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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815 经济学综合最后冲刺绝密三套卷及详解（一）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1．

【答案】B

【解析】在工资率较低时，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此时，随着工资率上升，人们将增加劳动供给；

但是，当工资率上升到一定程度以后，收入效应将大于替代效应，此时，劳动供给将减少，由此，劳动供

给曲线将向后弯曲。

2．

【答案】C

【解析】因为两个人时平均产量为 1

60 30
2

AP   ，三个人时平均产量为 2

100
3

AP  ，边际产量为

100 60 40MP    ，可见MP AP 。

3．

【答案】A

【解析】信用卡使用的放开会对 LM 曲线产生冲击。它将导致人们对货币需求的减少，从而货币需求

曲线向左下方移动， LM 曲线向右下方移动，相同利率水平上收入增加，相同收入水平上利率下降。

4．

【答案】C

【解析】对暂时性扰动最好是不作出任何反应或仅仅微调，因为政策时滞的存在，若立即做出反应还

会有矫枉过正的危险。

5．

【答案】B

【解析】由于债券的价格和利率成反比，当利率很低时，债券价格会很高。因此债券价格下降的可能

性就越大。如果此时人们购买债券，那么债券价格下降导致损失的可能性就会很大。

6．

【答案】B

【解析】粘性价格模型假设经济中存在两类企业：一类企业的产品价格具有伸缩性，产品价格为

 P a Y Y  ，比例为1 s ；另一类企业的价格具有粘性，产品价格为 eP ，比例为 s。物价总水平加总为

   1eP sP s P a Y Y      ，整理得    1 /eP P s a s Y Y      。当 s变小时，方程斜率变大。

7．

【答案】B

【解析】若对行业中所有厂商征税，在他们的边际成本都上升时，产出减少，从而整个行业的产品供

给下降，导致产品价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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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答案】B

【解析】由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厂商可以自由进出市场，利润为正时厂商选择进入，为负时选择退出，

因此在长期，完全竞争市场上的经济利润为零，这并不说明厂商经营不佳，只表明厂商所在行业是竞争性

的。

9．

【答案】B

【解析】如果对于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所有的帕累托改进均不存在，即在该状态上，任意改变

都不可能使至少有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又不使其他任何人的状况变坏，则称这种资源配置状态为帕累托最

优状态。

10．

【答案】B

【解析】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特征是试图使增长率内生化。内生增长化的途径是：①将技术进步

率内生化；②如果可以被积累的生产要素有固定报酬，那么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使稳态增长率被要素积累所

影响。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与索洛模型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内生增长理论抛弃了索洛模型外生技术变革的假

设，以更好地研究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二、辨析题（每题 4 分，判断 2 分、理由 2 分，共 24 分，对错与否均要给出理由。）

1．答：正确。理由如下：

设行业的反需求函数为 P a bQ  ，市场上有 n个厂商，并且所有厂商的边际成本均为 c（ c a ），

则厂商 i的总收益为
1

j n

i i j i
j

TR Pq a b q q




 
   

 
 ，边际收益为

1

j n

i j i
j

MR a b q bq




   ，根据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条

件MR MC 得：

1

j n

i j i i
j

MR a b q bq MC c




     ， 1, 2, ,i n    ①

古诺均衡时 i jq q ， i j ，因此①式可化简为
 1i
a cq
b n





， 1, 2, ,i n    。此时市场价格为

 1 1i
a c a ncP a bQ a bnq a bn
b n n

 
      

 
，

   
   2 2

1d 0
d 1 1

c n a ncP c a
n n n

   
  

 
，价格随着 n的增大而逐渐

降低。

2．答：该说法错误。理由如下：

虽然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厂商，垄断厂商在通过产量调整来控制产品的市场价格水平方面有着举足轻重

的影响，或者说，垄断厂商拥有控制市场的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垄断厂商可以在市场上为所欲为地随意

决定价格水平。事实上，任何一个厂商都是在自身生产技术、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供求状况给定的条件下

