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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理性预期三、理性预期 Rational ExpectationRational Expectation

•• 11、原始含义、原始含义

•• 19611961年，约翰年，约翰 ··穆思穆思((MuthMuth))在在《《理性预期与理性预期与

价格运动理论价格运动理论》》一文中提出了一文中提出了““理性预期理性预期””假设，他假设，他

说：说：““我认为，由于预期是对未来事件进行的有信我认为，由于预期是对未来事件进行的有信

息依据的预测，因而它们在本质上与相关的经济理息依据的预测，因而它们在本质上与相关的经济理

论的预测是一样的论的预测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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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假设说明了三个问题：这一假设说明了三个问题：

•• (1)(1)信息是不足的，信息是不足的，经济主体一般不会浪费经济主体一般不会浪费

信息；信息；大多数经济分析所依据的根本前提就是各大多数经济分析所依据的根本前提就是各

经济主体都是经济主体都是““用其所有，尽其所能的用其所有，尽其所能的””。穆思论。穆思论

证道，信息应被视为只是另一种可以用来参与配证道，信息应被视为只是另一种可以用来参与配

置获得最大利益的资源。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人置获得最大利益的资源。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人

应该在进行预期时利用一切可获得的信息。应该在进行预期时利用一切可获得的信息。



2009-5-7  中宏（24） 《中宏》讲义，张延著。版权所有 4

•• 各经济主体积累了大量关于决定经济各经济主体积累了大量关于决定经济

变量和其他经济主体变量和其他经济主体((尤其是包括政府在尤其是包括政府在

内的内的))行为的关系的信息。行为的关系的信息。这些信息能用这些信息能用

于对经济变量的未来值进行预期。于对经济变量的未来值进行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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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预期形成的方式取决于所描述的经、预期形成的方式取决于所描述的经

济体系的结构；济体系的结构；与任何经济体系的特性相关与任何经济体系的特性相关

的信息就是这种体系的结构。因此，穆思得的信息就是这种体系的结构。因此，穆思得

出结论：理性的经济主体将运用他们有关经出结论：理性的经济主体将运用他们有关经

济体系结构的知识来形成预期。济体系结构的知识来形成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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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表达式、表达式

•• 在穆思的原始定义中，在穆思的原始定义中，理性预期要求主观和客理性预期要求主观和客

观的概率分布一致，观的概率分布一致，但是正如穆思所表明的那样，但是正如穆思所表明的那样，

实际中人们关心的是这些分布的统计量，其中又主实际中人们关心的是这些分布的统计量，其中又主

要是数学期望，因此西方学者通常给理性预期下一要是数学期望，因此西方学者通常给理性预期下一

个更为直接了当的定义：个更为直接了当的定义：当对经济变量的主观预当对经济变量的主观预

期等于基于同样信息条件的数学期望时，这种期等于基于同样信息条件的数学期望时，这种

预期就是理性预期。预期就是理性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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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tt
ee =   =   E [ PE [ Ptt／／IItt--11 ]   ]   

•• IItt--11信息集合，指信息集合，指tt--11期可获得的所有信息，期可获得的所有信息，

•• 对经济变量的主观预期对经济变量的主观预期PPtt
ee

•• = = 基于同样条件下的数学期望基于同样条件下的数学期望E [ PE [ Ptt／／IItt--11 ]]

•• 个人的预期将分布在被预期变量的实际期望值个人的预期将分布在被预期变量的实际期望值

的周围，因此个人预测的平均数将是真实变量的期的周围，因此个人预测的平均数将是真实变量的期

望值。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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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对于一个概率分布的完整描述来说，当然，对于一个概率分布的完整描述来说，

只考虑其期望值而忽略更高阶矩只考虑其期望值而忽略更高阶矩((如方差等如方差等))是有条是有条

件的。件的。穆思在文章中就作了必要假定保证这一点，穆思在文章中就作了必要假定保证这一点，

为的是容易得到模型的理性预期解。为的是容易得到模型的理性预期解。卢卡斯等人卢卡斯等人7070

年代的后继研究表明，可以构造出人们的主观概率年代的后继研究表明，可以构造出人们的主观概率

分布同支配系统的真实客观概率分布一致的模型，分布同支配系统的真实客观概率分布一致的模型，

这才满足了理性预期最一般的表述。这才满足了理性预期最一般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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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理性预期概念上的简单明了可见，理性预期概念上的简单明了

