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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D要!总供给#总需求模型是宏观经济学的一种主要分析工具$然而$在多数教科书中$

关于总供给曲线的论述或者不够全面$或者不够清晰$或者不够准确% 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

将全面而深入地讨论以下三个问题&总供给曲线的定义$总供给理论中的'长期(与'短期(含

义$主要短期总供给曲线的推导)讨论的重点是准确理解这三个问题需要注意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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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总供给!总需求模型是宏观经济学的一种主

要分析工具"它通常被用来分析宏观经济短期变

动!!!经济周期"每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都有

它的身影# 然而"关于总供给曲线的论述"大多数

教科书或多或少存在以下问题$或者不够全面"或

者不够清晰"或者不够准确# 这些问题主要涉及

以下三个方面$总供给曲线的定义"总供给理论中

的%长期&与%短期&含义"主要短期总供给曲线的

推导#

比如"作为国内流行甚广的教科书"高鸿业

'!""K ( 就存在上述所有问题# 首先"高鸿业

'!""K(根本就没有给出总供给曲线的定义"虽然

用了一节的篇幅'第十七章第二节(来说明总供

给"但是"直接用于说明总供给含义的只有一句

话"即%总供给是经济社会所提供的总产量& '第

M$H 页(# 显然"这句话既没有说明总供给函数

'曲线(的变量"也没有指出函数的法则# 其次"

高鸿业'!""K(关于长短期的论述是含混不清)乃

至错误的# 最主要的错误是没有厘清宏观经济学

使用长短期的两种不同方式# 不妨将书中关于长

短期的若干主要论述实录如下# %本书在宏观部

分对*长期+和*短期+的区分标准与微观部分一

致#&%可是"在宏观经济学中"研究对象的差异使

得上述的区分原则'指微观经济学长短期区分原

则!!!笔者注(较为复杂#&%大致说来"宏观经济

学的长期所意味着的时间要长于微观经济学的长

期#&%就短期而论"宏观经济学的总供给曲线涉

及的因素主要为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的调整所需

要的时间长短#&,,'第 M%# 页(# 根据这些论

述"读者实在难以理解宏观经济学中的长短期含

义# 最后"关于短期总供给曲线的形状"高鸿业

'!""K(给出的解释存在错误之处# 最为明显的

错误是在解释短期总供给曲线向上倾斜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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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使用的是微观经济学中的厂商生产决策理论

'第 M%K 页(# 对于这样的错误"许多教科书都有

明确指出# 曼昆'中译本"!""%"第 !&M 页(指出"

%虽然总供给与总需求类似于单一产品的供求模

型"但这个类比是不准确的#&多恩布什等'中译

本"!""%"第 $% 页(写道$%构成总供求图形基础

的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描述无关'宏观经济学

的描述没能给予不同的名称真是太糟糕了(#&萨

缪尔森等'中译本"!""&"第 H" 页(指出"%千万不

要将宏观经济学的 !"曲线和 !# 曲线与微观经

济学的""曲线和 ## 曲线相混淆# ,,这两组

曲线表面上相似"但它们所解释的却是截然不同

的经济现象#&

为弥补现有文献在总供给曲线论述方面存在

的上述不足"本文将全面而深入地讨论以下三个

问题$总供给曲线的定义"总供给理论中的%长

期&与%短期&含义"主要短期总供给曲线的推导#

讨论的重点是准确理解这三个问题需要注意的关

键点#

二%总供给曲线的定义

总供给曲线'函数(描述的是短期里宏观经

济对总需求变动!的反应"它通常由价格水平与

产出水平之间的关系来表示"这些价格和产出组

合都能够使得劳动市场达到均衡#

这里的%短期&是微观经济学的使用方式"不

同于下文将要说明的总供给理论的使用方式"其

含义是%只有劳动可变的时期&# 在微观经济学

中"短期是指有生产要素不可改变的时期-长期是

指所有生产要素都可以改变的时期# 借用微观经

济学的长短期使用方式"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

变动'总产出变动(区分为短期和长期两种情形"

