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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经济学与理性预期理论的比较研究①

朱全涛

一、引　　言

1958 年, 菲力浦斯教授根据英国实际数据发现了菲力浦斯

曲线。1968 年, 弗里德曼②和菲尔帕③分别证明了, 在“适应性

预期”条件下,“可被利用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在短期内存在替

换关系, 也即在短期内, 货币发行量增加会导致产量增加。因

为厂商只是根据以前的信息“逐步”调整预期, 政府可利用这

种预期中的系统误差使就业增加、产出增长。但预期会逐步调

整, 名义工资因此回升, 通货膨胀便势不可免, 产量又回到原

始水平, 因此长期内货币增发的后果只有通货膨胀而无产量增

加。

1972 年, 卢卡斯在《经济理论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理

性预期均衡分析方法的论文。其主要贡献在于严格推导出产量

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也即菲力浦斯曲线。卢卡斯发现, 在

完全信息的情形下, 不存在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替换关系

(即使在短期) ; 而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形下, 货币发行量增加在

短期内会导致产量和通货膨胀同时提高, 即失业与通货膨胀之

间存在一定的此消彼长关系 (菲力浦斯曲线)。但是在“理性预

期”的假设前提下, 政府不可能经常利用这种关系来增发货币

以创造就业。因为这样, 厂商会把所有有关货币增长的信息考

虑到他们的“预期”中去, 使得有规律的货币增加或减少即使

在短期内也不能被用来创造就业。这个发现对宏观经济学和宏

观经济计量学有重大影响④。

综观经济理论是由著名的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创立的⑤。它是以能代表一国经济的典型厂商的行为

及其调整 (如价格及产量的决定) 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个宏、微

观相结合的理论。该理论也在理性预期 (亦可为其它预期) 的

条件下, 研究经济人的行为及其调整。

本文通过比较这两大理论的总供求均衡模式 (如预期的对

称性、各种市场结构下的厂商决策)、价格水平预期对经济调整

之影响和政策的有效性及其条件等, 揭示了这两大理论的不同

点与共同点, 以期为发展宏观经济理论提供借鉴。

由于理性预期理论发展到今天内容庞杂, 模型很多, 本文

不可能全面涉足, 因此我们主要以卢卡斯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计

量模型作为代表进行表述。而综观经济学则有其统一的一般理

论模式, 为了更方便地说明问题, 我们在本文中用一个例子与

其一般理论进行对照分析。综观经济学的几个有关假定在此亦

简单说明如下⑥: (1) 厂商是典型厂商, 它们生产的产品是典型

产品, 即具有同一性; (2) 一国经济由N 个典型厂商组成供给

者, 在短期内典型厂商数目不变; (3) 假定市场完全自由竞争;

(4) 每个典型厂商的产量与价格不影响一国的总产量与价格水

平。

二、理论模式的比较

让我们从比较他们的理论模式开始。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

论的总供求均衡方程⑦为:

总需求曲线: Y t = ΑX t - Βp t ⋯⋯ (1)

总供给曲线: Y t = Y 3 + Τ(p t - E [p tû I t- 1 ]) + u t

⋯⋯ (2)

其中 Y t, X t, p t 分别为 t 期的真实总产量、政策因素及价格

水平, Y 3 为潜在GN P , I t- 1 为 t - 1 期的信息全集, E [p tû I t- 1 ]

为在 t - 1 期利用 I t- 1 对 t 期价格水平 p t 的预期, u t 为白噪声

(满足 E [u tû I t- 1 ] = 0) , Α、Β、Τ为参数。按总供求均衡求解方程

(1)、 (2) , 有:

Y t =
ΒY 3 + ΑΤX t - ΒΤE [p tû I t- 1 ] + Βu t

Β + Τ ⋯⋯ (3)

p t =
- Y 3 + ΑX t + ΤE [p tû I t- 1 ] - u t

Β + Τ ⋯⋯ (4)

　　对 (4) 中的关于 t - 1 期信息全集 I t- 1 再预期 (即取期望

值) , 由于 E [u tû I t- 1 ] = 0, 则 E [p tû I t- 1 ] = (ΑE [X tû I t- 1 ] -

Y 3 ) öΒ。将它代入 (3)、 (4) 可以确定

p t - E [p tû I t- 1 ] =
Α(X t - E [X tû I t- 1 ]) - u t)

