 又可在图 12-10（b）中找到 D2点。D2点也是总需求曲线上的一点。 

 

   

图 12-11  根据 IS－LM 模型推导总需求曲线 

按照同样的程序，随着 P 的变化，LM 曲线和 IS 曲线可以有许多交点，每一个交点都标志

着一组特定的 Y 和 r，于是就有许多对 P 和 Y 的组合，从而构成图 12-11（b）中的一系列点。

把这些点连在一起，便得到总需求曲线。 

 

12-101. Δ试结合总供给-总需求分析法说明宏观经济波动中短期的萧条状态、高涨状态、

滞胀状态和长期的充分就业状态。并简要说明政府治理滞胀的对策。 

解答： 



（1）总供给是指整个经济社会在每一价格水平下提供的产品和劳务的总量。总供给函

数表示国民收入（总产出量）和价格水平之间的数量关系。描述这一函数关系的曲线就是总

供给曲线，可以用来表示国民收入和价格水平的各种不同组合。总供给曲线可以根据总生产

函数、劳动需求函数和劳动供给函数以及货币工资曲线推导而得到。 

总需求指整个社会经济在每一价格水平下对产品和劳务的需求总量，总需求函数表示产

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时的价格水平和国民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描述这一函数关

系的曲线被称为总需求曲线。由于实际资产效应、跨期替代效应和开放替代效应等因素，总

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价格水平和国民收入的反方向变动

关系。可以从简单的凯恩斯模型和 IS－LM 模型中推导出总需求曲线。 

作为凯恩斯主义重要代表的主流经济学派试图用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来解答释宏

观经济运行。他们同时使用长期和短期总供给曲线。把向右上方倾斜的总供给曲线称为短期

总供给曲线，把垂直的总供给曲线称为长期总供给曲线。 

（2） 短期的萧条状态、高涨状态、滞胀状态和长期的充分就业状态。 

从图 12-12（a）中可以看到，短期的收入和价格水平的决定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

AD 是总需求曲线，ASs 是短期总供给曲线，二者交点 E 决定的收入或产量为 Y，价格水平为

P，二者都处于很低的水平。这种情况表示经济处于萧条状态。 

第二种情况是，当总需求增加，总需求曲线从 AD 向右移动到 AD′，短期总供给曲线 ASs

和新的总需求曲线 AD′的交点 E′决定的产量或收入为 Y′，价格水平为 P′，二者都处于很高的

水平，这种情况表示经济处于高涨状态。 

现在假定短期总供给曲线由于受到供给冲击（如石油价格和工资等提高）而向左移动，

但总需求曲线不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短期收入和价格水平的决定可用图 12-11（b）表

示。 

在图 12-12（b）中，AD 是总需求曲线，ASs是短期总供给曲线，二者交点 E 决定的产

量或收入为 Y，价格水平为 P。现在出现供给冲击，ASs左移到 SSA ，与总需求曲线 AD 交

于 E′，E′点所决定的产量为 Y′，价格水平为 P′。这个产量低于原来的产量，而价格水平却高

于原来的价格水平，这种情况表示经济处于滞胀状态，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结合在一起的

状态。 

据西方学者解答释，在短期内，企业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相对不变，因而总供给曲

线向右上方延伸，在长期内，一切价格都能自由地涨落，经济具有达到充分就业的趋势，因



而总供给曲线成为垂线。 

图 12-12（c）中的 ASL是长期总供给曲线，它和潜在产量线完全重合，当总需求曲线为

AD 时，总需求曲线和长期总供给曲线的交点 E 决定的产量为 Y，价格水平为 P，当总需求

增加使总需求曲线从 AD 向上移动到 AD′时，总需求曲线和长期总供给曲线的交点 E′决定的

产量为 Y′，价格水平为 P′，由于 Y=Y′=Yf，所以在长期中总需求的增加只是提高了价格水平，

而不会改变产量或收入。 

由上述可见，主流学派认为总供给-总需求分析可以用来解答释萧条状态、高涨状态和

滞胀状态的短期收入和价格水平的决定，也可以用来解答释充分就业状态的长期收入和价格

水平的决定。 

(3)在政策主张上，主流学派经济学家认为，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在长期内可以处在充分

就业的均衡状态，但短期内的萧条和过度繁荣是不可避免的，仍然可以给社会带来损失。因

此，有必要执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以熨平萧条和过度繁荣所带来的经济波动，使经济

持续处于稳定的充分就业的状态。 

 

   图 12-12  总供给-总需求分析经济波动状况 

政府治理滞胀的对策：①紧的货币政策，松的货币供给增长率；②松的财政政策：实施

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利用财政杠杆调节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12-102. 短期总供给曲线是如何得到的？其政策含义如何？ 

