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7 单元  货币均衡 

常见问题 

1．如何理解货币均衡的实现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均衡的实现有赖于健全的利率机制、发达的金融市场、

有效的央行调控机制，以及基本平衡的国家财政收支、国际收支，较合理的生产

部门结构等因素。 

利率不仅是货币供求是否均衡的重要信号，而且对货币供求具有明显的调节

功能。因此，货币均衡便可以通过利率机制的作用而实现。就货币供给而言，当

市场利率升高时，一方面社会公众因持币机会成本加大而减少现金提取，这样就

使现金-存款比率缩小；另一方面，银行因贷款收益增加而减少超额准备金来扩

大贷款规模，超额准备金率下降，这将导致货币乘数增加，货币供给增加。因此，

利率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着同向变动关系。就货币需求来说，当市场利率升高

时，人们的持币机会成本加大，导致货币需求减少，利率与货币需求之间存在反

方向变动关系。因此，当市场利率变化时，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也会随之变化，

最终在新的均衡货币量上实现新的货币均衡。 

2．如何认识国际收支失衡问题？ 

一般地，可通过判断三种差额来评估国际收支失衡：贸易差额、经常项目差

额、国际收支总差额。 

产生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状况、经济结构性原因、货币性因

素、外汇投机和国际资本流动、国际经济环境、经济周期等因素。 

外部失衡与内部失衡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影响。国际收支失衡可影响汇率、资

源配置、国民福利和经济持续发展。一般认为，持续的国际收支失衡将可能对一

国经济带来不利影响： 

（1）持续逆差对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 

a．导致外汇储备大量流失。可能损害该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和信用。 

b．导致本币汇率下跌压力。这可能会导致该国货币信用的下降，削弱本币

在国际上的地位，国际资本大量外逃，甚至诱发货币危机。 

c．使该国缺乏足够的对外支付能力，影响所需的进口，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d．可能使该国陷入债务危机。 

（2）持续顺差对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a．破坏国内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冲击经济的正常增长。 

b．在外汇市场上外汇供给增加，导致本币汇率有升值压力，降低本国商品

的国际竞争力。 

c．减少该国获取国际金融组织优惠贷款的机会。 

d．可能易引发国际贸易摩擦。 

e．意味着国内要素、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低估。 

另外，试分析一国国际收支顺差可能带来的有利影响？ 

3．如何理解菲利普斯曲线的内容与政策意义。 

1957 年，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根据英国近 100年的资料作出了一条表

示通胀与失业之间关系的曲线。这条曲线表明，通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胀率

低时，失业率高。这条曲线就是经济学中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 

一般而言，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是当局关注的两个主要宏观经济目标。但理

论和实践的分析证明，寻找将两者完美结合起来的途径是困难的。菲利普斯曲线

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对于宏观经济当局来说，较低的失业率与较低的通胀率难

以兼顾，通胀与失业之间存在着一种替代关系：要使失业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就必须忍受较高的通胀率；反之，要想使价格比较稳定，就必须忍受较高的失业。

实践中，当通胀率较高时，可采用紧缩性财政与货币政策，以较高的失业率换取

较低的通胀率；反之，在失业率较高时，采用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以较高的

通胀率换取较低的失业率。这样，可以把通胀和失业率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水平

之内。 

菲利普斯曲线一度成为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政策发表见解的重要依据和“金

科玉律”。但 1967 年和 1968年，费尔普斯和弗里德曼分别提出了对稳定的菲利

普斯曲线的有效性的质疑。弗里德曼提出“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认为在

长期内经济主体将不断调整其通胀预期，使之与实际的通胀率相一致，从而无论

通胀水平有多高，与之相对应的失业率都只是自然失业率。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

垂直的，意味着在长期内不存在通胀和失业之间的替换关系。这有着重要的政策

含义—通过增发货币的方式来维持高就业水平是不可取的。 

4．怎样理解通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通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渠道是多种多样的。有些可能阻碍经济增长，而另一

些则可能促进。因此，理论界出现三种不同的观点。 

    （1）促进论。即认为（尤其是温和的）通胀具有正的产出效应。这种理论



 

 

的基本论据是建立在经济长期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假设基础上的。有效需求不

足，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因此，政府可以实施通胀政策，用增

加赤字预算，扩大投资支出，提高货币增长率等手段来刺激有效需求，促进经济

增长。对于许多发展中经济体来说，通胀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尤为明显。 

    （2）促退论。即认为通胀会损害经济的增长，理由主要有四：①从资源配

置角度来看，通胀期间，业务伙伴之间不愿意签订长期合同，生产与合同的短期

性行为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也会使人们的精力被引向对非生产性的其他因素的考

虑，对生产性的投资就会锐减，大量资金流向非生产性部门，损害经济增长。②

从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计提和纳税额的计算等方面看，在通胀时期，由于有效税率

的提高，不利于企业投资。因为更新设备要以现实的（亦即通胀后）成本为基础，

而在计提折旧时，长期以来一直以历史的成本为基础。如更新设备的成本一直上

涨，则计提的折旧费就不足以补偿更新成本，这就会产生一种抵制投资的倾向；

同时，会增加企业赋税，阻碍企业资助新的投资开支。③不利于资金的节约使用。

通胀会降低借款成本，从而诱发过度的资金需求，既造成资金使用上的浪费，也

迫使金融机构加强信贷配额管理，从而削弱金融体系的运营效率。④通胀持续一

段时间后，迫于公众舆论压力，政府可能采取全面价格管制办法，从而削弱经济

活力。 

    （3）中性论。即认为通胀对经济增长，既无正的产出效应，也无负的产出

效应。原因是通胀的各种效应的作用会相互抵消。 

尽管对于通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分歧，经济学界还是有比较共同的主流

看法，即相对严重的通胀，对经济发展是十分有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