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总需求变动规律与宏观政策选择>>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总需求变动规律与宏观政策选择>>

13位ISBN编号：9787509608647

10位ISBN编号：7509608643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时间：经济管理

作者：刘迎秋

页数：24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总需求变动规律与宏观政策选择>>

前言

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分析的逻辑与方法探讨（代再版序）①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分析与预测水平和质量的
高低，主要看预测结果是更接近还是明显偏离经济运行的实绩。
多数宏观预测结果之所以经常偏离宏观经济运行实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展开分析和预测的逻辑和
方法存在缺陷。
本书试图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就此做些研讨，着重论证和阐明科学分析和确切判断中国宏观
经济走势必须把握的逻辑起点及与其相匹配的均衡目标增长率、适度通货膨胀率和货币供给增长倍数
三大政策参数，以达到更好地指导宏观政策选择与操作实践、保证中国经济长期较快增长和持续健康
发展的目的。
一、展开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分析的逻辑起点科学地确认和清晰地把握中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以及与其
相适应的均衡目标增长率，是展开宏观经济走势分析的逻辑起点。
在不了解也未确切理解和把握中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情况下，不仅不可能确切理解和把握表明未来
宏观经济走势的均衡增长率目标，也不可能确切理解和把握实际发生的经济增长率会怎样演变以及它
与均衡增长率目标到底会有多大程度的偏离，因此也就很难使宏观政策选择与操作达到准确、及时、
有效的要求。
关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学术界已有很多重要成果问世。
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陈佳贵、黄群慧等人论证和阐明的“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论”。
他们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等方面人手，在构建综合评价指标
体系的基础上，通过统计分析，先后得出了“2004年中国的工业化综合指数上升到42，进人到工业化
中期的前半段”②和“2005年中国的整体工业化进程已经达到中期的后半段”。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总需求变动规律与宏观政策选择>>

