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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宏观经济研究角度的两点看法

马 建 堂

要注意从供给 角度进行 宏观经济研 究

近来我国的宏观经济研究有了很大进展
。

同时也有其欠缺或比较薄弱的地方
,

其中之一

就是忽视了从供给角度研究宏观经济运动
。

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相对运动是宏观经济的核心问题
。

总需求的大小则是相对于总供给而

言的
。

这一简单却又基本的命题意味着宏观经济的研究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要从二者统一

的角度来进行
。

而把总供给与总需求联结起来的中介环节就是资源 投入 产出率
。

投入产出率是投入与产出的相对关系
,

经过货币中介
,

便转化为需求与供给的关系
。

产

出即是供给
,

投入则要转化为投入要素所有者的货币收入和货币需求
。

我国宏观经济出现的

问题几乎全是作为总供给与总需求中介环节的投入产 出率的下降所引起的
。

咬 投入 产出率

的下降意味着投入相对增加和产出相对减少
,

从而意味着总需求相对增加和总供给相对减少

于是导致供求失衡和价格上涨
,

这也正是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
。

投入产出率下

降意味着一定单位的投入所带来的利税收入减少
,

而在财政支出增长刚性极大的情况下
,

必

定带来财政赤字
,

如靠银行透支来抵补财政赤字
,

则将 出现信贷膨胀
。

在投入产出率降

低的情况下
,

如果保持产出的一定增长率
,

那就要更大幅度地增加投入
,

这就带来投入品市

场的紧张
。

如果某些短线产业限制了国内投入的增加
,

就只好增加投入品进 口
。

在出口不能

相应增加的情况下
,

就会出现外汇储备下降和外贸赤字扩大
。 魂 如果要紧缩银根来压缩需

求
,

由于在现代货币 一 信用经济中厂商购买投入品的货币是由银行贷放的
,

从而需求紧缩就

会使投入也受到紧缩
,

产出 供给 也就相应地减少
。

这正是前年和去年紧缩政策失效的重要

原因
。

总之
,

我国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都可在投入产出率降低这一点上找到解释
,

如果看

不到这点
,

宏观经济分析就不会深入
,

而由此给 出的宏观对策的效能也要大打折扣
。

要注意研究需求管理 所需要 的 微观基础与内部构 造

西方国家的需求管理之所以能够按照不 同的力度
、

方 向传递到相应 的部门
,

并借此实现

相应的结构调整
,

其条件除去微观基础外
,

还有与此相应的内部构造
。

比如
,

中央银行通过

贴现率来影响利率水平
,

进而控制信贷总规模和微调产业结构
,

除 了要求商业银行和厂商具

备能对这一信号做 出迅速和有效反应的微观基础外
,

还要具备相应的贴现 —再贴现市场
、

资金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

通过再贴现市场将中央银行控制信号传递到资金市场
,

然后
,

厂商

根据利率变动后的要素成本关系 利率 工资率 来调整它们的要素比例和生产规模
。

于是
,

有机构成不同的部门就会对中央银行的紧缩信号作出强度不同的反应
,

从而达到总量管理与

结构调整的 目的
。

这一例证表明
,

一定的宏观管理方式是有特定的与其相应的内在基础和组织结构的
,

如

果缺乏相应的基础与结构
,

简单地运用这种管理
,

其效果就一定不会理想
。

所以
,

我国宏观

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
,

就是要研究需求管理所需要的条件
,

并根据我国的特点和可选择

的空间尽可能地满足这些条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