也就是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 在劳动)资本和技

术中"劳动被认为是变动最快的生产要素"因此"

在宏观经济学中"短期宏观经济变动'即经济周

期(就是仅由劳动变化所引起的总产出变动# 总

供给O总需求模型是宏观经济学用来研究经济周

期的主要工具"所以"这里的短期就自然是微观经

济学的使用方式# 由此出发"总供给函数的法则

就表现为%使得*劳动市场+达到均衡&#

用%价格水平&和%产出水平&作为总供给曲

线的变量"是因为面对总需求变动"宏观经济的反

应总是表现为一定的价格水平变动和'或(产出

水平变动"并且"这两种变动之间存在一种%此消

彼长&的关系# 如果用$)%和"分别表示价格水

平)产出水平和总需求"那么"产品市场的均衡条

件为$%P"# 由此"均衡条件的增长率形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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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从该式可以清楚地看到"经由产品市场的均

衡条件"总需求变动总是会表现为价格变动和

'或(产出变动# 具体说来"面对一定的总需求变

动"价格水平变动和产出变动的组合方式有三种

情形$'#(总需求变动全部转化为价格水平变动"

而产出水平不发生变化-'!(总需求变动不引起

价格水平变动"而全部转化为产出水平变动-

'G(总需求变动部分转化为价格水平变动"剩余

部分则转化为产出水平变动# 这三种形式分别对

应长期'古典(总供给曲线)凯恩斯总供给曲线和

短期总供给曲线#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总供给曲线表现为

价格水平和产出水平之间的关系"但是"这并不表

示价格变动和产出变动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就因

果关系而论"总需求变动是因"产出变动和价格变

动都是果# 总供给函数表示的是"为了回应产品

总需求变动"宏观经济在变动价格和变动产出之

间所进行的取舍'多恩布什 等"中译本"!""%(#

这就是说"当总需求变动发生后"宏观经济要选择

一定的价格变动和产出变动比例以%消化&总需

求变动"这个比例就是总供给曲线的斜率# 当产

出变动为 " 时"总供给曲线垂直于产出轴-当价格

变动为 " 时"总供给曲线平行于产出轴-价格变动

和产出变动同时存在时"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

斜"价格变动所占比例越多"总供给曲线越陡峭#

而同一条总供给曲线上的点的移动则是因为总需

求变动# 图 # 中"总需求增加由曲线 "

#

移动到

"

!

)"

G

来表示"总需求变动前的产出水平和价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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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变动的具体情形时$下文总是以总需求增加为例%



水平由!点的坐标来表示# 面对总需求变动"宏

观经济所选择的产出变动和价格变动比例"决定

着!点是向 (点"还是 "点"或者是两点之间的

某一点'比如)点(移动-而总需求的增加'"

!

移

动到"

G

(决定着)点向)*点移动#

图 #

另外"产出变动和价格变动是%同时&被决定

的"没有先后之分# 面对一定的总需求变动"在价

格变动水平被决定的同时"剩余部分的总需求变

动就会表现为产出变动-或者说"在产出变动水平

被决定的同时"剩余部分的总需求变动就会表现

为价格变动# 龚刚'!""M(争辩说"在总供给关系

中"应该是先有产出变动)后有价格变动# 其实"