内容概要

列宁曾指出：“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列宁全集》第27卷，第480页)本书的全部分析和研究正是以这样一种思想为指导、以我国近40年
经济发展的经验为背景、紧紧围绕总需求变动展开的。
其论证主题是总结我国总需求变动的历史经验，揭示我国总需求变动的内在规律，阐明调节需求、推
进供给的宏观政策原理。
全书分7章，主要阐述了以下内容：    第1章  作为开篇，首先扼要说明了研究我国总需求变动规律的意
义、方法以及展开研究的内在逻辑。
在理论上，这一章的独到见解主要有两点：(1)明确指出了单纯的、仅仅注重某一方面的短期对策研究
，是不可能全面认识和正确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曾经出现、今后还有可能发生的“需求膨胀”或“市
场疲软”这类问题的。
只有深入、系统地研究我国总需求变动的内在规律，才能做出正确的宏观政策选择。
(2)强调研究我国总需求变动必须从实践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在统计检验基础上把
短期分析与长期分析、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结合起来，反对和摒弃仅仅从本本
、抽象原则和“应该怎样”出发那样一种“经院式”、“演绎推理”式的方法论倾向。
　　第2章  是为展开理论分析做“必要理论铺垫”和“实证材料准备”的一章，主要阐述了总需求及
其构成、总需求变动的涵义及其形式、我国总需求以及总供给的测定等几个问题。
这一章主要提出了以下四个新的见解：(1)在区分需要与需求、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与总有效需求的基
础上，把我国总需求归结为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即各类现金支出和国家计划拨款支出的总和。
(2)从总需求变动与总供给变动相互关系的角度，概括了总需求变动的二重涵义及其分类。
(3)在清理我国理论界对于测定总需求存在的模糊认识基础上，提出了测定我国总需求必须遵循的“概
念源于实践”、“范围与广义市场相一致”、“内容不重叠”三原则。
(4)根据上述原则，运用我国现有统计资料，不仅第一次对我国近40年的总需求做出了较为确切完整的
测定，而且第一次运用“国民收入系数调整和因素扣除法”对我国近40年的总供给做出了较为确切完
整的测定。
这一测定结果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要比测定本身大得多。
    第3章  是对我国总需求变动的总体考察。
在这一章，第一次运用短期分析、长期比较的方法，揭示和阐明了我国总需求周期变动规律。
具体说，这一章在理论上的贡献是：(1)第一次用实证材料、统计数据证明了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总需求
过度和总需求不足交替发生的事实，从而有力地批判了“科尔内教条”。
(2)区分了我国总需求变动的“古典周期”和“增长周期”，阐明了实施改革前后我国总需求周期变动
的不同特点。
(3)第一次将我国总需求周期变动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阐明了总需求周期变动
的物质基础及其长期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4)第一次深刻说明了我国总需求周期变动的再生机制不仅源于经济体制，而且源于与消费者行为相关
的消费预期和购买周期以及与投资者行为相关的投资周期。
    第4章  深入到总需求内部，集中探讨消费需求的长期变动。
这一章在揭示我国人均消费需求函数的基础上，第一次通过实证分析论证和说明了我国消费需求不断
上升规律不仅是指本期消费需求高于前期，而且是指本期消费需求上升不妨碍续期消费需求继续上升
。
这就不仅从消费与收入、消费与储蓄(投资)相互关系的角度，而且从消费与人口内在联系的角度，阐
明了消费需求长期变动的内在规律。
在理论观点上，这一章分析、论证的独到之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第一次从我国发展阶段出发把
人El、收入、储蓄(投资)、投资效率作为决定消费需求的基本因素，创造性地提出了“人均消费需求
差额模型”，并运用这个模型论证和说明了“人均消费需求上升假说”以及消费需求上升的数量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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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分析和说明“市场疲软”与消费需求上升规律的关系基础上，明确区分了“需而不买”性质的“
结构性市场疲软”和“有效需求不足”性质的“市场疲软”。
(3)在分析和说明消费需求上升一旦突破其内在数量界限必然导致“消费膨胀”的基础上，指出了由于
“消费膨胀”与消费需求不断上升规律的内在要求背道而驰，因而必使消费需求上升轨迹发生中断，
最终则可能导致即期消费需求不足。
(4)概括指出了消费需求不断上升规律对调节生产、消费、人口以及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实现条件。
    第5章  进一步集中分析投资需求的长期变动。
这一章在阐述人均收入增长函数的基础上，不仅分析和阐明了投资需求的理论增长模型l和合理增长模
型Ⅱ，而且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论证和说明了我国投资需求长期持续合理高速增长规律。
这一章对投资需求以及总需求长期变动理论研究的推进主要有：(1)紧紧抓住人口、消费、劳动力无限
供给下资本深化与拓宽以及产业结构变动等因素，论证和说明我国投资需求高速增长的客观动因。
(2)从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分析人手，阐明了“传统体制”下我国投资需求高速增长非持续的发生条件
与机制。
(3)在剖析“双重体制”下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投资需求持续膨胀的发生条件与
机制。
(4)从长期发展的角度，论证和说明了实现我国投资需求长期合理高速增长的关键在于继续严格控制人
口增长、积极引导投资方向、规范投资渠道、深化体制改革。
    第6章　是本书展开分析的第一次综合，主要从需求与供给内在统一的角度阐述总需求变动的供给效
应。
这一章在理论上的创见在于：(1)在实证分析和说明我国总需求结构变动具有逐渐扩大趋势基础上，一
方面把“传统体制”下总需求结构变动的产出效应归结为投资抑制消费的“逆霍夫曼定理效应”；另
一方面把“双重体制”下总需求结构变动的产出效应归结为消费诱发投资的“需求牵动效应”。
(2)把货币供给因素引入需求总量变动供给效应的分析，第一次实证描述了我国需求总量变动的供给效
应曲线，并在此基础上严格区分了需求总量扩张或收缩的“过度”与“适度”。
(3)在分析和说明需求总量过度扩张和收缩的负效应及其代价基础上，强调指出了在我国商品经济发展
的过程中，需求总量的适度扩张或收缩，不仅具有客观必要性，而且具有直接实践意义。
否定这一点，不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协调、高效发展。
    第7章　进一步综合上述分析，集中阐述调节需求、推进供给的政策选择原理。
