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工程经济(一级建造师)精讲班第36讲讲义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3/2021_2022__E5_BB_BA_

E8_AE_BE_E5_B7_A5_E7_c67_493218.htm 建设工程经济(一级

建造师)精讲班第36讲讲义 1Z104014～1Z104016 1Z104014 了解

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整经济。一国

政府可以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剌激经济的增长 , 也可以实

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以抑制经济的过热发展。 一、财政制度

与自动稳定器 税收是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部分。政府税收包

括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其他税收。公债也是政府财政

收入的组成部分。 财政支出是指整个国家中各级政府支出的

总和 , 包括政府购买和政府转移支付两类。 政府购买是政府

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 , 如购买军需品、机关办公用品 , 支付政

府雇员报酬 , 公共项目 工程所需的支出等都属于政府购买。 

政府转移支付是政府在社会福利保险、贫困救济和各 种补贴

等方面的支出。 政府的财政收入大于财政支出的余额形成了

财政的预算盈余 , 而政府财政收入低于财政支出的差额则构

成了财政的预算赤字。二、财政政策的运用 ( 一 ) 扩张性财政

政策 在经济萧条时期 , 总需求小于总供给 , 经济中存在失业 , 

政府就要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刺激总需求 , 以实现充分

就业。扩张性财政政策措施包括 : 1. 降低税收。 2. 增加政府

的转移支付。 3. 增加政府支出。( 二 ) 紧缩性财政政策 在经

济繁荣时期 , 总需求大于总供给 , 经济中存在通货膨胀 , 政府

则要通过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来压抑总需求 , 以实现物价稳定

。紧缩性财政政策包括 : 1. 加大税收。 2. 减少政府的转移支

付。 3. 减少政府支出。三、赤字财政与功能财政 ( 一 ) 赤字



财政 实行赤字财政的理论依据是 : 财政政策应该为实现充分

就业服务 政府实行赤字财政政策是通过发行公债来进行的。(

二 ) 功能财政 功能财政的基本思想是不以财政预算收支平衡

的观点来对待预算赤字和预算盈余 , 而从反经济周期的需要

来利用预算赤字和预算盈余。 当国民收入低于充分就业的收

入水平时 , 即使 出现财政赤字 , 政府也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

策。反之 , 即使出现预算盈余 , 政府也应该采取紧缩的财政政

策。功能财政思想否定了原有的年度预算收支平衡观点 , 但

并不主张赤字预算 , 而是主张在一个经济周期内实现收支平

衡,进而达到无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1Z104015 了解供给管理

政策供给管理政策包括: 收入政策、指数化政策、人力资本政

策和经济增长政策等。一、收入政策 收入政策目的是既防止

失业又遏制通货膨胀 , 是通过控制工资与物价来制止通货膨

胀的政策 , 因为控制的重点是工资 , 故被称为收入政策。收入

政策一般有四种形式。 ( 一 ) 工资与物价指导线 ( 二 ) 对特定

工资或物价进行 " 权威性劝说 " 或施加政府压力 ( 三 ) 补偿和

税收剌激计划 ( 四 ) 工资物价冻结二、指数化政策 指数化政

策是为了对付通货膨胀的政策。 它的具体做法是,定期地根据

通货膨胀率来调整各种收人的名义价值,以使其实际价值保持

不变。主要的指数化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 ) 工资指数化 

是指接通货膨胀率指数来调整名义工资 , 以保持实际工资水

平不变。 ( 二 ) 税收指数化 是指按通货膨胀率指数来调整起

征点与税率等级。 ( 三 ) 利率指数化 是指根据通货膨胀率来

调整名义利率 , 以保持实际利率不变。三、人力政策 人力政

策是一种旨在改善劳动市场 结构 , 以减少失业的政策 , 又称就

业政策。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 ) 人力资本投资 ( 二



) 完善劳动市场 ( 三 ) 协助工人进行流动 ( 四 ) 降低最低工资

标准四、经济增长政策 ( 一 ) 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 ( 二 ) 