这样的争辩是没有实质意义的# 为了理解的方

便"我们可以根据习惯"随便认定产出变动和价格

变动的%先后&#

三%总供给理论中的长期和短期

总供给理论中的长短期划分标准包括三个条

件$产品价格的伸缩性)产品价格变动信息的可知

性和货币工资的伸缩性# %长期&是指这三个条

件能够同时满足的时期"%短期&则指这三个条件

至少有一个不能得到满足的时期#

面对市场供求变化"如果价格'包括产品价

格和货币工资(可以自由变动"价格就具有伸缩

性-如果价格没有任何变动"价格就具有刚性-如

果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即价格能够变动"但要受到

限制"价格就具有粘性# 产品价格变动信息的

'不(可知性包括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

两种# %信息完全&指的是厂商能够准确地区分

产品总价格变化和自己所生产的产品的相对价格

变化-%信息不完全&则指厂商错把总价格变化当

成相对价格变化# %信息对称&指的是"关于产品

价格变动情况"厂商和消费者知道得一样多-%信

息不对称&则指厂商知道得比消费者多#

总供给理论的长短期划分标准背后的逻辑

是"货币工资和产品价格的伸缩性以及价格变动

信息的可知性都与时间成正比# 随着时间的推

移"一方面"那些在短期里限制货币工资和产品价

格自由变动的因素将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关于产

品价格变化的信息"经济行为人总是可以通过不

断%学习&而得以了解# 简言之"支撑这一逻辑的

理由是"%时间可以改变一切&以及%可以骗人一

时)不可骗人一世&#

长短期划分条件可以把市场瓦尔拉斯均衡和

非瓦尔拉斯均衡区别开来# 一个市场达到瓦尔拉

斯均衡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市场的价格具有

伸缩性"二是价格变动信息具有可知性# 总供给

理论涉及的市场包含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它们

的价格分别是产品价格和货币工资# 因此"判断

这两个市场是否达到瓦尔拉斯均衡就要看产品价

格和货币工资是否具有伸缩性以及它们变动的信

息是否具有可知性# 不过"因为货币工资变动的

信息总是能够为劳动供求双方所知晓"所以"它就

没有出现在总供给理论的长短期划分标准当中#

基于这一点"%长期&就是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同

时处于瓦尔拉斯均衡的时期-%短期&则是至少有

一个市场处于非瓦尔拉斯均衡的时期#

!

当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同时处于瓦尔拉斯均

衡时"总需求变动会全部转化为产品价格变动-而

当有市场处于非瓦尔拉斯均衡时"总需求变动至

少会部分转化为产出变动# 这样"长短期就将

%不包含产出变动&和%包含产出变动&的宏观经

济变动区别开来了# 以此为基础"%长期&就是总

需求变动全部转化为价格水平变动的时期-%短

期&则是总需求变动至少会部分转化为产出变动

的时期'帕金"中译本"!""G(#

长短期的总供给使用方式与微观使用方式之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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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存在两点区别$一是它们的划分标准不同# 微

观方式的划分标准是生产要素的可变性-而总供

给方式的划分标准则涉及产品价格和货币工资的

伸缩性与价格变动信息的可知性# 二是它们所要

划分的对象不同# 微观方式要区分的是%整个&

生产活动"而总供给方式要区分的是%微观短期&

生产活动# 正是因此"导出总供给曲线!!!无论

是短期还是长期!!!要用到的生产函数都是'微

观(短期生产函数#

综上所述"宏观经济学使用长短期存在两种

方式# 一种是借用微观经济学的使用方式# 依据

这种使用方式"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变动'产

出变动(区分为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经济周期-

并分别由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来加以研

究# 另一种是宏观经济学独有的使用方式"即总

供给理论的使用方式"根据产品价格和货币工资

的伸缩性"这种方式将微观使用方式下的短期生

产活动进一步区分为长期和短期#

四%主要短期总供给曲线

"一$分类

根据不满足条件种类的不同"可以将短期区

分为五种情形'见表 #("下文将它们分别称为工

资刚性短期)信息不对称短期)价格刚性短期)价

格粘性短期和信息不完全短期#

表 #D五种短期情形

短期情形 # ! G & M

产品价格 伸缩性 伸缩性 刚性 粘性 伸缩性

货币工资 刚性 伸缩性 刚性 伸缩性 伸缩性

产品价格

变动信息
对称 不对称 对称 对称 不完全

本来"将不满足的条件进行逐一排列组合"就

可以得到更多的%短期&# 但是"分析一下"就能

发现这些多出的短期情形是没有意义的# 具体包

括以下三种情况$其一"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性#

比如"可以将%信息不对称&与%价格刚性&组合在

一起得到一种新的短期"但是"它与%价格刚性短

期&没有什么不同# 通常"在不知道价格变化信

息时"经济行为人就会根据已知的变化前的价格

来进行决策"这样"在价格刚性条件下"无论信息

是否可知"经济行为人的决策依据事实上都是这

个不变价格# 其二"与事实相悖# 比如"将%产品

价格刚性&与%信息不对称'完全(&结合在一起"