Β + Τ ⋯⋯ (5)

Y t - Y 3 =
ΑΤ(X t - E [X tû I t- 1 ]) + Βu t

Β + Τ ⋯⋯ (6)

　　在理性预期均衡理论提出以前, 其它理论已认为 Y t - Y 3

=
ΑΤ(X t - E [X t ]) + Βu t

Β + Τ , 其中政策的期望值 E [X t ] 代表消费

者及厂商对政策的推断。但如何计算这个期望值, 各理论众说

纷纭。卢卡斯认为消费者及厂商会根据所有信息来推断这个期

望值, 因而 E [X t ] 取值 E [X tû I t- 1 ], 从而也就有 (5) (6) 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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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 一方面, 在居民和厂商看来X t = E [X tû I t- 1 ] + v t, 其中v t 为

满足 E [v tû I t- 1 ] = 0 的白噪声且在决策者所能控制的范围之

外。另一方面, 从政府方面看, 政府政策的真实过程为 X t =

E g [X t ] + ∆t, 其中 E g [X t ] 为政府制定政策的期望值, ∆t 为满足

E g [∆t ] = 0 的白噪声且在政府所能控制之外。

如果消费者和厂商对政策的预期推断 E [X tû I t- 1 ] 同政府

制定政策的期望值 E g [X t ] 一致, 即 E [X tû I t- 1 ] = E g [X t ], 从而

v t = ∆t, 则

p t - E [p tû I t- 1 ] =
Α∆t - u t

Β + Τ ⋯⋯ (7)

Y t - Y 3 =
ΑΤ∆t + Βu t

Β + Τ ⋯⋯ (8)

这说明真实总产出 Y t 对 Y 3 (潜在GN P ) 的偏离及真实价格水

平 p t 对预期价格水平 E [p tû I t- 1 ] 的偏离纯粹是随机的, 因而政

府政策是无效的, 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如此。这就是 20 世纪 70 年

代西方发现的“被预期的货币增长不会影响产量”之理论渊源。

如果消费者和厂商对政策的预期推断同政府制定政策的

期望值不一致, 即 E [X tû I t- 1 ] ≠ E g [X t ], 则:

p t - E [p tû I t- 1 ] =
Α(E g [X t ] - E [X tû I t- 1 ]) + Α∆t - u t

Β + Τ

⋯⋯ (9)

Y t - Y 3 =
ΑΤ(E g [X t ] - E [X tû I t- 1 ]) + ΑΤ∆t + Βu t

Β + Τ

⋯⋯ (10)

这说明如果居民及厂商不知道政府制定政策的真实规则, 则需

求管理政策依然有效。

我们再看看综观经济学的总供求均衡模式。它由其有关假

设确定⑧。

总需求曲线: 对单个典型厂商的典型产品的需求函数为 q

= q (p , Π,D ,N ) , 其中 q, p 分别为典型厂商的产量及产品的价

格, Π为预期价格水平,D 为名义总需求, N 为厂商个数。由于产

品具有典型性, 因而其价格p 能代表一国真实价格水平。我们让

D 代表需求管理政策。记Y 为真实总产出, 从而Y = N q, 则总需

求曲线为:

Y = N q = N q (p , Π,D ,N )

　　总供给曲线: 典型厂商的生产成本函数可表述为C = C (Π,

q, Y , Ε) , 其中 Y 在这里代表外部经济或不经济, Ε为其它成本因

素, 如国外价格水平变化、技术进步等。在市场完全自由竞争条

件下, 典型厂商的供给曲线由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决定 (这里要

求M C > A V C ) , 即

p = M C =
5C (Π, q, Y , Ε)

5q
=

5C (Π,
Y
N

, Y , Ε)