来追求最大的利润。在这一点上，垄断厂商也不例外。

垄断厂商虽然拥有控制市场的力量，但这并不等于说垄断厂商可以任意地索取价格，而是必须在市场

运作机制的作用下做出自身的最优产量和价格的决策，以获取垄断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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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答：错误。通过初始禀赋，交换双方必定有各自的无差异曲线，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同意进行结果

是使自己位于比初始禀赋所在无差异曲线更低的无差异曲线上的那种交易。因此，对交换双方来说，只有

那段位于或高于原先所在无差异曲线的契约曲线才是通过自由交换可能达到的交换契约所在。

4．答：错误。理由如下：

货币主义学派认为，在短期内，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但在长期，由于人们对通胀

的预期，并不存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替代关系，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垂直于自然失业率水平的直

线。

5．答：错误。理由如下：

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不是从产品本身的物质属性来区别，而是从它们在再生产的循环流转中的功能来

区分。

6．答：错误。理由如下：

向上倾斜的总供给曲线方程式为  eY Y P P   ，式中只有Y和 P是内生变量，Y， ， eP 均为外

生变量。内生变量（如实际物价水平 P）的变化会导致曲线上的点沿原曲线移动；外生变量（如预期物价

水平 eP ）的变化会导致曲线位置的改变。因此，价格水平的非预期上升（即 P上升）会使均衡点沿原总

供给曲线右移；价格水平的预期中上升（即 P上升）会使原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

三、名词解释（每题 4 分，共 16 分）

1．答：由商品的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动，进而由商品的相对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商品

需求量的变动，称为替代效应，即是指在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即满足水平）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由于商品

价格的相对变化所引起的商品需求量的变化。

替代效应是价格变化的总效应之一，还有一个是收入效应。在正常商品的情况下，替代效应一般在程

度上比收入效应大，两种效应的方向是一致的，即价格下降，替代效应引起消费者购买数量增加，收入效

应也引起消费者购买数量增加。一般而言，替代效应总是负的，就是说，在实际收入保持不变的条件下，

商品的价格和商品的需求量成反方向变动。

2．答：一般均衡是指在一个经济体系中，所有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同时达到均衡的状态。一般均衡分

析从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角度出发，考察每一种产品和每一个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同时达到均衡状态所需具

备的条件和相应的均衡价格以及均衡供销量应有的量值。

根据一般均衡分析，某种商品的价格不仅取决于它本身的供给和需求状况，而且还受到其他商品的价

格和供求状况的影响。因此，某种商品的价格和供求均衡，只有在所有商品的价格和供求都同时达到均衡

时，才能实现。

3．答：绿色 GDP 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考虑了自然资源（主要包括土地、森林、矿产、水和海洋）

与环境因素（包括生态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影响之后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即将经济活动中所

付出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降低成本从 GDP 中予以扣除。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环境资源进行

核算，从现行 GDP 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其计算结果可称之为“绿色 GDP”。

绿色 GDP 这个指标，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 GDP 占 GDP 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

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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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答：李嘉图等价定理是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并由新古典主义学者巴罗根据理性预期重新进

行论述的一种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政府支出一定的情况下，政府采取征税或发行公债来为政府筹措资金，