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其三"与已有的五种情形没

有本质差别# 比如"在情形 ! 中"把货币工资刚性

换成货币工资粘性"只会使得总供给曲线的斜率

略微变小"而不会改变短期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

倾斜的形状# 比如"在图 ! 中"面对相同的价格上

涨水平"在工资刚性下"实际工资从 +

"

下降为

+

!

"就业水平就从 ,

"

增加到 ,

!

-在工资粘性下"

实际工资从+

"

下降为+

G

时"就业水平就从,

"

增

加到,

G

# 这样一来"经由相同的宏观生产函数"

产出的增加量就会稍微小一点"从而"总供给曲线

的斜率就会小一点"但是"总供给曲线仍然向右上

方倾斜#

!

图 !

进一步"我们将这五种短期区分为两类# 第

一类包括第 # 和第 ! 两种情形"它们涉及的非瓦

尔拉斯均衡发生在劳动市场-第二类包括余下的

三种"它们涉及的非瓦尔拉斯均衡则出现在产品

市场# 产品总需求变动所引起的劳动市场变化"

在第一类情形中表现为实际工资的变动"在第二

类情形中表现为劳动需求曲线的移动#

"二$货币工资刚性和信息不对称短期总供

给曲线

#-工资刚性短期

货币工资刚性短期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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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这条总供给曲线的导出过程包括以下四个步

骤$第一"在产品价格伸缩性的条件下"总需求变

动导致产品价格同方向变动-第二"由于货币工资

刚性"实际工资与产品价格成反向变动-第三"假

设%在劳动市场中"劳动需求总是能够得到满足

'斯卡斯"中译本"!""H(&"就业水平就与实际工

资成反向变动-第四"因为劳动的边际产出大于

""产出水平与就业水平成同向变动# 在这四点当

中"只有第三点需要解释#

没有%劳动需求总是能够得到满足&的假设"

劳动市场就会出现与经济现实不符的后果$无论

价格是上升还是下降都会导致就业'从而产出(

下降# 一方面"价格上涨"货币工资不变"实际工

资就会下降"这些"厂商和消费者都知道# 这时"

劳动市场就会出现%劳动需求大于供给&的非瓦

尔拉斯均衡# 如果按照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

%短边法则&来确定就业水平的话"那么"价格上

升就会导致就业下降# 在图 ! 中"这一过程表现

为$价格上升使得实际工资从 +

"

下降为 +

!

"就业

水平从,

"

下降为,*

!

# 另一方面"在价格下降时"

实际工资就要上升"劳动市场就会出现%劳动需

求小于供给&的非瓦尔拉斯均衡# 同样"按照短

边法则"就业也会下降# 在图 ! 中"这一过程表现

为$价格下降使得实际工资从 +

"

上升为 +

#

"就业

水平从,

"

下降为 ,

#

# 有了%劳动需求总是可以

得到满足&这一假设之后"当价格上升使得实际

工资从+

"

下降为+

!

时"就业水平就不再是从 ,

"

下降为,*

!

"而是增加到,

!

"这样"价格与就业水平

就呈现出正比关系# 上述与经济现实相悖的现象

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里"用这种短期总供给曲线为例来再次说

明如下论点$尽管总供给曲线表现为价格水平与

产出水平间的关系"但是"它们之间不是因果关

系"并且"两者的大小是同时被决定# 假设图 # 中

的!)表示货币工资刚性短期总供给曲线"总需

求增加前的价格为 $和产出 %# 现在"总需求增

加"即曲线由"

#

移动到"

!