带来了模型求解上的困难，按照卢卡斯带来了模型求解上的困难，按照卢卡斯

说法，说法，穆思在穆思在6060年代提出的仅是构造模年代提出的仅是构造模

型的一种原则，而不是明确的、考虑完型的一种原则，而不是明确的、考虑完

备的宏观经济理论。备的宏观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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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两种预期方式在蛛网模型中的运用。四、两种预期方式在蛛网模型中的运用。

•• 需求：需求：QQtt
dd =  a =  a –– b Pb Ptt ①①

•• 供给：供给：QQtt
ss =  =  -- c + d c + d PPtt

ee ②②

•• 均衡条件：均衡条件： QQtt
dd =  =  QQtt

ss ③③

•• 初始条件：初始条件： PP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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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附加适应性预期附加适应性预期((一种特例一种特例))的蛛网模的蛛网模

型：型：PPtt
ee =  P=  Ptt--11

•• ②②变形为：变形为：QQtt
ss =  =  -- c + c + ddPPtt

ee =  =  -- c + dc + dPPtt--11

•• 与与①①带入带入③③，得到：，得到：

•• a a –– bPbPtt =  =  -- c + dPc + dPtt--1                1                ④④

•• PPtt = (= (a+ca+c))／／b b -- (d(d／／b)Pb)Pt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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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tt =  (=  (a+ca+c))／／b b -- (d(d／／b)b)11 PPtt--11

•• =  (=  (a+ca+c))／／b b -- (d(d／／b)[b)[(a+c(a+c))／／b b -- (d(d／／b)Pb)Ptt--22 ]]

•• =  (=  (a+ca+c))／／b + (b + (-- dd／／b)(a+cb)(a+c))／／b + (db + (d／／b)b)22 PPtt--22

•• =  (=  (a+ca+c))／／b + (b + (-- dd／／b)(a+cb)(a+c))／／b b 

•• + (d+ (d／／b)b)22[[(a+c)(a+c)／／b b -- (d(d／／b)Pb)Ptt--3 3 ] ] 

•• =  (=  (a+ca+c))／／b + (b + (-- dd／／b)(a+cb)(a+c))／／b + (db + (d／／b)b)22(a+c)(a+c)／／b b 

•• -- (d(d／／b)b)33 PPtt--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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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tt =  [ 1+(=  [ 1+(--dd／／b)+(b)+(--dd／／b)b)22 +(+(--dd／／b)b)33++………… ] ] 

•• ((a+ca+c))／／b + (b + (-- dd／／b)b)tt PPt t -- tt

•• =  =  [([(a+ca+c))／／b] b] [1[1–– ((-- dd／／b)b)tt]]／／[1[1–– ((-- dd／／b)] b)] 

•• +  (+  (-- dd／／b)b)tt PPoo

•• PPtt =  =  [1[1-- ((-- dd／／b)b)tt] ] ((a+ca+c))／／( ( b+db+d ))+ (+ (-- dd／／b)b)tt PP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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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特解：、特解：

•• 根据均衡的定义，根据均衡的定义，如果存在均衡价格如果存在均衡价格

PP**，，则意味着：则意味着：PPtt =  P=  Ptt--1  1  =  =  ………… = P= P**

•• 带入带入 a a –– bPbPtt =  =  -- c + dPc + dPtt--1    1    ④④，，得到：得到：

•• a a –– b Pb P** =  =  -- c + d Pc + d P**

•• PP* * = (= (a+ca+c))／／((b+d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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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通解：、通解：

•• PPtt =  =  [ 1[ 1-- ((-- dd／／b)b)tt]](a+c(a+c))／／((b+db+d))+ (+ (-- dd／／b)b)tt PPoo

•• =  =  [ 1 [ 1 -- ((-- dd／／b)b)tt] P] P* * + (+ (-- dd／／b)b)tt PPoo

•• =  =  PP* * + ( + ( -- dd／／b)b)tt ( P( Po o -- PP**))

•• PPtt 围绕围绕 PP**波动。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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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适应性预期条件下，蛛网模型的三种情况：、适应性预期条件下，蛛网模型的三种情况：

•• (1)(1)、若、若││-- dd／／bb││＜＜ 11时，时，limlim tt→∞→∞ PPtt = P= P**

••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时间的推移，PPtt最终趋向于均衡价格最终趋向于均衡价格PP**