其效应是相同的。

李嘉图等价理论的思路是：假设政府预算在初始时是平衡的。政府实行减税以图增加私人部门和公众

的支出，扩大总需求，但减税导致财政赤字。如果政府发行债券来弥补财政赤字，由于在未来某个时点，

政府将不得不增加税收，以便支付债务和积累的利息。具有前瞻性的消费者知道，政府今天借债意味着未

来更高的税收。用政府债务融资的减税并没有减少税收负担，它仅仅是重新安排税收的时间。因此，这种

政策不会鼓励消费者更多支出。根据这一定理，政府因减税措施而增发的公债会被人们作为未来潜在的税

收考虑到整个预算约束中去，在不存在流动性约束的情况下，公债和潜在税收的现值是相等的。这样，变

化前后两种预算约束本质上是一致的，从而不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和投资。

李嘉图等价定理反击了凯恩斯主义所提出的公债是非中性的，即对宏观经济是有益处的观点。但实际

上，该定理成立前提条件太苛刻，现实经济很难满足。

四、计算题（第 1 题、第 3 题 10 分，第 2 题、第 4 题 15 分，共 50 分）

1．解：（1）由劳动市场均衡条件 d sL L ，有1500 50 200W W  ，得 6W   ，此即为均衡劳动工资率。

此时，均衡劳动人数为： 200 6 1200d sL L L     。

（2）若政府希望将均衡工资提高到 7W'  ，则此时 200 1400sL' L ' W   ，即新的就业人数为 1400。

设政府补贴给企业的单位劳动补贴为 S元，则补贴后的劳动需求函数为：

 1500 50dL ' W' S  

由 s dL' L ' L '  ，得  1500 50 7 1400S    ，解得 5S  。

于是政府给企业的总补贴为1400 5 7000  （元）；

企业给工人的总补贴为    1 7 6 1200+1400 1300
2
    （元）。

（3）若政府宣布最低工资为 7W  ，

此时劳动需求为 1500 50 1500 50 7 1150dL W      ；

劳动供给为 200 200 7 1400sL W    。

此时会造成失业，失业人数为1400 1150 250  。

2．解：（1）若市场中只有一个生产者，则该市场为垄断市场。垄断厂商的利润函数为：

  240 4 36PQ TC Q Q Q Q Q        

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d 2 36 0
d

Q
Q

    ，解得： 18Q  。又

2

2

d 2 0
dQ

   ，故市场均衡产量为 18，

从而均衡价格为： 40 40 18 22P Q     。

（2）假定 1Q 和 2Q 分别是两个厂商的产量，则 1 2Q Q Q  。对厂商 1 来说，利润函数为：

   2
1 1 1 2 1 1 1 2 140 4 36PQ TC Q Q Q Q Q Q Q          

厂商 1 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1
1 2

1

2 36 0Q Q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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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简可得厂商 1 的反应函数为： 1 218 0.5Q Q  。

同理可得厂商 2 的反应函数为：

2 118 0.5Q Q 

联立厂商 1 和厂商 2 的反应函数可得：

1 2

2 1

18 0.5

18 0.5

Q Q

Q Q

 


 

解得： 1 12Q  ， 2 12Q  。总产量为 1 2 24Q Q Q   。

从而均衡价格为： 40 16P Q   。

（3）根据完全竞争市场的利润最大化原则 P MC ，得到 4P  ，从而得 40 36Q P   。所以，均衡

价格为 4，均衡产量为 36。

（4）社会总福利为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之和。即在（1）中，社会总福利为：

 
18 18

0 0
40 d 4d 486PS CS Q Q Q     

在（2）中，社会总福利为：

 
24 24

0 0
40 d 4d 486PS CS Q Q Q     

因此，两类市场结构下的社会总福利分别为 486 和 576。

3．解：（1）由四部门经济产品市场均衡条件可得：

 60 0.8 100 150 2 100
0.8 2 230

Y C I G NX
Y r

Y r

   
     
  

   
  

整理得： 1150 10Y r 

即 IS方程为 1150 10Y r  。

由货币市场均衡条件可得：

0.2 10M Y r
P

 

