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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兰德·瑞编著的《解读现代货币》通过理论分析所得出的重要政策性结论可能听起来会令人感到惊
讶。
可以简述如下：在零通货膨胀的基础上保证真正意义的充分就业是完全可能实现的。
这看上去应是一个可以追求的经济目标，但到了很多经济学家那里却变成了一个荒谬的诉求。
那些自负的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们都不会欣赏这种一相情愿的期望。
但是，如果本书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毫无疑问，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我们可以立即着手实现保
证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目标。
事实上，就像我将要讨论的，这两个目标有其紧密的内在关联：即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也能够同
时促进物价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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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我们加入政府部门，那么政府部门的赤字支出就成为居民部门的净（外部）储蓄（这里我们
假设不存在国外部门）。
在这种情况下，当居民部门的意愿储蓄量超过企业部门的意愿投资，政府支出就可以为居民户提供不
意愿花费的那部分收入。
在这个扩张的经济体中，居民户的总储蓄等于企业投资加政府赤字。
假定有一个计划投资水平，一个政府支出水平，那么减税可以增加政府赤字继而增加居民实际储蓄量
。
如果居民部门一直在努力增加储蓄，并且储蓄量超过了企业部门投资和政府部门的赤字之和，那么更
低的税收会产生更大的政府赤字从而使居民部门能够满足其意愿储蓄水平。
（如果更加全面地考察，当我们允许政府部门处于开放经济条件下，那么总储蓄将会恒等于投资加政
府赤字加净出口额。
　　从一个连续的过程来看，如果私人部门的意愿储蓄水平高于投资水平，政府部门可通过赤字支出
来满足“需求缺口”，居民户就可以按其意愿尽可能地储蓄。
如果政府进一步减税，就会产生比意愿储蓄更多的真实储蓄，居民户就会增加支出（消费）直到收入
和意愿储蓄上升到与真实储蓄（由政府赤字加投资创造）相等，而如果真实储蓄超过意愿储蓄就可能
会导致通货膨胀。
这就是说，赤字可能出现过小（真实储蓄低于意愿储蓄）或者过大（导致真实储蓄超过意愿储蓄）两
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会产生通货紧缩的压力，而第二种情况则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
在这两种情况中，名义收入都会相应地调整直到意愿储蓄水平等于真实储蓄水平。
　　储蓄，只可能在政府赤字或贸易盈余（或二者同时出现）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如果忽略国外部门，政府赤字对于公众愿意持有更多的净储蓄来讲则是必需的。
如果政府部门保持财政收支平衡，那么公众持有更多储蓄的愿望将无法得到满足，同时会给经济带来
通货紧缩的压力，直到真实收入降到足够低为止。
真实收入“足够低”意味着意愿和真实名义净储蓄降至为零。
　　但是，还存在着两种复杂的情况。
第一，与意愿储蓄不同，我们不能确定意愿名义净储蓄是否是收入的正比例函数。
也就是说，当收入下降时，意愿名义净储蓄可能还会上升（例如：在经济衰退期，不确定性会增加，
公众希望增加货币的持有量。
与此同时，银行也希望持有更多的超额准备金）。
这就意味着，当赤字规模过小时，可能会引发破坏经济稳定的螺旋式通货紧缩，而且这种通货紧缩还
不能使真实名义净储蓄与意愿名义净储蓄之间的均衡得以恢复——除非政府在反周期操作中自动增加
财政赤字（例如在衰退时期出现税收的自动减少和支出的自动上升）。
　　另一方面，如前所论，至少从短期来看，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购买资产或者通过贴现窗口贷出准备
金的方式提供货币。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因财政赤字过小而引发的通货紧缩压力。
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中央银行准备金的供给是自动增加的。
这样，如果公众愿意持有更多的货币，中央银行可确保银行能够将存款转换为不兑换货币。
但是，在操作过程中，中央银行会为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贷款规定一些条件。
例如：中央银行需要抵押品（且只有在抵押某些类资产的情况下中央银行才会提供贷款），而且还可
能强迫借款银行出卖资产或者至少停止发放新贷款。
如果政府赤字规模太小，这种做法就会增加通货紧缩的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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