5q

这等式也是总供给曲线反函数。由于N 不变, 可以当作参数, 按

总供求平衡, 从而可以确定真实产出及价格水平是名义总需

求、其它成本因素 Ε及预期价格水平 Π的函数。由于理性预期, Π

= p , 从而可以进一步确定真实产出及价格水平是名义总需求

及其它成本因素 Ε的函数。

为了使读者对这个一般模式有更直观的看法, 我们用一个

例子加以展开。特别地, 若 q = (p öΠ) - ΡD öN Π, C = A Πlqm Y kΕ∆,

其中 Ρ, l,m > 0 为参数。按前文, 总需求曲线为 Y = N q =

(p öΠ) - ΡD öΠ。按价格等于边际成本 p = M C = mA Πlqm - 1Y k Ε∆ =

mA ΠlYm + k- 1Ε∆N 1- m , 它亦即总供给曲线的反函数。按总供求平

衡, 有

Y 1- Ρ+ Ρm + Ρk = (m A N 1- m ) - ΡΕ- Ρ∆D ΠΡ- 1- Ρl ⋯⋯ (11)

p 1- Ρ+ Ρm + Ρk = (mA N 1- m ) Ε∆D m + k- 1Π1- Ρ+ l- m - k+ Ρm + Ρk

⋯⋯ (12)

　　 由于预期是理性预期, 则预期价格增长率等于真实价格增

长率, 即 d ΠöΠ= d p öp。对以上两式两边先取自然对数, 然后微

分, 并令 d ΠöΠ= d p öp , 有

d p
p

=
m + k - 1
m + k - l

dD
D

+
∆

m + k - l
d Ε
Ε ⋯⋯ (13)

d Y
Y

=
1 - l

m + k - l
dD
D

-
∆

m + k - l
d Ε
Ε ⋯⋯ (14)

　　现在我们可以对这两大理论模式进行比较了。

它们的共同点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1 它们都强调了预期的重要性而且预期均为理性预期。

21 它们都考虑了政府的需求管理。

它们的不同可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11 预期的对称性。在总需求曲线上, 理性预期学派没有考

虑作为需求者的居民、政府及厂商对价格水平的预期, 而综观

经济学则考虑了他们对价格水平的预期⑨。在总供给曲线上, 两

者都考虑了价格水平的预期对社会真实总供给的影响, 并且都

认为厂商以此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进行决策。这样, 在理性预

期理论看来, 对价格水平的预期仅仅只是作为供给者的厂商的

行为, 而作为需求者的消费者、政府及厂商则机械地、被动地

执行不变的需求模式, 无论预期价格是否变化。这不符合理性

预期理论所强调的“经济人持理性预期”这一基本观念, 因为

消费者是经济人却不“持理性预期”。因此在理性预期理论暗含

了“预期不对称”这一假定, 即它认为只是供给者而不是供求

双方“持理性预期”。在综观经济学中预期是对称的, 即它认为

无论是供给者还是需求者都“持理性预期”。

21 决策模式。在微观经济学看来, 有两种市场结构: 完全

自由竞争与不完全竞争。相应地, 厂商的决策模式有两种: 边

际成本等于价格, 及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当然, 厂商还有

其它决策模式, 如追求适当利润率、追求最大销售额等βκ。由于

综观经济学建立在典型厂商的分析方法上, 因而它可以表现厂

商的各种决策模式βλ; 而理性预期学派还没有类似表现。不过,

这种以典型厂商为基础的经济分析方法并非与理性预期学派

的观念格格不入。事实上, 在完全自由竞争、没有外部经济与

不经济条件下, 如果一国经济由N 个典型厂商组成, 则在理性

预期学派看来, 典型厂商的供给曲线为:
Y t

N
=

Τ
N

p t +

Y 3 + u t - ΤE [p tû I t- 1 ]
N

。按 边 际 成 本 等 于 价 格, 即 p t =

dC
d (Y töN ) , 成本函数可写为 C = C 0 +

ΤE [p tû I t- 1 ] - Y 3 - u t

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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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t

