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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当从总需求的形成过程考虑刺激总需求

魏杰

    刺激总需求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是，影响总需求变动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因为只有清楚了影响

总需求变动的主要因素，才能正确地分析出哪些因素的变化造成了总需求不足，从而去调节这些导

致总需求不足的因素，最终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一般来说，在不考虑国际因素的条件下，影响

总需求变动的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总需求形成过程的因素，即总需求在其形成过程会受到一

些因素的影响；二是总需求构成方面的因素，即作为其构成的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会影响到总需求

变动。因此，在刺激总需求时，我们既要从总需求的形成过程考虑刺激总需求，又要从总需求的构

成方面考虑刺激总需求。在这里，我们仅仅探讨从总需求的形成过程上如何刺激总需求的问题，不

讨论从总需求的构成上如何刺激总需求的问题。

    从总需求的形成过程上看，影响总需求的因素主要是：国民收入分配过程，货币供应量过程，

财政收支过程。这三大过程直接影响着总需求的形成，因而如果从总需求的形成过程来考虑刺激总

需求，那么刺激总需求就主要涉及到下述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过程。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支付能力又取决与国民收入分

配过程，因而需求实际上是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果，收入表现为需求的基础，由此决定了刺激总需求

必须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过程。调整国民收入分配过程就是调整实物形态的国民收入与价值形态的

国民收入的相互关系。国民收入在现实中实际上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实物形态即使用价值形态，一

种是货币形态即价值形态，国民收入的两种形态在现实中实际上表现为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即实

物形态表现为总供给，价值形态表现为总需求。由于国民收入分配过程的分配是价值形态的国民

入，因而国民收入分配过程对价值形态的国民收入的分配，就直接涉及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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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如果国民收入超分配，即价值形态的国民收入分配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实物形态的国民收入的

增长速度，那么就会出现总需求膨胀；如果国民收入缩水性分配，即价值形态的国民收入分配增长

速度远远低于实物形态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那么就会出现总需求严重不足。只有价值形态的国民

收入分配增长速度与实物形态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相适应时，总需求与总供给才会平衡。因此在目

前总需求严重不足的条件下，为了刺激总需求，就必须改变国民收入缩水性分配的状况，较大幅度

地提高价值形态的国民收入分配增长速度，使收入分配增长速度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增长相适

应。只有这样，才能从国民收入分配过程来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

    第二， 调整货币供应量过程。总需求是指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因而货币供应量过程直接

决定着总需求的状况。在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货币需要量反映着总供给的状况，货币供应量反映

着总需求的状况，因此，仙币需要量与货币供应量的相关关系直接决定着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关关

系。一般来说，通货膨胀会导致总需求膨胀，通货紧缩会导致总需求严重不足。目前我国总需求不

足与通货紧缩有着直接关系。因此，为了刺激总需求，解决总需求严重不足的问题，就必须较大幅

度地增加货币供应量，消除通货紧缩。只有消除了通货紧缩，才能消除总需求严重不足。

    第三， 调整财政收支过程。财政收支过程直接影响着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关关系。一般来

说，当总需求膨胀时，财政收支过程都往往采取紧的财政政策，即增加税收和减少财政支出；当总

需求严重不足时，财政收支过程都往往采取松的财政政策，邓减少税和增加献策政支出，在预算安

排上增加赤字和增加举债。因此，为了刺激总需求，解决总需求严重不足的问题，我们就必须用积

极的财政政策，减量减轻税收，加大举债和赤字的力度，通过财政支出的增加而扩大需求。在这里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仅仅从财政的角度考虑赤字的大小和举债的多少，而是应该从整个宏观经

济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即从如何尽快消除总需求不足来看这个问题。如果从刺激总需求的角度来

看，目前总需求炒足的状况要求财政收支过程的税收还应减少，财政支出力度还需加大，赤字还应

增加，举债还应增加。不要害怕举债和赤字增加，应该从扩大需求和促进经济来看待赤字和举债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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