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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基本成因及反周期调控政策建议
      ——从乘数-加速原理的局限性出发
财政部机关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大雨

经济周期是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

现象，也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只有认清经济周期的形成机制和特

点，才能为反周期的国家干预政策提

供理论依据，提高宏观调控的针对性、

有效性。

乘数—加速原理对经济周期的解释

及其局限性

乘数—加速原理是当代经济学解

释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理论。该理论

认为，投资导致国民收入以乘数增长，

国民收入增长带来消费增长，又反过

来引起投资按照加速数增长，它们循

环影响，推动经济大幅增长，达到一

定程度后随着国民收入增长减缓，它

们又循环推动经济大幅下降，由此造

成经济起落，形成经济周期。

该理论假设国民收入由政府支

出、消费、投资三部分决定，其中消

费由上期国民收入决定，投资由消费

增量引起，相应构建了国民收入函数

Yt= Gt+βYt-1+ vC（Ct- Ct-1）。

对于乘数—加速原理，笔者认为，

一方面，该理论具有重要意义。一是该

理论主要从经济系统内生因素解释经

济周期，而非归咎于外因，在基本导

向上对经济周期的研究进行了纠正。

二是该理论揭示了经济系统各变量之

间传递影响的连锁反应。可以认为乘

数—加速原理描述了“经济中的蝴蝶

效应”，而支出和投资则是扇动国民

收入的“蝴蝶的翅膀”。另一方面，该

原理也存在以下三个方面局限性 ：一

是该原理只从需求的角度解释经济周

期，忽视了对供给角度的考量，对周期

的解释不完整。根据乘数—加速原理

基本公式 Yt= Gt+βYt-1+ vC（Ct- Ct-1），国

民收入由政府支出、消费需求、投资

需求三部分决定，没有考虑供给因素

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事实上，需求和

供给是经济中两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方

面，国民收入是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

定的。二是该原理忽视了积累对投资

在长期上总体约束，扩大了政府支出

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投资或来自实际

产出形成的储蓄，或来自名义产出超

过实际产出的货币超发。乘数—加速

原理由于没有考虑储蓄对投资的长期

约束，因而其描绘的政府投资对经济

增长的拉动作用，有相当程度是货币

超发而非实际增长。三是该原理的数

理性质决定了其保持周期函数是偶然

情况，原理对经济周期的解释有限。将

乘数—加速原理基本公式进行变形有

Yt-（1+vC）βYt-1+ vCβYt-2 = Gt ，为一个

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差分方程。根

据差分方程数理性质可知，该方程大

多数情况为脉冲不断减弱至消失或不

断增大，仅在特定少数条件下才保持

周期性振荡。然而在实际经济运行中，

经济周期是一直存在的，它不会经过

一段时间就消失，也不会振动幅度不

断加剧，是比较有规律性、在一定幅

度之内的。这说明，乘数—加速原理

只是部分地解释了经济周期现象，经

济周期中还存在着其未能充分揭示出

的波动因素与稳定因素。

从投资—消费关系视角分析宏观经

济周期波动

笔者对美国、日本、中国等一些典

型国家自 1961 年以来的 GDP 增长速度

与平均消费倾向数据进行了考察，在

经济上行期，投资消费比提高，平均消

费倾向下降 ；在经济下行期，投资消

费比下降，平均消费倾向提高（如图所

示）。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不是稳定直

摘  要：乘数—加速原理是由萨缪尔森和汉森提出，在西方宏观经济学很有影响的经济周期理论。本文

通过理论分析和数理分析，论证了该理论存在的局限性。本文在对多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经验数据进

行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国民经济均衡增长条件以及关于经济周期波动的解释，相应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宏观经济 ；经济周期 ；均衡

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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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地运行，而是随投资与消费的矛盾