这一章主要阐述了以下四个基本理论观点：(1)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推进供给始终是一个长期不变的主
题。
然而，推进供给的本质内容只能是推进有效供给，而不是其他意义上的供给。
(2)推进供给必须以调节需求为基本手段，片面强调用供给推进供给是无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供给增长
的。
调节需求的政策选择则必须依据客观经济规律和现实经济状况，首先是总需求变动规律和实际经济状
况。
只有这样，才能选择和实施有效推进供给的宏观经济政策。
(3)选择调节需求、推进供给政策的基本原则是，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的调节并重而以结构调节为主。
(4)在目前阶段，实现上述选择的条件在于继续深化改革，主要是微观经营机制，宏观管理体系和市场
结构的再构造三个方面。
只有继续深化改革，才能形成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运行机制，从而才能实施积极调节需求、有效推
进供给的宏观经济政策，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健康发展。
上述政策选择理论的提出，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而且为有计划商品经济条
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提供了政策选择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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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由于全社会消费需求是人均消费需求的水平加总，因此，用上述消费需求真实差额乘以人口数
量后不会改变图4—1中的写实曲线所包含的本质内容，故可将该图中的写实曲线视为我国消费需求不
断上升的写实曲线。
其中，真实差额曲线是我国消费需求长期变动的确切反映。
4.2.2我国消费需求上升的特点仔细观察表4—1和图4—1不难发现，我国消费需求变动的总趋势是不断
上升的。
如果撇开5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不说，仅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谈起，那么，在这37
年中，我国消费需求上升运动具有以下五个突出特点：第一，持续上升是其总特点。
尽管城乡居民消费在不同时期曾出现过城市职工人均收入（从而消费）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从而消
费）下降的情况，但综合分析，也就是从总体上看，除1955年和1958年两度出现消费需求真实差额趋
近于0的情况外（但其绝对值仍为2.65元和1.02元），1977年与1953年相比，人均消费需求真实差额上升
了近2倍；1989年与1978年相比则上升了近8倍。
虽然可能因存在统计误差，上述测算结果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但从总趋势角度看，它仍可表明，持
续上升是我国消费需求长期变动的一个总特点。
第二，低水平上升是其基本特点。
虽然1989年与1953年相比，人均消费需求真实差额上升的倍数较高（达28.35倍），但这种高倍数上升
是建立在初期人均消费需求真实差额上升幅度较小基础上的。
从1953年到1978年，人均消费需求真实差额最高时仅为24.96元（1961年），1978年也不过是24.15元。
从1979年起人均消费需求真实差额有了明显上升，但在总体上人均消费需求水平仍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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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经济管理出版社组织出版“当代中国经济学家文库”，并决定将笔者于1993年出版的这部专著再版。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心里感到特别高兴。
之所以感到特别高兴，一是因为这本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后不久便销售一空，几乎成为当代
绝版，在书店里早已不可能再买到这本书了，我自己留存几十本书，现在也已所剩无几。
如果能将其再版，不仅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且有助于让更多的人从这个已经成为过去的研究成果中找到一点儿进一步深化的历史线索，并由此展
开新的研究、构造新的逻辑、提出新的观点、得出新的结论。
二是因为这本书原创于1987～1990年，是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
这篇论著所讨论的问题及其所阐述的理论，为笔者后来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例如，此后近20年来我主持或独立完成的多项研究成果，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经济增长：格
局与机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和《次高增长阶段的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以及《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分析的逻辑与方法探讨》（《经济研究》2009年第9期）等，大都是在此基
础上，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认识做出的新的研究、新的分析、新的展开和新的深化。
“总需求变动规律与宏观政策选择”，是当年在我的导师谷书堂教授指导下选择确定的一个论题。
当时，开展这样一项研究，写这样一篇博士论文，对于我来说，确实是带有挑战性的。
尽管如此，我仍坚持努力做好这项研究，其中一个基本且迫切的愿望或者说目标，就是力图通过开展
这项研究，尽可能科学地揭示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总需求变动所具有的规律性，为宏观政策选择
与操作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以充分体现经济学作为经世济民、致用之学的功能优势与学科特点。
本书出版后的第二年即获得团中央、文化部、广播电视部、新闻出版总署联合组织评选的“首届中国
青年优秀图书奖”，表明基本实现了上述愿望、达到了上述目标。
今天，经济管理出版社决定将这本书再版，我听后当然会感到特别高兴。
高兴之余仍必须指出，由于这是一部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学术论著，时间已经久远，因此，不管
书中有多少有价值的思想火花或学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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