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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节和控制 1 政府的作用和宏观调控 政府干预经济运行实

行宏观调控的根本目的：1）保证市场机制运转，发挥对资源

配置的基础性作用2）消除失灵与缺陷产生的消极效果。 政

府的经济作用：1）资源再配置2）制定市场规则3）调节收入

分配4）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干预经济运行5）制定经济发展计

划和产业政策6）制度创新7）国际经济关系的调控。 宏观调

控手段：直接和间接调控。计划具有宏观性、战略性、指导

性。 直接调控是对经济运行进行非参数数量调节，是一种限

制微观主体的自主性和市场机制自发性的调控方式。具有强

制性特点。 间接调控是政府运用经济手段（价格税率汇率工

资率）市场参数。承认微观经济主体经营和市场机制的作用

为前提。 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调控手段：国家计划、经济手段

、法律手段、行政手段。 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财政、

货币、产业、收入分配、外贸政策。经济杠杆：财政、货币

、收入、价格、涉外杠杆。 经济手段调节经济特点是弹性调

节而非刚性调节，不具有强制性 . 法律手段调节体现三个方

面：1）对微观主体直接调节2）为机制运行提供法律保障3）

保证其他调控手段。 法律手段调节经济特点：有普遍的约束

性，严格的强制性和相对稳定性。 行政手段调节经济特点：

直接性、强制性和速效性特点。 2 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目标

选择 宏观调控最终目标和基本目标：1）提高经济效率2）实

现社会公平 宏观调控最终目标具体表现经济政策目标：经济



持续均衡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平衡国际收支。实现

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前提。 

失业类型：季节性 摩擦性 结构性 周期性 价格指数：用基期

平均物价水平的百分比来衡量某一时期的物价水平。（消费

物价、批发物价国民生产总值折算） 平衡国际收支：不发生

逆差也不发生较大幅度顺差。 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高度相

关关系用奥肯定律。揭示由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存在互补关

系。 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之间的矛盾关系或替换

关系可以用菲利普斯曲线表示。 为了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消除

或减少逆差，采取贬值本国货币方法刺激出口，会影响国内

价格水平的稳定。 政府选择宏观调控目标原则：不能追求单

一目标。遵循适度原则。把握时机。 八 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

关系 1 对外开放必然性和基本形式 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对外

经济关系是经济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对外开放是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市场机制的主要功能和本质特征是

利用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 对外开放形式：对外贸易和对

外经济合作 2 对外贸易的作用和政府对进出口贸易的干预 对

外贸易是一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和主要内容。 对外贸易基

本作用：1）利用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获利2）促进经济增长

充分就业和宏观经济平衡3）增加外汇，改善国际收支平衡 4

）提高开放度，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传导：溢出和回波 对外

贸易传导作用大小受开放程度，贸易依存度，经济体制，经

济政策和双边贸易关系影响。 影响出口贸易因素：1）自然

资源的丰裕程度2）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3）汇率水平4）需求

水平和需求结构 影响进口贸易因素：1）经济总量和产出总

水平2）汇率水平3）国际商品市场供给4）价格水平高低 政府



对进出口贸易干预的目的：保护国内产业受损害，维持经济

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平衡国际收支。 3 世界贸易组

织基本原则和运行机制 基本原则：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

透明度；自由贸易；公平竞争。 最高决策机构：部长级会议

。决策遵循协商一致的原则。 免则规定：紧急限制进口，保

护幼稚产业，国际收支限制，有关承诺的修改或撤回，义务

豁免。 4 对外经济合作 资本流动的内在动力：流出国与流入

国都有效益。国际资本流动包括长期和短期两种类型。 对资

本流入国积极作用：1）缓解资金不足，加大就业2）增加外

汇平衡国际收支3）促进贸易发展。 对资本流入国消极作用

：1）易造成金融秩序混乱2）加重外债负担3）成为输出国附

庸。 对资本输出国积极作用：1）找到投资市场，获得利润2

）扩大市场份额占领国际市场3）经济上对他国控制 对资本

输出国消极作用：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减少本国就业。 政府

对资本流动的干预：1）外汇管制2）颁布政策法规条例3）对

偿债能力控制4）制定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 国际技术转让的

方式：许可证贸易，咨询服务和技术服务，合作生产 促使劳

动力国际流动的经济原因：1）国民收入差距2）劳动力供求

不平衡3）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