•• 由于由于 --11＜＜ -- dd／／bb＜＜ 00，，PPtt趋向于均衡价格趋向于均衡价格PP**

的过程是一个阻尼振荡。的过程是一个阻尼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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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趋向于均衡价格趋向于均衡价格 PP**的阻尼振荡的阻尼振荡

tt

PPtt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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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含义：经济含义：││-- dd／／bb││＜＜ 1 1 ，，即：即：

•• ││-- 11／／bb││／／││ 11／／dd││＜＜ 11

•• ││-- 11／／bb││＜＜││ 11／／dd││

•• ││需求曲线数学上的斜率需求曲线数学上的斜率││＜＜

•• ││供给曲线数学上的斜率供给曲线数学上的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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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0•• 收敛型蛛网收敛型蛛网

P*P*

QQtt
ss

QQtt
dd

QQ

1/d1/d
-- 11／／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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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适应性预期形式的蛛网模型的缺陷是显附加适应性预期形式的蛛网模型的缺陷是显

而易见的。蛛网式的市场遵循着一种十分规则的而易见的。蛛网式的市场遵循着一种十分规则的

模式，即供给过度之后，就是供给不足，供给不模式，即供给过度之后，就是供给不足，供给不

足之后，又是供给过度。足之后，又是供给过度。适应性预期的模式根本适应性预期的模式根本

不考虑经济主体会吃一堑而长一智。不考虑经济主体会吃一堑而长一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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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若、若││-- dd／／bb││＞＞ 11时，时，limlim tt→∞→∞ PPtt = = ∞∞

••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时间的推移，PPtt最终发散。最终发散。

•• 由于由于--11＞＞ -- dd／／bb，，PPtt 发散的过程是一个发散的过程是一个

爆炸振荡。爆炸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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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 PPt t 发散的爆炸性振荡发散的爆炸性振荡

tt

PP**

PP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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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含义：经济含义：││-- dd／／bb││＞＞ 1 1 ，，即：即：

•• ││-- 11／／bb││／／││ 11／／dd││＞＞ 11

•• ││-- 11／／bb││＞＞││ 11／／dd││

•• ││需求曲线数学上的斜率需求曲线数学上的斜率││＞＞

•• ││供给曲线数学上的斜率供给曲线数学上的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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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0 发散型蛛网发散型蛛网

P*P*

QQtt
ss

QQtt
dd

QQ

-- 11／／bb
11／／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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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若、若││-- dd／／bb││ = 1= 1时，时，

•• limlim tt→∞→∞ PPtt =  P=  Po  o  ，，tt为偶数。为偶数。

•• limlim tt→∞→∞ PPtt =  2 P=  2 P**-- PPo o ，，tt为奇数。为奇数。

••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时间的推移，PPtt既不趋近，也既不趋近，也

不发散，围绕不发散，围绕PP**的等距离振荡。的等距离振荡。



2009-5-7  中宏（24） 《中宏》讲义，张延著。版权所有 26

0

•• PPt t 的单一振荡的单一振荡

tt

PP**

PP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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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含义：经济含义：││-- dd／／bb││ = 1 = 1 ，，即：即：

•• ││-- 11／／bb││／／││ 11／／dd││= 1= 1

•• ││-- 11／／bb││= = ││ 11／／dd││

•• ││需求曲线数学上的斜率需求曲线数学上的斜率││ = = 

•• ││供给曲线数学上的斜率供给曲线数学上的斜率││



2009-5-7  中宏（24） 《中宏》讲义，张延著。版权所有 28

PP

0•• 封闭型蛛网封闭型蛛网。。

P*P*

QQtt
ss

QQtt
dd

QQ

-- 11／／bb1/d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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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适应性预期在蛛网模型中运用，、适应性预期在蛛网模型中运用，

得到的经济含义：得到的经济含义：

•• (1) (1) 向均衡价格向均衡价格PP**的收敛过程是缓慢的收敛过程是缓慢

的，经过多期的振荡调整。的，经过多期的振荡调整。

•• (2) (2) 是否能收敛到是否能收敛到PP**取决于供求曲线取决于供求曲线

的斜率，发散型蛛网和封闭型蛛网在现实的斜率，发散型蛛网和封闭型蛛网在现实

生活中罕见，明显不符合经济现实。生活中罕见，明显不符合经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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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理性预期的蛛网模型：、理性预期的蛛网模型：

