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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改革以来AD-AS曲线移动

对宏观经济和价格波动的影响分析

供求总扯失衡是宏观经济和价格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如何具体地度批和分析总供给与

总需求各自和共同变动的影响，是应用 AD-AS 模型分析总扯失衡型宏观经济和价格波动的

一个难点。 根据 AD曲线（总需求曲线）与 AS 曲线（总供给曲线）的交点决定真实总产出和价

格总水平的一般均衡原理，如能正确地描述和分析各年 AD-AS 曲线的实际移动轨迹，无疑

将有助千以上难题的解决。

图 1 是我国改革以来宏观经济和价格波动的调整轨迹。 纵轴为价格总水平上涨率 P，以

GNP缩减指数表示；横轴为总产出增长率Q，以GNP实质增长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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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我国改革以来宏观经济和价格波动的调整轨迹

从图 1 可见，从 1980 年到 1995 年，我国宏观经济和价格波动经历了三个调整周期：第一

个周期为 1980一1986 年；第二个周期为 1986-1991 年；第三个周期为 1991—1995 年。 前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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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周期为完整周期，后一周期尚未完成。 整个调整轨迹呈现出逆时针旋转，三个周期还步向上

移动的态势。 它表明，我国改革以来宏观经济和价格波动的基本类型为需求扩张型 兰次波

动的初始原因都是总需求的过度扩张，伴随经济高涨的都是价格总水平的加速上涨，且每次上

涨幅度呈现递增趋势。 这是我国改革以来宏观经济和价格波动的基本态势判断。

根据AD-AS 模型的基本原理，图 1 各年经济和价格波动轨迹是由各年总供给和总需求

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图中大致可以看出总供给和总需求变动对各年宏观经济和价格波动

的影响，如 1982一1984 年主要是总需求的扩张导致产出和价格的同步增长； 1984一1985 年主

要是不利供给冲击使产出下降、价格进一步上涨； 1985一1986 年则主要为需求紧缩产生的产

出和价格同降。 这对于分析各阶段波动的基本原因无疑是有益的。 但是，从图 1 中并不能准

确地得出各年总供给和总需求变动对其产出和价格波动的具体影响程度，这对于正确地分析

其波动原因显然是不够的。 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在该图上描出各年的 AD 曲线和 AS 曲线，并