N
+

N
2Τ(

Y t

N
) 2, 这里C 0 是与产量

Y t

N
无关的固定成本。不过, 这

样的成本函数未免太特殊。

31 其它因素的考虑。综观经济学考虑了外部经济或外部不

经济和其它成本因素 (如国外价格水平, 技术进步等) 对总产

量与价格水平产生的影响 (见 (11)、 (12) 式)。卢卡斯的经济

模型则没有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 它在这些方面已受到经济学

者们的批评。

41 名义总需求的增长率在物价水平的增长率及真实GN P

增长率之间的分割。综观经济学认为, 名义总需求增长率中的

一部分反映在价格水平增长率上, 另一部分反映在真实 GN P

增长率上 (见 (13)、 (14) 式)。而理性预期学派则表现为一个

极端, 名义总需求的增长只使得价格水平上升而对真实国民生

产总值的增长没有任何影响, 除非政策引导人们错误预期。在

理性预期学派看来, 市场经济能自行调节到充分就业状态, 从

而真实GN P 增长由市场天然决定 (见 (7)、 (8) 式) , 即“市

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

51 分析方法。综观经济学既采用静态分析方法研究一国真

实GN P 及价格水平如何决定, 也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 比较

两个不同时期各种宏观经济总量。理性预期理论用比较静态分

析法似乎有点牵强附会。由于它本身强调真实GN P 由市场自

身决定而非模型决定, 这样, 它研究这一增长没有太多的理论

意义。在价格水平方面亦如此。但它的静态分析因讨论真实

GN P 与真实价格水平的确定, 以及它们与预期之差别 ( 即Y t -

Y 3 及 p t - E [p tû I t- 1 ]) 的缘由而颇受这一理论重视。

61 数据关系。理性预期理论在真实GN P 与潜在GN P 之

间建立了经验联系 (见 (2) 式)。而综观经济学则不然, 它基

于微、宏观经济理论对经济人的行为作理性分析, 并以此讨论

真实GN P 的决定。在卢卡斯的供求函数中, 宏观变量与微观变

量之间的交互影响被忽略了, 而这又是综观经济理论的一个显

著特点。

71 名义需求变动对产量和价格的影响。在卢卡斯的模型

中, 如果在均衡时的真实价格等于预期的价格, 则名义需求变

动不影响产出, 只影响价格。而在综观经济模型中, 由于采用

典型厂商的概念, 在均衡时, 尽管预期的价格等于真实的价格,

但名义总需求的外部变动对产量和价格的影响还要取决于影

响典型厂商的边际成本的各种因素, 而这些因素在卢卡斯的模

型中不起任何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在综观经济学的模型中, 市

场并不一定是完全竞争的, 而在卢卡斯的模型背后, 市场是完

全竞争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综观经济模型中有一特例: “预期神地”。

在此特例中, 如果企业预期价格不变, 则在均衡时, 外部名义

总需求的变动不会影响价格而只影响其产量βµ; 如果企业预期

价格上涨 10◊ , 则在均衡时价格水平也就会上升 10◊ 。这听起

来有点神奇, 但黄有光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了此定理, 而且

并不与理性预期相悖。只是在卢卡斯的模型中, 政府对现实经

济只有望“事实”而兴叹的份, 而黄有光依据其精辟的见解, 严

格的证明, 指出在某些情况下, 政府的需求政策如果用得适当

是有回春之力的。

三、价格预期与经济调整关系之比较

接下来, 我们比较这两大理论在价格水平的预期对经济调

整之影响上的差别。对价格水平的预期有多种形式, 如简单预

期法、外推预期法、适应预期法等, 而不仅仅只有理性预期法。

事实上, 理性预期是在对传统的预期方式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 与其它预期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对预期的调整是否理