•• 需求：需求：QQtt
dd =  a =  a –– b Pb Ptt ①①

•• 供给：供给：QQtt
ss =  =  -- c + d c + d PPtt

ee +  +  uutt ②②

•• 均衡条件：均衡条件： QQtt
dd =  =  QQtt

ss ③③

•• 初始条件：初始条件： PPoo

•• 附加理性预期：附加理性预期：PPtt
ee =  E [ P=  E [ Ptt／／IItt--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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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①②带入带入③③，得到：，得到：

•• a a –– bPbPtt =  =  -- c + c + dPdPtt
ee +  +  uutt ④④

•• PPtt = (= (a+ca+c))／／b b -- (d(d／／b)Pb)Ptt
ee -- uutt／／bb

•• 对上式两边取期望：对上式两边取期望：

•• E( PE( Pt  t  )  =  )  =  E[(a+cE[(a+c))／／b b -- (d(d／／b)Pb)Ptt
ee -- uutt／／b]b]

•• PPtt
ee =  E( P=  E( Pt  t  ))

•• =  =  E[(a+cE[(a+c))／／b] b] –– E[(dE[(d／／b)Pb)Ptt
ee] ] –– E(E( uutt／／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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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tt
ee =  (=  (a+ca+c))／／b b –– (d(d／／b)E(Pb)E(Ptt

ee))–– E(E( uutt ))／／bb

•• =  (=  (a+ca+c))／／b b –– (d(d／／b)Pb)Ptt
ee–– E(E( uutt ))／／bb

•• PPtt
ee +  (d+  (d／／b)Pb)Ptt

ee =  (=  (a+ca+c))／／b b –– E(E( uutt ))／／bb

•• PPtt
ee =  =  ((a+ca+c))／／((b+db+d)) –– E(E( uutt ))／／((b+d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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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均衡的定义，如果存在均衡价格根据均衡的定义，如果存在均衡价格

PP**，，则意味着：则意味着：PPtt =  P=  Ptt--1  1  =  =  PPtt
ee = = ………… = P= P**

•• 带入带入 a a –– bPbPtt =  =  -- c + c + dPdPtt
ee + + uutt ④④得到：得到：

•• a a –– b Pb P** =  =  -- c + d Pc + d P*  *  + + uutt

•• PP* * =  (=  (a+ca+c))／／((b+db+d)  )  -- uutt／／((b+db+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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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 uutt =  u=  utt--1  1  =  =  ………… = 0  = 0  时，才能满足时，才能满足

均衡条件，实现均衡：均衡条件，实现均衡：

•• PPtt =  P=  Ptt--1  1  =  =  ………… = P= P**

•• PP* * =  (=  (a+ca+c))／／((b+db+d))

•• PPtt
ee =   P=   P** –– E(E( uutt ))／／(b + d)(b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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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理性预期解的经济含义：理性预期解的经济含义：

•• (1)  (1)  {{ uutt } } 是一个随机扰动序列，在序列不相是一个随机扰动序列，在序列不相

关的条件下，存在：关的条件下，存在：E(E( uutt )= 0)= 0

•• {{ uutt } } 是一个随机扰动序列，是一个随机扰动序列，uutt随机的或正或随机的或正或

负，其经济含义是：消费者或厂商不是具有负，其经济含义是：消费者或厂商不是具有““完完

善的预见善的预见””，或者他们的预期总是，或者他们的预期总是““正确的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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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utt } } 是序列不相关的是序列不相关的，，说明各个经济主体不会说明各个经济主体不会

犯系统性错误，犯系统性错误，错误之间无序列相关性。而是错误之间无序列相关性。而是““吃一吃一

堑，长一智堑，长一智””，他们不会在长时期中犯错误。预期的，他们不会在长时期中犯错误。预期的

系统误差即时消除，即系统误差即时消除，即E(E( uutt )= 0)= 0。。说明各经济主体说明各经济主体

考虑他们过去的失误，并在必需时修改他们的预期考虑他们过去的失误，并在必需时修改他们的预期

行为，以便消除引起这此失误的规律。行为，以便消除引起这此失误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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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在在E(E( uutt )= 0)= 0的条件下，的条件下，

•• 存在：存在：PPtt
ee = = ((a+ca+c))／／((b+db+d))