通过与上年 AD 曲线和 AS曲线的比较，确定各年 AD--AS 曲线移动对当年产出和价格波动

的影响程度。

由于兀实总需求 AD 等千名义总需求 ADn 除以价格总水平，即 AD=ADn/P。 在以名义总

产出 GNP 表示名义总需求时，每年已实现的名义总斋求是已知的，因而每年的 AD 曲线是确

定的。 真正的难点在千 AS 曲线的确定。 虽然 AS 曲线还不能象 AD 曲线那祥用 一个准确的

公式来描述，但我们可以寻找一个近似的表达式来描述。 由千经济运行轨迹的年度结点总在

AD曲线与AS 曲线的交点，因此，年度 AS 曲线必然穿过其年度经济运行轨迹结点。从图 1 可

知，经济运行轨连的年度结点是巳知的，有几个周期的需求扩张和收缩阶段（如 1982一1984

年、 1985一 1986 年、 1980-1981、1988一 1989 年、1991 一1992 年）都表现出比较接近的自左下

向右上倾斜的调整轨迹。 据此可假定其平均斜率代表了我国改革以来总供给曲线的平均斜

率。 各年 AS 曲线的差异主要在直线方程 AS, = a, • b · P, 的常数项a上� a为 AS 曲线在横轴

上的截距，表明在价格总水平变化率为零时的供给水平 参数b为总供给的价格弹性。 在假

定总供给曲线方程为直线方程的前提下，各年总供给的价格弹性b可视为一定的，a的差别则

反映了有利供给冲击与不利供给冲击所带来的AS 曲线的移动。 因而，各年的 AS 曲线就可确

定了。

利用计n.AD、AS 曲线移动蜇来分析总需求和总供给变动对各年价格和产出的影响，可

分以下几步进行：

l．估计AS曲线的针半。

令 AS曲线方程为： P1
= c 1-dQ1，采用最小二乘法分别估计图 1 所示各斜率相近线段的 AS

曲线方程如下：

Pit
= -0.002 + 0. 645Q., r = 0. 947, t = 85 - 86, 80- 81, 91 -92年

P2, = -0.063 + 0. 735Q1 , r = 0. 999, t = 82- 84 年

P31
= 0.072+0.414Q1, r = l, t = 88-89年

分别以各 AS方程的常数项对各年价格变动率调整如表1。 以调整后价格变动率P和Q

回归估计 AS曲线的平均斜率 d 得：

P> -0. 0114 + 0. 6786Q,, r = 0.8376, t = 80-92 年

相关系数 r = 0.8376 表明调整后的 AS 曲线方程中价格变动率与产出增长率之间具有较强的

正相关性。 其弹性 d=0.6786 可作为我国 80 年代以来 AS 曲线的平均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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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分段对P进行调整

年份 Q p P调整量 调整后p•
(1) (2) (3) = -C (4)=(2)-(3) 

1980 0.078 0.040 0.002 0.042 
1981 0.045 0.022 0.002 0.024 
1982 0.087 0.001 0.063 0.064 
1983 0.104 0.013 0.063 0.076 
1984 0.147 0.045 0.063 0.108 
1985 0.128 0.090 0.002 0.092 
1986 0.081 0.048 0.002 0.050 
1987 0.109 0.051 0.002 0.053 
1988 0.113 0.119 -0.072 0.047 
1989 0.043 0.090 -0.072 0.018 
1990 0.040 0.063 -0.06 0.003 
1991 0.130 0.041 0.002 0.042 
1992 0.134 0.071 0.002 0.073 

2 ．画出各年的 AD 曲线和 AS 曲线。
根据前面所估计的 AS 曲线方程和 AD 曲线方程及各年度 AS 曲线和 AD 曲线均相交千该

年度价格和产出增长率交点的原理，可分别绘出各年的 AD 曲线和 AS 曲线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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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我国8湃代以来AD.A油线的移动对价格和产出的影响
3．分析各年 AD、AS 曲线移动对价格和产出的影响。
(1)从各年 AD 曲线与 AS 曲线的交点分别引垂线相交千横轴，引水平线相交千纵轴（如图

3 所示）。 再从各年 AD 曲线与上年 AS 曲线的交点、各年 AS 曲线与上年 AD 曲线的交点分别
引垂线相交千横轴，引水平线相交于纵轴。

(2)计算各年名义总需求和总供给增长率变化量。
名义总需求增长率变化量为当年与上年名义总需求增长率之差。 如图3 所示，1994 年的

名义总需求增长率变化世为 1994 年 AD 曲线与 1993 年的 AD 曲线向右平移的距离(E5 -EI

=22.1 % -13.4% =8.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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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9年AD. AS曲线移动对价格和产出水平的影响

名义总供给增长率变化扯为AS曲线在横轴上平行移动的距离。1994年由千成本推动、
价格预期和衣副产品提价等产生的不利供给冲击 ，使AS曲线向左移动， 名义总供给增长率变

化批为 －15.6 % (E6 - E1 
= - 2 .  2 % -13. 4 % = -15. 6 %) 

(3)假定AS曲线不动，分析AD曲线移动的影响。
将本年AD曲线和上年AS曲线的交点（如图3的E3 )所决定的价格上涨率(P3 )和产出增

长率(Q3 )与上年AD曲线与上年AS曲线的交点(E1 )所决定的价格上涨率(P1 )和产出增长率
(QI )比较，其差额为AS曲线不动时AD曲线移动的影响。如1994年AD曲线移动的影响为：

