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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函数和储蓄函数 （一）消费函数消费函数的含义消费函数

是指消费支出与消费的各种因素之间的依存关系。影响消费

的因素很多，但收入是最主要的因素，所以，消费函数一般

以收入为自变量，反映收入和消费之间的依存关系，一般来

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随收入的变动而呈现同

方面的变动，即收入增加，消费增加、收入减少、消费减少

。但消费与收入并不一定按同一比例变动。 平均消费倾向和

边际消费倾向假定收入一定，消费的数量还取决于消费倾向

的大小，消费倾向分为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 平均

消费倾向（简称为APC ）是指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如

果用C 表示消费，用Y 表示收入，则APC= C/Y边际消费倾向

（简称MPC ）是指消费增量在收入增量中所占的比例，如以

代表消费增量，以DY代表收入增量，则，MPC=DC/DY 边际

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增加而呈现递减的趋

势，被称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消费曲线的含义和表示消

费曲线是表示消费数量和收入之间关系的一条曲线。用图表

示为： 线性消费函数的含义和表示C=a bY在公式中，a 表示

自主消费，b 表示引致消费。 （二）储蓄函数储蓄函数是指

储蓄与决定储蓄大小的各种因素之间的依存关系，影响储蓄

的因素很多。但收入是最主要的因素，所以，储蓄函数主要

反映收入与储蓄之间的依存关系，一般而言，在其他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储蓄随收入的变动而同方向变动，即收入增加



，储蓄增加，收入减少，储蓄减少。 假定收入一定，储蓄的

大小还取决于储蓄倾向的大小，储蓄倾向是指在储蓄在收入

中所占的比例，平均储蓄倾向（APS ）是指储蓄在收入中所

占比例APS=S/Y （S 表示储蓄）。边际储蓄倾向（MPS ）是

指增加的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例MPS=DS/DY.储蓄曲线如图

：E 为收支相抵，此时储蓄为零，E 的右边为负储蓄|OB|=a

，E 的右边储蓄为正。 （三）消费函数与储蓄函数之间的关

系全部收入可以分为消费与储蓄，全部收入增量可以分为消

费的增量与储蓄增量，所以平均消费倾向与平均储蓄倾向之

和恒等于1 ，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之和恒等于1.即

：APC APS=1 MPC MPS=1 第二节 投资函数 （一）投资的概

念投资是指增加实际资本的行为，表现为一定时期内增加新

的建筑物、耐用设备以及增加或减少存货等重置投资是指用

来补偿损耗掉的资本设备的投资。 净投资是指扩大资本存量

进行的固定资本和存货投资。 （二）资本的边际效率资本的

边际效率资本的边际效率（MEC ）是指一个贴现率，该贴现

率恰好使得一项资本品带来的各项预期收益的贴现值之和等

于该项资本品的价格。 贴现贴现是指将未到期的收入变换为

现期收入的过程。 影响资本的边际效率的因素影响资本的边

际效率的因素是资本品的价格和投资者对资本品带来收入的

预期。 （三）投资函数投资函数是指投资与利息率之间的关

系。 投资函数一般地可以表示为：I=I （r ） 投资曲线如右图

所示：把投资函数以线形的形式可表示如下：I=I0-dr 其中

，I0为自主投资，（-dr ）为引致投资。 第三节 简单国民收入

决定 （一）两部门经济中的均衡国民收入决定均衡国民收入

的构成，可以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①从



总供给的角度来看，一国的国民收入是一定时期内各种生产

要素供给的总和，即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供给的

总和，可以用各种生产要素相应得到的收入的总和即工资、

利息、地租、利润总和来表示。 国民收入= 各种生产要素的

供给总和= 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总和= 工资 利息 地租 利润=

消费 储蓄=C S②从总需求来看，一国的国民收入是一定时期

内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总和，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可以分

别用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来代表，消费支出即为消费，投资

支出即为投资，所以国民收入= 消费需求 投资需求= 消费支

出 投资支出= 消费 投资=C I国民收入的大小是由总供给的总

需求决定的，如果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表明社会上需求不足

，产品买不出去，价格下跌、生产收缩，从而总供给减少，

国民收入相应减少，反之则反是。如果总需求等于总供给，

则生产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从而国民收入处于均衡状态

，这就决定了在这种总供给与总需求水平下，国民收入的大

小，由此可见，国民收入达到均衡的条件是：总供给= 总需

求这一条件可以写成C S=C IT ；TS=I S是一种漏出因素，这

使国民收入收缩，I 是一种注入因素，它使国民收入扩张

，S=I ，国民收入保持均衡，所以，在两部的经济中，决定国

民收入水平的力量是储蓄与投资。 如果 S>I，表明漏出大于

注入，此时国民收入收缩S （二）三部门经济中的均衡国民

收入决定从总供给的角度来看，三部门经济在两部门的基础

上又增加了政府的供给，政府的供给得到了税收，这样，国

民收入= 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 政府的供给=工资 利润 地租 利

息 税收= 消费 储蓄 税收=C S T（T 表示税收） 从总需求的角

度来看，三部经济在两部门经济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外，



又增加了政府的需求，政府需求用政府购买，来表示，这样

国民收入= 消费需求 投资需求 政府的需求= 消费支出 投资支

出 政府的购买= 消费 投资 政府购买=C I G（G 表示政府购买

） 国民收入均衡的条件仍然是总供给= 总需求此时，C S T=C

I G 结论：S T=I G 与S 一样，T也是漏出的因素，它导致经济

萎缩，与I 一样，G 也是注入因素，这导致经济扩张。 如果S

T>I G ，表明在经济运行中，漏出因素大于注入因素，国民

收入收缩S T （三）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消费、投资、政府购

买增加使得均衡国民收入增加，而储蓄、税收增加则使得均

衡国民收入减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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