-由于产品价格具有伸

缩性"产品价格水平会迅速上升到$

"

-此时"由于

货币工资刚性"因此"实际工资下降"劳动需求从

而就业水平增加"导致产出水平增加到 %

)

-同时"

增加了的产出水平会使得价格水平从 $

"

下降

到$

)

#

!-信息不对称短期

信息不对称短期总供给曲线与货币工资刚性

短期总供给曲线之间存在两点差别$

其一"在导出过程的第二个步骤中"导致%实

际工资与产品价格成反向变动&的因素由%货币

工资刚性&变成了%信息不对称&# 在信息不对称

的短期中"面对产品价格上涨"虽然客观上货币工

资是可以上涨的"但是"由于消费者不知道产品价

格上涨了"因此"他们主观上不会要求货币工资上

涨"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也不会主动给员工

上涨工资"尽管他们知道产品价格上涨了# 这样

一来"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货币工资%实质上&

没有发生变化# 不变的货币工资加上变动的产品

价格"势必导致实际工资与产品价格成反向变

动#

!进一步"放弃上述信息不对称假设的极端情

形"即%厂商知道而消费者不知道产品价格变动

情况&"也能保证%实际工资与产品价格成反向变

动&# 比如"在产品价格上涨时"只要消费者知道

得比厂商少"消费者所要求的货币工资上涨幅度

就会小于产品价格上涨幅度"实际工资就会下降#

其二"信息不对称短期总供给曲线引入了预

期因素"预期价格变化幅度越接近于实际的产品

价格变化幅度"短期总供给曲线斜率就越大# 比

如"在总需求增加时"产品价格会上涨# 由于不知

道产品价格上涨情况"消费者就会对其进行预期"

并按照自己所预期的价格上涨幅度来要求上涨货

币工资# 因此"消费者预期的上涨幅度与实际的

产品价格上涨幅度越接近"货币工资的上涨幅度

就越接近产品价格上涨幅度"实际工资下降幅度

就越小"就业从而产出的增加就越少"这样"短期

供给曲线的斜率就越大#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

是"在宏观经济学中"为了简单和方便起见"常常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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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在推导短期总供给曲线时$信息不对称是通过货币工资刚性起作用的% 正是因此$有些文献!如&曼

昆$!""%$中译本"没有把'信息的不对称性(单独列为定义短期的条件%



用曲线的平移来代替曲线的转动# 比如"对于宏

观消费函数而言"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会导致消

费曲线的转动"但是"经济学文献通常用消费函数

平行移动来表示# 基于同样的原因"在宏观经济

学文献中"斜率与预期价格水平间的正比关系"常

常被表示成截距与预期价格水平间的正比关系#

由此"得到了宏观经济学常用的如下样式的附加

预期的总供给函数$%P%Q

!

'$O$

.

(#

"三$价格刚性%价格粘性和信息不完全短期

总供给曲线

#-价格刚性短期

产品价格刚性短期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它

的导出过程包括三个步骤$第一"在价格刚性条件

下"总需求变动不能引起产品价格变动"而只能导

致劳动需求同向变动-第二"假设%在劳动市场

中"劳动需求总是能够得到满足'斯卡斯"中译

本"!""H(&"就业水平就与劳动需求同向变动-第

三"因为劳动的边际产出大于 ""产出水平与就业

水平同向变动# 显然"第三点不需要解释#

图 G

关于第一点# 由于产品价格不能变化"所以"

在面对总需求变动时"厂商就只能改变产出水平"

而在短期里"厂商能够改变的生产要素只有劳动#

这就是说"短期里"在产品价格不能改变的条件

下"为了回应产品总需求的变动"厂商只能通过改

变劳动需求来改变产出水平# 因此"在价格刚性

条件下"总需求变动只能导致劳动需求变动# 在

图 G 中"总需求增加会导致劳动需求曲线从,

"

#

向

右移动到,

"

!