性。本节拟以人们不断调整其预期 (此时预期价格水平不等于

真实价格水平) 直至理性预期 (此时预期价格水平等于真实价

格水平) 以对这些预期作一个统一表述。为了简单及统一表述,

下文对理性预期理论的真实价格水平考虑其期望值并简记为

p , 其预期价格水平也记为 Π。

图 1

理性预期理论中的价格预期对经济调整的影响是通过这

样的模式进行的: 如图 1, A D 与A S 是初始的总需求与总供给

曲线, 并且此时经济处于理性预期状态下, 即真实价格水平等

于预期价格水平, 它确定产量 Y 3 、价格水平为 p 0 (p 0 = Π0)。现

在总需求曲线由于政策原因由A D 上升到A D ′, 由于厂商未预

期到总需求之变化, 这时在供求达到平衡时确定产量为 Y 1, 价

格水平为 p 1。现在厂商发现自己对价格水平的预期 Π0 与真实价

格水平 p 1 不相符, 作为理性的经济人, 他不犯系统错误, 于是调

整 (增加) 他对价格水平的预期, 从而使A S 看向上移动, 如到

A S ″。当达到均衡时, 他依然会发现预期价格与真实价格不等,

于是进一步调整对价格水平的预期, 使得供给曲线进一步向上

移动, 如此等等, 直到预期价格与真实价格相等。即供给曲线移

到A S ′。我们不妨称这个调整过程为理性预期效应。

而综观经济学中的价格预期对经济调整的影响则有著名

的综观效应。其调整模式如下: 如图 2, A D 与A S 为初始的总

需求与总供给曲线, 并且此时经济处于理性预期状态下, 它确

定产量为 Y 0、价格水平为 p 0 (p 0 = Π0)。现在总需求曲线由于政

策影响由A D 上升到A D ′, 此时人们尚未修正他们对价格水平

的预期, 当经济处于均衡时, 确定价格水平及产量。人们现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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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现他们对价格水平的预期与真实的价格水平不一致, 于是改变

对价格水平的预期, 这使得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同时被调整,

例如到A D ″及A S ′, 它们确定一个新的均衡价格与产量。人们再

次比较预期价格与真实价格是否相等, 若不等, 则重复上述过

程为, 如此等等。直至最后总供求曲线移至A S ″、A D Ê, 这时预期

价格与真实价格相等, 市场达到均衡为止。

比较这两种调整模式, 我们发现对价格水平的预期的对称

性问题在这里起着决定性影响。在理性预期理论中由于对价格

水平预期的不对称性, 它使得外部因素 (如政策等) 的变化促

使总需求曲线调整后不再有任何调整, 而仅仅只是供给曲线根

据价格水平预期的调整而不断调整。综观经济学则不然, 由于

它不仅使总供给曲线, 而且也使总需求曲线与对价格水平的预

期建立了联系, 从而使得总需求曲线亦因预期价格水平的不断

调整而调整, 尽管与此同时供给曲线亦在不断调整。因此, 理

性预期效应与综观效应的不同是由它们预期的对称性不同这

一根本原因造成的。

四、政策有效性之比较

最后, 我们对它们的政策观念进行比较。任何经济理论终

究要展现其经济政策观念, 包括政策手段及对其作用的评价。

这两个理论也不例外。

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观念对经济学产生深刻影响在于: 如

果预期是理性地形成的, 总需求政策是绝不会有效的 (见 (3)、

(4) 式)。但是由于某种信息失误可能导致预期的偏误 (尽管信

息的不可获性或不正确性不一定意味着预期有偏误) , 而政府

则可利用这种偏误来改变真实需求水平, 从而影响真实总产出

水平, 使之偏离潜在的GN P。这也就是说经济政策发生作用是

以无法让人们预期到政策的变动带来总需求的变动为前提的,

是靠政府对公众进行欺骗来使政策发生作用的 (见 (9)、 (10)

式)。但这种作用是不会长久的, 它只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

综观经济学则不这样, 它认为理性预期并不是促使总需求

政策无效的原因, 即在理性预期条件下, 总需求政策在某些条

件下依然有效。名义总需求的增长率将按某种比例在价格水平

增长率及真实总产量增长率之间分割 (见 (13)、 (14) 式)。而

且在外在成本因素不变的条件下, 对价格水平预期的增长快慢

将影响名义总需求增长率在价格水平增长率与真实总量增长

率之间的分割 (对 (11)、 (12) 式两边先取自然对数, 然后微

分即有本结论)。

五、结　　论

理性预期是宏观经济政策无效的原因吗? 尽管理性预期理

论这么认为, 但通过以上比较, 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应该

说在卢卡斯的理性预期模型中暗含的假定“预期的不对称”是

他得出宏观经济政策无效这一结论的原因。因为预期的不对称

决定了理性预期理论的经济调整模式, 从而决定了理性预期理

论的基本政策观点: 宏观经济政策无效。进一步地, 这一暗含

的“预期的不对称”基本假定与理性预期理论所坚持的另一基

本假定“经济人持理性预期”是相冲突的。因而, 理性预期理论

没有自圆其说。

而在综观经济学中, 尽管预期是理性预期, 但理性预期宏

观经济政策依然可能有效。在这里, 预期是对称的。而且, 综

观经济学有效地将宏观经济分析建立在微观经济基础之上。难

怪英国牛津大学的马里斯教授认为黄有光的理论堪称为重建

现代凯恩斯理论基础的先驱β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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