当 1P  时，整理得： 1000 50Y r 

即 LM 方程为 1000 50Y r  。

联立 IS方程和 LM 方程可得： 1125 2.5Y r ， 。

将 2.5r  代入投资函数，可得： 145I  。

即在封闭条件下均衡的国民收入、利率和投资分别为 1125、2.5 和 145。

（2）如果该国是资本完全流动的小型开放经济，新的 IS和 LM 曲线都是关于汇率的函数，分别记为 IS

和 LM  。由于汇率并不进入 LM  曲线方程中，因此， LM  是一条垂直于横轴的直线，国民收入由 LM  曲

线决定。综上分析，可知 LM  曲线方程为： 1000 50Y r  ，其中， r  是世界市场利率。当 =1.5r 时，均

衡国民收入为： 1075Y  。

（3）在开放条件（资本自由流动）下，如果实施浮动汇率制，财政政策无效，此时为完全的挤出。

当不考虑货币市场和外部经济时，政府支出从 100 增加到 120，增加的政府支出（ 20G  ）在乘数的作用

下将使得国民收入增加
1 20 1000

1 0.8
Y   


，因此“挤出效应”为 1000。如果实施固定汇率制，均衡国

民收入增加，不存在挤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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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解：（1）由生产函数为   1,Y F K L AK L   可得人均生产函数为  y f k Ak  。人均资本积累

的动态方程推导如下：

将公式 K I K S K sY K        两边同除以 L，可得：

K sY K sAk k
L L L

    


又由
Kk
L

 ，对该式关于时间变量求导，经运算可得：

K L K Kk nk
L L L L

     
  

所以
K k nk
L
  


，将其代入

K sAk k
L

  


中可得：

 k sAk n k    

（2）稳态的消费可表示为：

 c Ak n k   

黄金律的资本存量 goldk 应满足：

 1d 0
d
c Ak n
k

    

解得： 1
gold

nk
A





 


 。

黄金律资本存量对应的储蓄率
 

gold

n k
s

Ak





  。

（3）征税后，稳态的消费可表示为：

   1c Ak n k    

黄金律的资本存量 goldk 应满足：

   1d 1 0
d
c Ak n
k

      

解得：
 

1
1gold
nk

A



 








。

黄金律资本存量对应的储蓄率
   1gold

n k
s

Ak


 


   。

五、论述题（每题 20 分，共 40 分）

1．答：（1）假定买卖双方对商品的质量有充分的了解，消费者会把不同质量的商品看成是不同的商

品。对于高质量和低质量的商品，消费者愿意支付不同的价格。比如，高质量的商品，消费者愿意支付较

高的价格；低质量的商品，消费者愿意支付较低的价格。对于同一种质量的商品，价格越高，需求量越少。

所以，消费者的需求曲线仍然是向右下方倾斜。同理，生产者也掌握足够的信息，针对不同质量的商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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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的价格供应，其供给曲线仍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市场需求曲线和市场供给曲线确定市场均衡价格和

均衡产量。

图 1-1 柠檬市场

（2）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买的不如卖的精，会出现逆向选择，即低质量商品会将高质量商品逐

出市场。

如图 1-1 所示，当产品的卖方对产品质量比买方有更多信息时，柠檬市场可能出现，使低质量商品驱

逐高质量商品。在 1-1（a）图中，当买方对市场上商品的平均质量预期降低时，对高质量商品的需求曲线

从 HD 移到 MD 。同样，在 1-1（b）图中，对低质量商品的需求曲线从 LD 移到 MD 。结果，高质量商品的

销售下降，而低质量商品的数量增加。最终，售出的只有低质量商品了。

2．答：（1）凯恩斯认为，在短期内主要是总需求决定国民收入，而导致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是总需

求不足。在四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构成等于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的总和，用公式表示是：

 Y C I G X M     。

从需求角度来看，导致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率保持下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投资收益率不断下降导致投资增长率下滑。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百废待兴，到处都是好的投资机会。长期以来，我国投资率一直处于较高水

平，其中又以政府投资居多，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之一。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经济中好的投资几乎越来越少，投资收益率不断降低，企业再也难以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尽管我国目前的

储蓄率仍然较高，但却无法有效转化为投资，从而导致投资增长率不断下滑。

第二，外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采取的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出口占中国 GDP 的比重曾经高达 35%

左右。这主要得益于国际市场对我国廉价产品的旺盛需求，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使

全球主要经济体遭受重创，导致我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出现大幅萎缩。同时，我国出口企业在欧美市场遭遇