积累与矛盾解决周期性振荡前行。

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对经济增长

的周期性波动来分析 ：从供给侧看，

一国的产出主要取决于资本、劳动力

和综合因素（由管理水平、技术水平

决定的投入产出效率）。我们用 YS 表

示供给，用 I 表示投资，A 表示初始供

给量即在不增加投资的情况下全部最

终产品产出，B 为系数，代表产出与

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则社会总供给

可 以 表 示 为 YS=A+BI。从 需 求 侧 看，

需求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出口

需求三部分。我们用 Yd 表示需求（本

文仅考察国内需求），用 I 表示投资，C

表示消费，则社会总需求可以表示为

Yd=I+C。由于供给和需求在形成来源

上是不同的，供给是生产出的最终产

品扣除自用品和净意愿存货而提供市

场的部分，取决于生产量，而需求是

需要与收入的“交集”，制约需求的收

入来自于交易，只有成交产品才能实

现为收入进而形成需求，取决于销售

量，因此供给和需求在多数情况下并

不相等。当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

相等时，商品出清，此时的国民经济

实现无周期的均衡增长。

由社会总供给等于社会总需求（YS 

= Yd），A+BI = I+C，得到国民经济均衡增

长条件I = （C-A）/（B-1）或C=A+（B-1）I，

可以得出 ：在国民收入的使用中，投

资与消费需要保持比例关系，国民经

济才能保持均衡增长。即 ：当国民收

入使用中用于投资的份额过多，或者

说投资消费比过高时，实际经济增长

超过均衡增长，一方面说明当期出现

经济过热，另一方面说明投资形成的

后续供给将超过需求，积累着潜在的

衰退风险。当国民收入使用中用于消

费的份额过多，或者说投资消费比过

低时，实际经济增长没有达到均衡增

长，一方面说明当期出现经济过冷，另

一方面说明投资形成的后续供给将出

现不足，对增加投资形成客观要求。

经济运行上述状态的交替出现，

使经济增长客观上形成周期性波动。

因此，经济周期是经济运行的客观必

然产物，是经济系统自身内生形成的，

推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比变化同时

创造了经济周期波动。

反周期宏观调控政策建议

一是加强对投资和消费的监测，

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笔者认为，

除了传统上将 GDP 增速作为判断经济

周期的主要指标以外，为了增强宏观

调控的预见性，应当重视投资与消费

比例的变动，建立对消费倾向指标的

图  部分国家经济周期与消费倾向变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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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当投资消费比在一段时期持续

上升，投资在国民收入使用中逐渐提

高，消费所占比例下降时，说明此时

经济偏热，同时由于投资将在后续形

成产出，预示着后续可能出现供过于

求的情况 ；当投资消费比在一段时期

持续下降，投资在国民收入使用中逐

渐减少，消费所占比例上升时，说明

此时经济偏冷，同时由于投资形成的

后续产出减少，预示着后续可能出现

供给不足的情况。

二是重视对投资和消费的调节，

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笔者认为，应

当将调节投资消费比纳入宏观调控范

围。当投资消费比过高时，可将抑制投

资作为重点，辅之以鼓励消费、促进投

资需求转化为消费需求的政策 ；当投

资消费比过低时，可将鼓励投资作为

重点，辅之以抑制高消费的政策。为

此，可以设立挂钩消费倾向指标的自

动调节机制。当消费倾向超过警戒线

上线时，实施提高利率、征收投资税以

及优惠减免消费税等措施，鼓励人们

将原本打算投资的资金用于消费 ；当

消费倾向低于警戒线下线时，实施降

低利率、免征投资税以及提高奢侈品

消费税率等措施，促使人们将原本打

算消费的资金向投资转化。

三是重视民间支出和市场培育，

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经济是由消

费者、生产者、政府共同组成的，经

济增长、良性运行必然需要各方共同

参与。在宏观调控中，政府支出必不

可少，但应更加重视发挥经济管理政

策对民间投资、民间消费的影响。如

制定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激发市场

活力，提振市场信心 ；打击市场封锁

和行政垄断，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 ；将政策透明化、法治化，避免频

繁变动，稳定市场预期。

理论探讨

四是充分认识经济周期的客观作

用，增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笔者认

为，经济周期作为供求机制发挥作用

而产生的一种客观现象，有其自身存

在规律。在经济上升的复苏和繁荣阶

段，需求旺盛，促进了经济在量上的扩

张，且由于市场环境宽松，众多中小企

业都是在这一时期加入市场的，为经

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经济收缩的衰

退和萧条阶段，需求低迷，供求矛盾突

出的状况挤压淘汰了落后产能，也倒

逼了经济质量提升。正是通过周期波

动，经济交替实现了量的扩张与质的

提升而不断发展。反周期调控政策由

于在经济“过冷”期扩张需求，在“过

热”期柔和平抑需求，因此，在必要时

应坚定不移地使用反周期调控政策，

但要避免政府干预经济的路径依赖，

不宜频繁调整和经常性使用。

                    责任编辑  李烝

财政动态

江苏沭阳：创新构建“二联四环六必”经营性债务管理体系

江苏省沭阳县财政局坚持把融资平台公司债务管控
作为重要任务，创新构建“二联四环六必”经营性债务管
理体系，细化管控举措，严格控制债务规模。

二个主体联动监管。县债务办、国资办各司其职、协同
联动，打造全覆盖、全周期闭环监管体系。县债务办突出“监”
字核心，全覆盖融资提额、系统填报、偿债来源，“大数据”互
联互通、“穿透式”动态监测，整合监督力量开展专项监管检
查。国资办突出“管”字核心，全生命周期监管资金使用，确
保资金投放和项目支付进度挂钩，对资金收支采取隔离监
管，按年度绩效考核，确保工程进度达标、偿债资金链安全。

