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投资乘数在哪一种情况下较大(投资乘数在哪一种情况下较大多选)

国内生产总值：
在某一既定时期一个国家内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总和。

GDP平减指数：用名义GDP与真实GDP的比计算的物价水平衡量指标。

投资乘数：国民收入相对变动与引起该国民收入相对变动的投资相对变动的比。

挤出效应：指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私人消费或投资降低的作用。

人力资本：工人通过教育、培顺和经验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

商品货币：以有内在价值的商品为形式的货币。

名义汇率：一个人可以用一国通货交换另一国通货的比率。

边际消费倾向：增加的一单位收入中用于增加的消费部分的比率。

流动偏好陷阱：
当利率极低，人们会认为这时利率不大可能再上升而只会跌落，因而会不管有多少
货币都愿意持有手中，这种情况称为“流动性偏好陷阱”。

基础货币：指的是银行准备金和非银行部门持有的通货（用Cu表

生产率：每单位劳动投入所生产的物品和劳务的数量。

挤出效应：
指政府支出增加（如某一数量的公共支出）而对私人消费和投资的抵减。P523

自动稳定器：
也称内在稳定器，是指经济系统本身存在的一种会减少各种干扰对国民收入冲击的
机制，能够在经济繁荣时自动抑制通胀，在经济衰退时自动减轻萧条，无须政府采
取任何行动。P546

菲利普斯曲线：
反映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曲线。短期曲线表现为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
线，表示在短期里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存在一种替代关系。长期曲线表现为一条垂
直的曲线，表示在长期里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是一种独立的关系。P625—6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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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行理财网
投资乘数在哪一种情况下较大(投资乘数在哪一种情况下较大多选)

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指一国一定时期内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劳务总量的扩大。表现为GDP或
者人均GDP的增长。

经济周期：是指经济活动沿着经济增长的总体趋势所经历的有规律的繁荣与衰退。

总需求：
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某一给定的价格水平上人们愿意购买的产出总量
，即所有生产部门愿意支出的总量，通常用产出水平表示。
通货膨胀 经济体中大多商品和劳务的价格连续在一段时间内普遍上涨的经济现象。

共同基金：向公众出售股份，并用收入购买股票与债券资产组合的机构。

摩擦性失业：由于工人搜寻最适合自己嗜好＆技能的工作需要时间而引起的失业。

总需求曲线：
表示在每一种物价水平时，家庭、企业、政府和国外想要购买的物品＆劳务数量的
曲线。

名义汇率：用一国通货交换另一国通货的比率。

费雪效应：名义利率等于真实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

资本边际效率：
是一种贴现率，这种贴现率正好使一项资本物品的使用期内各预期收益的现值之和
等于这项资本品的供给价格或者重置成本。 平衡预算乘数：
指政府收入和支出同时以相等数量增加或减少时国民收入变动对政府收支变动的比
率。

货币政策：
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以及通过货币供应量来调节利率进而影响投资和整个
经济以达到一定经济目标的行为就是货币政策。

公开市场业务：
指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卖政府债券以控制货币供给和利率的政策行为。

货币幻觉：
即人们不是对实际价值作出反应，而是对用货币来表示的价值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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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乘数在哪一种情况下较大(投资乘数在哪一种情况下较大多选)

斟酌使用的财政政策：
也称权衡性的财政政策，指为了确保经济稳定，政府要审时度势，主动采取一些财
政措施，即变动支出水平或税收以稳定总需求水平。

法定准备率：政府规定的准备金在存款中应占的比率。

贴现率：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的利率。

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指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显著的上涨。

成本推进通货膨胀：
指在没有超额需求的情况下由于供给方面成本的提高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持续和
显著的上涨。

结构性通货膨胀：
在没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情况下，由于经济结构因素的变动，出现一般价格水
平的持续上涨。

失业率：指劳动大军中没有工作而又在寻找工作的人所占的比例。

结构性失业：指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不匹配所造成的失业。

自然失业率：
经济社会在正常情况下的失业率，它是劳动市场处于供求稳定状态时的失业率，这
里的稳定状态被认为是：既不会造成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通货紧缩的状态。