解答：总供给是指整个经济社会在每一价格水平下提供的产品和劳务的总量。总供给函

数表示国民收入（总产出量）和价格水平之间的数量关系。描述这一函数关系的曲线就是总

供给曲线，可以用来表示国民收入和价格水平的各种不同组合。按照价格在不同时期变动的

情况，宏观经济学将总产出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分为两种情况，即长期总供给曲线和短期

总供给曲线。 

短期总供给曲线的两个假设为：①货币工资刚性，只能升不能降；②人们有“货币幻觉”，

只注意货币的票面价值，而忽视货币的实际购买力。 

（1）短期总供给曲线的推导过程 

在图 12-13（a）中的 SN 和 相交于均衡点 E。在该点，充分就业的实际工资水平和

就业量顺次为 和 。 

12-13（b）图是生产函数的图形，表示就业量和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该图表明，当就

业量为 时，相应的国民收入为 Y0。这相当于把 0N 代入于生产函数，以便求得 Y0 的数值。 

12-13（c）图的斜线是一条 45°线。该线用来把 Y0的数值从纵轴转换到横轴，因为，45°

线上的任何一点到纵横两轴的垂直距离总是相等的。 

12-13（d）图表示 P 与 Y 之间的关系。例如，Y0是相当于价格水平等于 时的国民收

入的数值。根据 Y0 和 0P 的数值可以得出（d）图上的一点。从（d）图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相当于垂直线段的底端。当 W 不变时，任何大于 的价格水平，如 ，都会使（a）图的

实际工资水平小于（ ）的数值。在（a）图的（ ）的实际工资水平上，劳动的需求都

大于劳动的供给。这时，企业之间争相雇用劳动者会提高货币工资。按照假设条件，货币工

资的上升不会受到阻挠，所以货币工资会很快上升到使根据新的价格水平（ ）而计算出

的实际工资等于原有的实际工资（
0P

W
）的水平。图（a）表明，相当于（ ）水平的实际

工资，就业量为 0N 。通过图（b）和图（c）转换，相当于 的国民收入为 Y0，因此，在

（d）图中得到了相当于 和 Y0之点。上述转换不但适用于 ，而且也适用于任何大于

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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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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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水平。这样，便得到图（d）中的垂直线段。 

 

 

图 12-13 用图形转换的办法得到短期总供给曲线（凯恩斯主义的总供给曲线） 

 

现在，假设价格水平下降到小于 的数值，譬如说为 的数值。在货币工资不变的情

况下，实际工资（ ）会处于图（a）所示的较高的位置。图（a）表明：相对于（
2P

W
）

的实际工资，虽然劳动的供给很大，但企业为了取得最大利润只能雇佣 2N 数量的劳动者，

因此，就业量为 2N 。 通过图（b）和图（c）的转换，成为图（d）中的 Y2。这样，得到

图（d）中的相当于 Y2 和 之点。由于 Y2和 分别小于 Y0和 ，所以这一点处于图（d）

垂直线底端的左下方。上述情况不但适用于 ，而且也适用于任何小于 的价格水平，因

此，我可得到图（d）中的向左下方倾斜的线段。把倾斜线段和垂直线段连接在一起便是凯

恩斯主义的总供给曲线。 

（2）短期总供给曲线的政策含义 

对于凯恩斯（主流学派）总供给曲线（AS）的政策含义，必须把它和凯恩斯总需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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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AD）结合起来，即从 AS-AD 模型中才能看到。按照修正的凯恩斯 AS-AD 模型，总供给

和总需求决定的均衡产量一般是低于充分就业的产量，如果国家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或货

币政策（相当于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不断提高社会总需求，资本主义经济就可以实现

充分就业。在达到充分就业时，社会总需求继续提高就要引起价格水平上涨，出现通货膨胀，

如果国家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相当于使总需求曲线向左移动），来降低与压缩

社会总需求，就可以消除通货膨胀。所以，在凯恩斯经济理论中，不管社会经济是处在低于

充分就业状态，还是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都是必要的。 

也就是说，主流学派认为总供给-总需求曲线可以用来解答释萧条状态、高涨状态和滞

胀状态的短期收入和价格水平的决定，也可以用来解答释充分就业状态的长期收入和价格水

平的决定。相应地，在政策主张上，主流学派经济学家认为，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在长期内可

以处在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但短期内的萧条和过度繁荣是不可避免的，仍然可以给社会带

来损失。因此，有必要执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以熨平萧条和过度繁荣所带来的经济波

动，使经济持续处于稳定的充分就业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