•• 他们主观的，心理的预测等于客观的理论预测。他们主观的，心理的预测等于客观的理论预测。

•• 信息集合信息集合IItt--11 的经济含义是：的经济含义是：市场上的经济主体市场上的经济主体

都了解方程都了解方程①①——③③所描述的经济结构，所描述的经济结构，aa、、bb、、cc、、dd都都

是关于市场结构的信息，是关于市场结构的信息，并且运用这些信息来形成他并且运用这些信息来形成他

们的预期。依据当时的经济结构模型们的预期。依据当时的经济结构模型①①——③③来得出来得出PPt  t  

的表达式。的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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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信息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强调信息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

作为消费者、厂商，他们都注视着所有的市作为消费者、厂商，他们都注视着所有的市

场信号，即假定各个经济主体通过考虑一切场信号，即假定各个经济主体通过考虑一切

有关的、可得到的信息，包括他们对经济如有关的、可得到的信息，包括他们对经济如

何运行的理解在内，来形成他们对将来的展何运行的理解在内，来形成他们对将来的展

望，即预期。望，即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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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PPtt
e   e   =  P=  P**

•• 理性预期并不决定于一个既定的几何递减公理性预期并不决定于一个既定的几何递减公

式，而是取决于供求曲线的性质。这就是说，预期式，而是取决于供求曲线的性质。这就是说，预期

形成机制直接取决于模型的结构。形成机制直接取决于模型的结构。没有振荡没有振荡，，而是而是

立刻收敛到均衡价格。立刻收敛到均衡价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

性预期是内生性的，其存在性和唯一性依赖于整个性预期是内生性的，其存在性和唯一性依赖于整个

模型。模型。



2009-5-7  中宏（24） 《中宏》讲义，张延著。版权所有 40

PP

0 没有振荡的收敛型蛛网没有振荡的收敛型蛛网

P*P*

QQtt
ss

QQtt
dd

QQ



2009-5-7  中宏（24） 《中宏》讲义，张延著。版权所有 41

PP

0 没有振荡的发散型蛛网没有振荡的发散型蛛网

P*P*

QQtt
ss

QQtt
dd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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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0
没有振荡的封闭型蛛网没有振荡的封闭型蛛网

PP**

QQtt
ss

QQtt
dd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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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适应性预期则是独立于模型的，其决而适应性预期则是独立于模型的，其决

定过程在模型内无法得到说明，有其不依赖定过程在模型内无法得到说明，有其不依赖

于模型的固定的计算公式。于模型的固定的计算公式。理性预期内生于理性预期内生于

模型，模型，说明了理性经济人可以利用所有能够说明了理性经济人可以利用所有能够

获得的信息做得更好，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获得的信息做得更好，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相容。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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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对理性预期的质疑：、对理性预期的质疑：

•• 反对者认为，理性预期意味着：反对者认为，理性预期意味着：走在大街上走在大街上

的任何一个人，都了解描述现实世界的模型结的任何一个人，都了解描述现实世界的模型结

构，并且利用这种信息来形成预期。这种预期与构，并且利用这种信息来形成预期。这种预期与

经济学家利用经济模型预测出的结果相吻合。经济学家利用经济模型预测出的结果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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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种质疑，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对于这种质疑，新古典主义的经济

学家的经典回答是：学家的经典回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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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本能的作用。强调本能的作用。

•• 本能指使经济人作出的判断，与经济本能指使经济人作出的判断，与经济

学家根据经济理论作出的判断一样好。学家根据经济理论作出的判断一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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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从预期形成的方式的角度，五、从预期形成的方式的角度，

•• 对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沟通：对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沟通：

•• 本质上的不同在于三条总供给曲线中本质上的不同在于三条总供给曲线中

PPee形成的方式不同。形成的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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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卡斯总供给曲线：卢卡斯总供给曲线：

•• Y = YY = Y** + + ββ(P(P –– PPee))

•• PPee的形式是理性预期。的形式是理性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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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里德曼弗里德曼——费尔普斯修正：费尔普斯修正：

•• PP =  =  PPee + P+ P--11λ′λ′((YY -- YY**))

•• PPee的形式是适应性预期。的形式是适应性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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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性预期的特例：适应性预期的特例：

•• 当当λλ= 0 = 0 时，时，PPtt
ee = P= Ptt--11

•• ———— 不考虑过去预期的错误，把全不考虑过去预期的错误，把全

部的权重放在上一期的实际价格水平上。部的权重放在上一期的实际价格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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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 =  =  PPee + P+ P--11λ′λ′((YY -- YY**))