对价格的影响：6 P094 = P3 - P 1 = 18. 7% -15. 3% = 3. 4% 
对产出的影响：＾Q094

= Q3 - QI
= 17. 4 % -13. 4 % = 4. 0 % 

它表明，1994年名义总需求增长率比1993年提高8.7个百分点，在AS曲线不动时，将使 价格
上涨率比1993年提高3.4个百分点，使产出增长率比1993年提高4.0个百分点。

(4)假定AD曲线不动，分析AS曲线移动的影响。
将本年AS曲线和上年AD曲线的交点(E4 )所决定的价格上涨率(P4 )和产出增长率(�)

与由上年AS曲线和上年AD曲线的交点(E1 )所决定的价格上涨率(P1 )和产出增长率(QI )比
较，其差额为AD曲线不动时，AS曲线移动的影响。如1994年AS曲线移动的影响为：

对价格的影响：6 P594
= P4 - P1 

= 21.5% -15. 3% = 6.2 % 

对产出的影响：A怂94_= � - QI 
= 7.5% -13.4% = - 5.9% 

它表明，1994年不利供给冲击使名义总供给增长率减少15.6个百分点， 在AD曲线不动时，
将使 价格上涨率比上年提高6.2 个百分点， 产出增长率下降5.9个百分点。

(5)计算AD、AS曲线同时移动的影响。
现实经济运行中，AD曲线和AS曲线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会同时或相继移动， 从而使

经济运行从旧的均衡点到新的均衡点。如图3的E 1 -乌，则是1993年的均衡点向1994年的
均衡点的转变。因此，AD曲线和AS曲线同时移动的影响是新旧 均衡点所决定的价格上涨率
和产出增长率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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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DS94 = P2 -P1 =24.8% -15.3% = 9. 5%

L:::,,.QDS94 = Q2 -QI= 11. 8 % -13. 4 % = -l. 6 %

在价格上涨率增加的 9 .5 个百分点中，由总需求扩张所致 3 .4个百分点，占35.8%；由不

利供给冲击所致6.1 个百分点，占64.2%。 而产出增长率下降的l.6个百分点则完全是由不

利供给冲击所致。 如果 1994年名义总需求增长率没有比上年提高 8.7个百分点，则其产出增

长率将下降到7.5%。 从上分析可见，1994年的严重通胀主要是由于上 一年通胀的滞后影响

（成本推动、 价格预期）和农产品提价等产生的不利供给冲击所造成的。 其总需求的扩张主要

是适应性扩张。 这种适应性扩张阻止了不利供给冲击可能造成的经济衰退，也不可避免 地进
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

从上可见，通过在 产量一价格座标图上直接描出各年AD曲线和AS曲线的方法，可以

较为简便地得出各年AD、AS变动对产出和价格的影响。 这对于正确地分析宏观经济和价格

波动的原因无疑是有益的。

通过描图的方法来测扭AD、AS曲线移动的影响虽然简便，但描图工作的误差可能影响

到测盘结果的准确度。 如果利用解析方法进行计算，则可避免描图工作的误差，提高分析的精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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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由A°'A淜线与横轴构成的三角形

由千我们假定AD、AS曲线为两条方向不同的直线，因而，它们的延长线与横轴相交便构

成了 一个三角形。 不同年份的AD、AS曲线与横轴构成不同的三角形。 如图 4所示，AD1 和

AS1 与横轴构成E厂Oo-Q3 三角形，凡为和AS1 横轴构成E2 一 心 －Q 三角形。 三角形的

高，是AD、AS曲线交点所决定的价格水平（如P1 )。 三角形的底边长（如Q厂心）加上AS曲

线在横轴上的截距（心）为名义总需求增长率。 三角顶点垂线到原点的距离（如QI )为AD、AS

曲线交点所决定的真实总产出增长率。 由于AD、AS曲线的斜率是已知的，则由不同的AD、

AS曲线构成的所有三角形的三个角的角度可直接求出。 再已知三角形的一条边，则利用正弦

定理，可求出三角形的其它边。 通过 一定的迭代，即可求出各年度AD、AS曲线移动的影响。

例如，已知 上年GNP增长率QI和价格上涨率P1 及当年的名义总需求增长率Q，求当年

AD曲线和AS曲线移动的影响，计算公式为：

令：p＝
sinB sinA 

sinD s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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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1 ）仅当 AD曲线移动的影响：
么PDt= p（归t －Q t -1 + P t-1/tgA) － P t-1