资本积累 ( 三 ) 技术进步 ( 四 ) 计划化与平衡增长1Z104016 了

解外汇管理一、外汇和汇率 外汇是指外国货币，或者对外国

货币的索取权。 汇率是在各国货币的兑换中，以一国货币单

位表示的另一国货币单位的价格。或者说，是两种货币的相

对价格。 汇率有两种标价法。一种称为直接标价法 , 另一种

称为间接标价法。直接标价法是用本国货币单位来表示外国

货币的价格。 间接标价法是用外国货币单位来表示的本国货

币的价格 现在的外汇市场一般用直接标价法 , 我国所用的也

是直接标价法。二、汇率的决定因素 ( 一 ) 国际收支状况 国

际收支顺差引起外国对该国货币需求的增加，引起汇率上升

；反之，国际收支逆差引起该国对外汇需求增加，从而引起

汇率下降。 ( 二 )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通常会削弱一国商品在

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导致进口增长，引起对外汇需求增

加，使得汇率下降。(三) 利率 利率上升使资本流人 , 汇率升

值；利率下降 , 使资本流出 , 汇率贬值。 ( 四 ) 经济增长率 如

果出口不变或增长较慢 , 经济增长所引起的进口增加 , 会使国

际收支恶化 , 汇率贬值。如果经济是出口导向型的 , 经济增长

带动出 口增加 , 就会使国际收支改善 , 汇率升值。而且 , 经济

增长也有利于使其货币升值 , 从而 汇率升值。影响汇率的因

素还包括财政赤字、外汇储备、国际间的外汇投机活动、政

治性因素等。二、汇率制度 ( 一 ) 固定汇率制 一般认为 , 实行

固定汇 率有利于一国经济的稳定 , 也有利于维护国际金融体

系与国际经济交往的稳定 , 减少国际 贸易与国际投资的风险

。但是实行固定汇率要求一国的中央银行有足够的外汇或黄



金储备。如果不具备这一条件 , 必然会出现外汇黑市 , 黑市的

汇率要远远高于官方汇率 , 这样 反而会不利于经济发展与外

汇管理。 另外 , 固定汇率最致命的缺陷是与货币政策的矛盾 , 

也就是著名的不可能三角一一固定汇率、开放的贸易环境、

独立的货币政策不可能共存。( 二 ) 浮动汇率制 一般认为 , 实

行浮动汇率制度可以较好地保证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 并

帮助减缓外部的冲击；浮动汇率制度下政府干预减少 , 汇率

将由市场决定 , 因而汇率决定更具有透明性；并且浮 动汇率

制度下 , 政府也不需要维持巨额的外汇储备。 但是在浮动汇

率制度下，汇率往往会 出现大幅过度波动 , 这将不利于贸易

和投资进行；同时 , 由于汇率自由浮动 , 人们就可能 进行投机

活动 , 这将进一步加剧汇率的波动。( 三 )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制度 在这种汇率制度下 , 政府既允许本国货币的汇率有一定

的灵活性 , 允许汇率在相当幅度内 波动 , 又在外汇市场过分混

乱或汇率变动幅度过大时加以干预 , 使汇率波动在一定的范

围之内。四、汇率政策 理论上说 , 一国的汇率政策目标既可

以是维持经济增长 , 也可以是充分就业 , 或者是维持币值 稳定

( 控制通货膨胀 ) .或者是以上几种目标的组合。(一) 汇率贬值

政策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 , 贬值可以提高进口品的相对价格 , 降

低出口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增加出口、减少进口 , 既增加了

国内就业 , 又有利于减少国际收支赤字。 贬值对经济的影响

是不利而后才有利。这是因为汇率贬值后， 绝大部分贸易按

原来签订的合同交易，在接新汇率结算时，会使以本币计算

的出口商品收汇减少，而以外汇支付的进口商品的数额却不

变 , 于是就在短期内使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只有经过一段时

期后，随着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对经济才会产生有利的影



响。( 二 ) 汇率管制政策 在浮动汇率之下 , 政府也要运用买卖

外汇的方法对汇率进行干预 , 以避免汇率的大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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