消费倾向：凯恩斯的消费倾向是指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函数关系

资本边际效率：是预期增机的一个单位投资可以得到的利润率。

流动偏好：公众愿意用货币形式持有收入和财富的欲望和心理。

凯恩斯的财政政策的内容：

政府支出：政府公共工程支出、政府购买、转移支付

税收、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其他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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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产出：和总需求相等的产出称为均衡产出或收入。P446

乘数：国民收入变动量与引起这种变动量的最初注入量的比例。P462

投资乘数：指收入的变化与带来这种变化的投资支出的变化的比率。P463

产品市场均衡：是指产品市场上供给与总需求相等。P486

IS曲线：
一条反映利率和收入间相互关系的曲线。这条曲线上任何一点都代表一定的利率和
收入的组合，在这样的组合下，投资和储蓄都是相等的，即i=s，从而产品市场是
均衡的，因此这条曲线称为IS曲线。P487

凯恩斯流动性偏好陷阱
：凯恩斯认为当利率极低时，人们为了防范证券市场中的风险，将所有的有价证券
全部换成货币，同时不论获得多少货币收入，都愿意持有在手中，这就是流动性陷
阱。P495

LM曲线：
满足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下的收入y与利率r的关系的曲线称为LM曲线。P500

财政政策：
是指政府变动税收和支出以便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就业和国民收入的政策。P517

货币政策：
是指政府货币当局即中央银行通过银行体系变动货币供给量来调节总需求的政策。
P518

经济滞胀：
又称萧条膨胀或膨胀衰退，即大量失业和严重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的情况。P572—5
76

自发消费：与收入变动无关的消费。即使收入为0，也需要的消费。

中间产品：
指购买后不是用于最终消费，而是用于转卖或进一步加工的商品和劳务。

资本深化：
人均储蓄超过资本广化或人均储蓄在与补充原有资本折旧和配备新工人后）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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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乘数在哪一种情况下较大(投资乘数在哪一种情况下较大多选)

人均资本上升的情况。

非自愿失业：指愿意接受现行工资但人找不到工作的失业。

边际消费倾向
：是指收入增量中用于增加消费支出的比例，或者增加1个单位可支配收入中用于
消费的比例。
边际储蓄倾向
：是指储蓄增量与收入增量的比例，或者每增加1个单位可支配收入中用于储蓄的
比例。

总供给
：是指经济社会所提供的总产量，即经济社会的就业的基本资源（主要包括劳动力
、生产性资本存量和技术水平）所生产的产量。
1.国内生产总值（GDP）：
是在一个国家领土范围内，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的
总和。

2.均衡产出：和总需求相等的产出称为均衡产出或收入。

3.乘数：国民收入变动量与引起这种变动量的最初注入量的比例。

4.投资乘数：指收入的变化与带来这种变化的投资支出的变化的比率。

5.产品市场均衡：是指产品市场上供给与总需求相等。

6.IS曲线：
一条反映利率和收入间相互关系的曲线。这条曲线上任何一点都代表一定的利率和
收入的组合，在这样的组合下，投资和储蓄都是相等的，即i=s，从而产品市场是
均衡的，因此这条曲线称为IS曲线。

7.凯恩斯流动性偏好陷阱
：凯恩斯认为当利率极低时，人们为了防范证券市场中的风险，将所有的有价证券
全部换成货币，同时不论获得多少货币收入，都愿意持有在手中，这就是流动性陷
阱。

8.LM曲线：
满足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下的收入y与利率r的关系的曲线称为LM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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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乘数在哪一种情况下较大(投资乘数在哪一种情况下较大多选)

9.财政政策：
是指政府变动税收和支出以便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就业和国民收入的政策。