了越来越严重的贸易壁垒。反倾销、反补贴、配额、关税等手段的使用进一步抑制了我国产品的出口。

第三，居民消费疲软。

长期以来，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作为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始

终疲软，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更多的是建立在固定

资产投资超常规增长的基础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消费支出增长缓慢。在我国，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大致

稳定在 50%，所占比重偏低，经济增长过程中民众没有获得同等的福利待遇；

（2）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索洛模型），资本深化在短期中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在长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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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将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唯一驱动力。由索洛余值分解方程式
Y K L A
Y K L A

            
   

可知，

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投入的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即技术的进步。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一国长期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以人力资本、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等为核心的内生

变量，研究与开发（R&D）则是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的主要源泉。

从供给角度来看，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生产成本不断上升。

生产成本上升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有两个原因，一是经济发展导致劳

动力需求的增加，二是长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的减少。根据相关研究，我国近几年来工

作年龄人口开始下降，2012 年工作年龄人口减少 345 万人。其次是原材料和新能源价格的上升。原因跟劳

动力成本上升类似，一是经济发展导致对原材料和能源需求的增加，二是我国自然资源供给的有限。

第二，学习型技术进步的空间越来越小，技术进步的成本加大。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是学习和模仿。由于学习和模仿具有成本低、风险小

的特点，这就导致我国的技术进步严重依赖于学习和模仿。相对而言，自主创新的贡献就不大。但是，随

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我国的科技水平跟世界科技前沿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学习的空间也就

越来越小。与此同时，我国的教育投入相对不足，人力资本提高缓慢，从而导致技术进步缓慢，无法为经

济增长提高强动力。

第三，产能过剩严重制约了经济增长。

我国目前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特别是结构性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一般意味着资金过多。因为如果

产能不过剩，那么就有投资机会，资金就有去处。产能过剩，经济中就缺乏好的投资机会，所以资金在实

体经济中就没有去处，那就只能流向虚拟经济，导致资产价格上升，就将严重制约经济增长。

（3）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更多的是由于供给层面的原因所导致的。为此，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我们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具体而言：

第一，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

通过劳动用工制度改革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其生产效率，有助于降低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通

过教育体制改革提高教育系统的效率，培养适合市场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也可以降低产品的平均成本。

通过科技体制改革释放科技工作者的活力，促进企业进行和扩大研发活力，通过技术进步降低平均成本。

第二，增加有效供给，以促进经济增长

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创新金融支持方式，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能

力，培育发展新产业，加快技术、产品等创新，要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高投资的有效性和精准性。继续

抓好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口粮安全，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加快农业现代化基础建设。

第三，改善居民消费结构，刺激消费需求

中国消费仍然存在大幅度提升的空间，为此，要合理地增加劳动者的报酬支付、增加分红，政府要增

加社会福利开支，使政府部门在初次分配中和再分配中的收入比例得到合理的增加，改革收入分配体制，

调整居民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以内需为主的需求结构，以促进居民消费的扩张。

第四，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重要载体和源泉，是促进投资、改善经济结构，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和国

内有效需求的重要手段。城市化将进一步推动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并且是维持投资增长速度的重要载

体。同时，由城市化带来的社会保障、教育及卫生等公共事业的发展将有效地扩大国内需求。

第五，加强自主创新，促进科技进步

如前所述，学习型技术进步在我国已经走到尽头，所以加快自主创新就不可避免。为此，要加大教育

和科技投入、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由国家主导进行大规模的基础科学技术研发，促进科技进步。同

时，从资金和政策方面给予企业研发活动更多的支持，重视培养和促进高素质人才，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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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第六，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

通过有效的经济手段淘汰落后产能和低效能量。为此，要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

破产清算案件审理，要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的处置。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

定和推进结构性的改革关系。特别的，，在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核算，

同时应做好破产企业职工的安置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