#

关于第二点# 由于产品价格不变"同时"信息

也是对称的"所以"劳动的供求双方都无法改变货

币工资# 这样"实际工资就保持不变# 因此"在价

格刚性短期里"劳动供给曲线是水平的"如图 G 所

示# 在%劳动需求总是可以得到满足&的假设下"

水平的劳动供给曲线能够保证就业水平与劳动需

求同向变动#

!-价格粘性短期

价格粘性短期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这

一点"与价格刚性短期总供给曲线不同# 这是因

为"在价格粘性条件下"总需求变动会导致产品价

格和产出水平同时变动"而在价格刚性时"只有产

出变动# 两者导出过程也略有不同# 主要表现

在$同样幅度的总需求变动引起的劳动需求变动

从而产出变动幅度比产品价格刚性时要小# 这是

因为"总需求变动会部分被产品价格变动所%消

化&# 在图 G 中"总需求增加导致劳动需求曲线从

,

"

#

向右移动到,

"

G

"而不再是,

"

!

#

G-信息不完全短期

与价格粘性总供给曲线一样"信息不完全短

期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 它们的差别主要表

现在$导致劳动需求变化的原因不再是产品价格

刚'粘(性"而是在产品价格具有伸缩性条件下"

厂商错把产品价格水平变动当成了自己所生产的

产品相对价格变动# 这就是说"厂商低估了其他

厂商产品的价格变动水平"从而"低估了总价格水

平变动幅度# 这种人为的错误就有了与价格粘性

一样的效果$总需求变动在改变价格的同时"会引

起厂商变动劳动需求#

不难看出"尽管客观上产品价格是具有伸缩

性的"但是"厂商的主观错误使得它%变成了&粘

性的# 也就是说"信息不完全是通过价格粘性起

作用的"因此"有些文献'如$曼昆"中译本"!""%(

并没有将%信息'不(完全&单独列为区分长短期

的条件# 再加上上文指出的信息不对称通过货币

工资刚 '粘(性起作用的事实"曼昆 '中译本"

!""%(中的长短区分标准就只是产品价格和货币工

资是否具有伸缩性$产品价格和货币工资都具有伸

缩性的时期就是长期-否则"就是短期#

综上所述"长期里"由于产品价格和货币工资

都具有伸缩性"总需求变动会全部变成相同幅度

的产品价格和货币工资变动"因此"实际工资不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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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从而就业水平和产出水平不变# 而短期里"或

者由于产品价格不具有伸缩性"总需求变动会导

致劳动需求"从而就业和产出水平变动-或者由于

货币工资不具有伸缩性"面对总需求变动"货币工

资的变动幅度小于产品价格的变动幅度"进而导

致实际工资)就业和产出水平变动#

五%结语

从形状来看"在产出!价格水平坐标系中"古

典总供给曲线与长期总供给曲线都是垂直于横轴

'即产出轴(的一条直线#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

是"虽然形状相同"但是"导出这两条线的条件不

同# 在古典总供给曲线理论当中"根本没有长)短

期之分-换言之"在该理论看来"产品价格和货币

工资总是具有伸缩性"同时"根本就不存在信息不

完全问题# 而在长期总供给曲线理论看来"产品

价格和货币工资的伸缩性和信息的完全性是需要

一定时间才能满足的"因此"它认为要区分长)短

期-并且"只有在长期中"产品价格和货币工资才

具有伸缩性"信息才是完全的"从而"长期总供给

曲线是垂直的# 简单地说"古典总供给曲线理论

根本就不认为存在有别于垂直总供给曲线以外的

短期总供给曲线"而长期总供给曲线理论承认短

期总供给曲线的存在#

概述一下本文的主要论点$关于总供给曲线

的定义"本文认为"虽然它表现为价格水平与总产

出之间的关系"但是"价格水平与总产出之间不是

因果关系-价格水平变动与总产出变动都是总需

求变动所引起结果-一定的总需求变动总是表现

为价格水平变动和'或(总产出变动"并且"两种

变动之间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关于总供给

曲线理论的长)短期定义"本文明确了区分长短期

的三个条件$产品价格和货币工资的伸缩性以及

价格变动信息的完全性-同时"明确了总供给理论

中的长短期定义与微观经济学中的长短期定义之

间的区别与联系# 最后"本文将短期区分为五种情

形"分别分析了每种情形的短期总供给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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