10.货币政策：
是指政府货币当局即中央银行通过银行体系变动货币供给量来调节总需求的政策。

11.挤出效应：
指政府支出增加（如某一数量的公共支出）而对私人消费和投资的抵减。

12.自动稳定器：
也称内在稳定器，是指经济系统本身存在的一种会减少各种干扰对国民收入冲击的
机制，能够在经济繁荣时自动抑制通胀，在经济衰退时自动减轻萧条，无须政府采
取任何行动。

13.经济滞胀：
又称萧条膨胀或膨胀衰退，即大量失业和严重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的情况。

14.通货膨胀：
指一般物价水平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以较高幅度持续上涨的一种经济现象。

15.菲利普斯曲线：
反映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曲线。短期曲线表现为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
线，表示在短期里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存在一种替代关系。长期曲线表现为一条垂
直的曲线，表示在长期里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是一种独立的关系。

16.自发消费：与收入变动无关的消费。即使收入为0，也需要的消费。

17.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指一国一定时期内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劳务总量的扩大。表现为GDP或
者人均GDP的增长。

18.中间产品：
指购买后不是用于最终消费，而是用于转卖或进一步加工的商品和劳务。

19.资本深化：
人均储蓄超过资本广化或人均储蓄在与补充原有资本折旧和配备新工人后）而导致
人均资本上升的情况。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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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乘数在哪一种情况下较大(投资乘数在哪一种情况下较大多选)

国民生产总值（GNP）
：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所有最终产
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

21． 最终产品：在一定时期内对应生产的，并由最后使用者购买的产品或服务。

22． 政府购买：政府对商品和服务的购买。

23．
实际GDP
：用基期价格测量整个经济最终产品的价值，是仅当数量变化而不是价格变
化而变化的GDP。

24．
价格指数：是经济体系在一段时间内生产的一些产品和服务的加权平均价格。

25． 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给定年份中，一种标准消费品的加权平均价格。

26． 经济时间序列：在一段时间内，按照某种规律，间隔记录的经济变量的值。

27.
去趋
：把一个时间序列的观测资料分离成趋势和周期的过程。目的是将这些变量潜在趋
势的变动与围绕这个趋势的随机波动区分开来。

28. 税收乘数：税收总量变化引起国民收入成倍变化，这个倍数就是税收乘数。

29.
转移支付乘数
：转移支付变动引起国民收入成倍变动，这个倍数就是转移支付乘数。

30.
资本边际效率
：正好使一个资本品使用期内各预期收益的现值之和等于这个资本品的现
价的贴现率。

31. 流动偏好：只有持有货币的偏好就叫流动偏好。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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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乘数：实际货币供给量不变时，政府支出变化能使国民收入变化多少。

33. 充分就业：一切生产要素都参加了生产。

34. 非自愿失业: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水平，但仍找不到工作。

35. 周期性失业：由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导致的失业。

36.
功能财政
：是凯恩斯主义的思想，强调财政不应该只注重自身的收支平衡，还应该发挥
反经济周期的功能。

37. 再贴现率：现泛指中央银行给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

38.
公开市场业务：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入或卖出有效债券，以影响货币供给量。

39. 潜在产量：资本不存在闲置，劳动力充分就业条件下所产生的产量。

40. 购买力平价理论：两国货币的购买力决定两国货币的比价。

41. 实际汇率：是用同一种货币度量的国内与国外价格比例。

42.
BP曲线：表示国际收支平衡的曲线。它上面的每一点所代表的y与r的组合都能使国
际收支平衡。

43.
固定汇率制
：两国货币的比价基本固定，允许有上下1%的波动。市场汇率超过这个幅度，
央行有义务干预，目标是使汇率回到固定汇率水平。

44. 浮动汇率制：市场汇率由供求决定，央行不干预。

45.
经济发展
：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国民的生活质量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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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使用新古典经济的一些假定来分析经济增长问题。

47.
经济增长的稳定状态
：经济中各个变量都以不变的增长率包括零增长率增长的均衡状 态。

48.
索洛剩余：经济增长中，无法用要素增长解释的部分。被看成是技术进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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