四个环节逐项把关。审查环节要严格，对融资计划申
请及准备材料进行管理类审查，坚决做到“两严三不得”，
即严格政府单位管控，严格融资平台公司管控，明确未经
县政府批准报备，不得以任何方式自行洽谈举借债务，不
得以任何方式私自进行融资担保，不得为以政府债券之外

的其他方式举借政府债务。论证环节要细致，落实“三个不
批”，对融资方式、主体、需求等必要条件开展可行性论证。
报批环节要规范，围绕融资金额、期限、利率、增信措施召
开推介会、洽谈会，细致比照、分析论证各金融机构授信批
复方案，报县政府核准。推进环节要稳妥，把握资金调度节
奏，采取发函提醒、系统监管、提款把关等切实举措，加快
融资项目推进，防止融资资金沉淀。

六个必备要素审查。注重关口前移，规范融资平台公
司投资、融资、重大事项管理，严格把关项目尽责调查、可
行性论证、“三重一大”决策、资金来源说明、收益平衡报告、
融资需求申请六个融资必备要素，明确无收益的纯公益性
项目不再由国有企业筹资实施，切实剥离融资平台政府融
资职能，合成融资审查前置防线，逐一筛查把关，做到一环
不落、一招不让，切实堵死不合规举债暗门。

（江苏省沭阳县财政局  王明亮  李长城）


	前折页
	卷首
	积极的财政政策成效显著　经济运行实现良好开局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财政部主题教育迅速开局有序推进
	财政部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本期专题——绘出美丽中国更新画卷（上）
	绘出美丽中国更新画卷——专访财政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司司长郜进兴
	聚焦“两统一”核心职责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强化资金全过程管理和机制创新　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完善财政应急管理保障体系　推进应急管理事业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林草事业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多措并举　推动财政资源环境监管工作提质增效
	全力服务青海生态高质量发展

	高端访谈·厅局长谈财会监督
	坚定信心　奋发有为　践行新时代财会监督新使命
	专访财政部新疆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若云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山西：发挥财政职能　努力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身”安住　“心”才安——赣州财政助力住房保障建设
	勇挑重担　确保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见行见效
	国有资产管理的创新探索

	特约评论
	构建财政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以案说法
	做好政府信息查找检索工作　降低政府信息公开法律风险

	记者传真
	规范选聘行为　提升审计质量

	理论探讨
	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
	经济周期基本成因及反周期调控政策建议

	财政监管
	北京监管局：不断开创财政监管事业新局面
	准确把握财会监督核心要义　全面提升部门预算监管质效
	抓好“六字总纲”强化“六项建设”　推动监管局机关建设迈上新台阶

	调研报告
	藏粮于地　夯实“耕”基

	建言献策
	创新财政干部教育培训的思考
	以信息化建设为抓手　助推预算评审提质增效
	对做好外贷工作的思考
	推动机关党建与财政业务深度融合的路径思考

	经济纵横
	以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带动优化人口地区分布

	寻找“我身边的驻村第一书记”
	心系百姓谋脱贫　力行担当助振兴——记江苏省连云港市财政局派驻大毛庄村第一书记杨涌

	地方实践
	黑龙江：以票控费　便民利企　全面推进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改革
	山东聊城：以改革促管理　以创新增效益
	湖南湘潭：构建国有“三资”一本账、预算大统筹框架
	广西防城港：创新财税金融政策　打造沿边金融实践样板
	贵州毕节：着力提高基层财政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水平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勇担基层财政使命
	积极主动　协调联动　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

	财政文化
	北宋初期赵匡胤的财政改革

	财经资料
	最新颁布财经法规目录（2023年4月1日—4月30日）
	环球时讯（2023年4月16日—30日）

	后折页
	封底页


 
 
    
   HistoryItem_V1
   PageSizes
        
     动作：   使所有页面大小相同
     缩放：    宽和高不同比例缩放
     旋转：                逆时针方向
     尺寸： 8.070 x 10.430 inches / 205.0 x 264.9 mm
      

        
     0
            
       D:20180706113055
       750.9600
       Blank
       581.0400
          

     Tall
     1
     0
     772
     332
    
     qi3alphabase[QI 3.0/QHI 3.0 alpha]
     CCW
     Separate
            
                
         3
         AllDoc
         233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88
     92
     91
     92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