.6.Q Dt
= （沁t

+ 1)／（P t 一1 十么PDt+ 1) － Q t-1 一 1

(2)仅当 AS曲线移动的影响：

凸pSI
= p(G沺 － I -Q, + PJtgA) -P 1-I

凸Q SI
= （沁1-1 + 1)/(P,一1 十 凸pst

+ 1) － Q t一I -1

(3)AD曲线和AS曲线同时移动的影响：

APSDt吁（沁1 -Q t + P t/tgA) － P t -1

.6.Q,Dt
= （如产1)/(P 1 -1 +.6.PSDt +l)-Q,-1 -1

式中，GDnt 为t年名义总需求增长率。 已知tgA= 0. 6786, A = 34. 2·, B = 42·, D= 90·, C= 103. 

8.，名义总供给增长率变化蜇为：

.6.AS1 
= - (.6.P,JtgA + sin48"/sin42"•.6.P) = -2. 584.6.P忒

根据以上公式计箕我国1980—1995年AD-AS曲线移动对宏观经济和价格波动的影响

如表2所示。
表2 我国1980一1995年AD、AS曲线移动的影响

价格上涨率变动量 总产出增长率变动量

年 名义AD 名义AS
合 AD移动影响 AS移动影响 合 AD移动影响 AS移动影响

移动量 移动责
计 变动量 比重 变动量 比重 计 变动量 比重 变动董 比重份 L:>.AD 乙MAS

6.Pso 么PD （％） APS （％） C:,.Q叩 AQ （％） ^Q （％） 

1981 -5.0 -0.3 -1.8 -2.1 105.0 0.1 -5.0 -3.3 -3.0 85.0 -0.5 15.0 
1982 2.0 7.5 -2.1 0.7 -31.8 -2.9 131.8 4.2 1.2 28.6 3.0 71.4 

1983 3.1 。 1.2 1.2 100 。 。 1. 7 1. 7 100 。 。

1984 7.9 -0.5 3.2 3.1 93.8 0.2 6.2 4.3 4.4 104.8 -0.2 -4.8
1985 3.1 -8.5 4.5 1.2 25.4 3.3 74.6 -1.9 1.6 -80.0 -3.6 1800 

1986 -9.6 1.6 -4.2 -3.6 87.4 -0.6 12.6 -4. 7 -5.2 113.0 0.6 -13.0

1987 3.3 2.6 0.3 1.2 109.1 -1 -9.1 2.8 1. 9 63.3 1.1 36.7

1988 7.9 -9.6 6.8 3.1 45.6 3.7 54.4 0.4 4.2 1050 -3.8 -950

1989 -10.8 -2.8 -2.9 -4.2 135.5 1.1 -35.5 -7.0 -5. 7 83.8 -1.1 16.2 
1990 一3.1 4.4 -2. 7 -1.4 45.2 一1.7 54.8 -0.3 -1.5 500 1.6 530 