•• =  P=  Ptt--11 + P+ P--11λ′λ′((YY -- YY**))

•• =  P=  Ptt--11 [ 1 +[ 1 +λ′λ′((YY -- YY**)]  )]  

•• ———— 凯恩斯主义的总供给曲线是凯恩斯主义的总供给曲线是

适应性预期的特例。适应性预期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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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预期形成方式的不同，作以预期形成方式的不同，作

为沟通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为沟通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

的总供给曲线的桥梁和纽带。的总供给曲线的桥梁和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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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作业：

•• DornbuschDornbusch书上，第书上，第215215页页：：3 3 —— 77

•• 55月月1818日交第日交第55次作业次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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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8.3    新古典主义的新古典主义的AD AD –– ASAS分析分析

•• 一、货币冲击的效果分析：一、货币冲击的效果分析：

•• 被预期到的需求管理的政策无效。被预期到的需求管理的政策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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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波动根源：货币冲击波动根源：货币冲击

•• ΔΔM M ＞＞ 0 0 →→ MM／／PP↑↑→→ ADADoo↑↑ADAD11

•• 新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价格调整快于产量调价格调整快于产量调

整，结果是整，结果是PPoo↑↑P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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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0

•• 新古典主义总供求分析的几何图形新古典主义总供求分析的几何图形

YYYY**

LAS LAS 线线

ADADoo

ADAD11

PP11

PPoo AA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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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传导机制：传导机制：

•• 在动态总供给曲线中在动态总供给曲线中

•• 自变量：自变量：P P ；； 因变量：因变量：YY

•• 传导机制为：传导机制为：P  P  ─→─→ PPee─→─→ 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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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预期的效果：预期的效果：

•• （（11）如果预期到：）如果预期到：P = P = PPee，，则则 Y = YY = Y**

•• （（22））如果预期不到：出现预期错误如果预期不到：出现预期错误

•• 即即P P ≠≠ PPee ，存在一个单调上升的动态，存在一个单调上升的动态

总供给曲线。总供给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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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0

•• 新古典主义总供求分析的几何图形新古典主义总供求分析的几何图形

YYYY**

SAS SAS 线线

PPee -- PP--11λ′λ′YY**

LAS LAS 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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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D11

PP11

PPoo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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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PP＞＞ PPee（（ = P= Poo）时，沿动态总供给）时，沿动态总供给

曲线从曲线从A A →→ B B 。。

•• 在在BB点存在：点存在：YY＞＞ YY** ,  ,  货币非中性。货币非中性。

•• 但是，最终但是，最终P = P = PPee ，，则则 Y = YY = Y**，，经济经济

回复到回复到CC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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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0

•• 新古典主义总供求分析的几何图形新古典主义总供求分析的几何图形

YYYY**

SAS SAS 线线

PPee -- PP--11λ′λ′YY**

LAS LAS 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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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D11

PP11

PPoo AA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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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预期的调整速度：、预期的调整速度： AA→→ B B →→ CC

•• 如果理性预期，表明上述预期错误被即刻如果理性预期，表明上述预期错误被即刻

发现，即经济主体通过对短期卢卡斯总供给曲线发现，即经济主体通过对短期卢卡斯总供给曲线

的斜率的调整，使均衡点的斜率的调整，使均衡点BB快速移动到快速移动到CC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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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货币主义的分歧就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货币主义的分歧就在

于于::均衡点从均衡点从 AA→→ B B →→ C C 移动时间的长短。移动时间的长短。

•• 理性预期的即时调整性，使得在短期货币理性预期的即时调整性，使得在短期货币

也是中性的，也是中性的，

•• 货币主义的适应性预期调整缓慢，货币主义的适应性预期调整缓慢，则认为则认为

这中间有一段不短的时滞，使得货币在短期可这中间有一段不短的时滞，使得货币在短期可

以影响到实际产量，以影响到实际产量，货币在短期非中性。货币在短期非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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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的共识：长期内，货币是中性的。经济学家的共识：长期内，货币是中性的。

•• 分歧在于：短期内，货币是否中性？分歧在于：短期内，货币是否中性？

•• 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短期货币非中性。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短期货币非中性。

••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短期货币也是中性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短期货币也是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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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货币政策规则和相机抉择二、货币政策规则和相机抉择。。

•• 附录附录 博弈论（略）博弈论（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