1991 1.6 7.2 -2.1 0.5 -21. 7 -2.8 121.7 3.7 0.9 23.7 2.9 76.3 

1992 8.9 1.0 3.1 3.4 113.3 -0.4 -13.3 5.3 4.9 90.7 0.5 9.3 

1993 9. 7 一11.9 8.2 3.8 45.3 4.6 54.7 0.4 4.9 1633 -4.6 15.33 

1994 8.8 -16.0 9.5 3.4 35.8 6.2 64.2 -1.6 3.2 一123 -5.8 223.1 

1995 一11.4 10.9 -8.6 -4.4 51.2 -4. 2 48.8 -1.6 -5.4 338 3.8 -238 

合计 16.4 -:-14.4 12.4 6.8 54.8 5.6 45.2 2.4 8.1 337.5 -6.1 -254

从表 2可见：

(1)80年代以来我国名义总需求变动以加速扩张为主。15年中，有10年的名义总需求增

长率加速扩张，累计扩张56.3个百分点；有5年紧缩，累计减速39.9个百分点，正负抵销后累

计扩张16.4个百分点(1980年名义GNP增长率为11.8%, 1995年为28.2%), 1994年名义

总需求增长率高达39.6%。

(2) 名义总供给变动以不利供给冲击为主。 以成本推动、价格预期和价格调整中的主动提

价形成不利供给冲击的有7年，累计使名义总供给增长率下降49.6个百分点；以体制改革、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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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等形成有利供给冲击的有 8 年，累计使名义总供给增长率加速 35.2 个百分
点；正负抵销后不利供给冲击幅度大于有利供给冲击幅度 14.4 个百分点，差 2 个百分点就全
部抵销了名义总需求的累计加速扩张福度。

(3)价格总水平呈现加速上涨趋势。 加速上涨的 8 年，累计加速度为 36.8 个百分点；减速
上涨的 7 年，累计减速 24.4 个百分点。 正负抵销后加速上涨 12.4 个百分点。 其中 1994 年价

格上涨率高达 24.9% ，加速度为 9.5 个百分点。

价格总水平加速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名义总需求的加速扩张，其影响为21. 6个百分点。 总

需求紧缩的影响使价格总水平上涨率减速14 8个百分点。 正负抵销后仍使价格总水平加速
上涨 6.8 个百分点。 不利供给冲击的影响为 19.2 个百分点，扣除有利供给冲击的影响－ 13.6

个百分点，仍使价格总水平加速上涨 5.6 个百分点占 45.2% ，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

素。特别是在每次经济扩张的后期（如 1988 、 1994 年） ， 不利供给冲击的影响都超过总需求扩

张的影响，成为推动价格总水平加速上涨的主要因素。 这符合经济和价格波动周期的一般规

律，说明总需求的加速扩张是不可能持久的，它必然带来严重的不利供给冲击和通货膨胀。
(4)总产出也加速增长，但其加速度低于价格上涨率的加速度。 l5 年中加速增长的 8 年，

累计加速 22.8 个百分点；减速增长的7年 ， 累计减速 20.4 个百分点，正负抵销 1995 年比 1980

年GNP增长率提高 2.4 个百分点。 其中，由千总需求加速扩张带来的总产出加速增长为 28.

9 个百分点；由千总需求紧缩（减速增长）造成的总产出增长率下降 20.8 个百分点，正负抵销
后使总产出加速增长 8.1 个百分点。 有利供给冲击悚总产出加速增长 13.5 个百分点；不利供
给冲击却使总产出增长率下降 19.6 个百分点．正负抵销后仍使总产出增长率下降 6.1 个百分
点。 这说明，我国 80 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仍然是需求扩张型。 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增加

投入，扩大生产规模，外延扩大再生产，而较少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技术进步等因素产生
的有利供给冲击的影响。 这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应予高度重视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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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所用数据全部引自 1992 、 1993 年（中国统计年鉴）和 1994 、 1995 年（统计公报）。
＿＿产归3-也含8含＿＿

（上接第 16 页）明，微观经济越放开，市场化的进程越快，要求宏观调控越有力和灵活有效。 加
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要有必要的集中和相应的手段。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
控，都要求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关键是要实行政企分开，继续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的改

革。 目前政府机构的设置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要加快改革步伐。

此外，为了有利千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还应建立一套能够起到硬约束作用的考核指标

体系。 在国民经济计划中，不仅要规定劳动生产率、投资效果的提高速度，单位产品物耗和能

耗的降低速度，而且要规定经济增长中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的百分比，劳动生产率增长中靠

科技进步获得的百分比，以及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长期计划和远景规划说，还要

明确规定出集约型扩大再生产的比重，即社会生产增长中靠集约型方式获得的百分比。 同时，

要对上述指标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将检查结果公布，以便于人民监督 Q

注：

O（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
@（列宁选然）第4卷．第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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