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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92/2021_2022__E5_AE_8F_E

8_A7_82_E6_94_BF_E7_c60_92894.htm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和法制环境逐渐完善的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战略、规划和计划)是实现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和任务的两大主要调控手段。 第二节 经济总量平衡 一、总供

给与总需求 经济总量平衡是指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与协调

，两者相互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对总供

给和总需求进行必要的管理，保持两者基本平衡，是宏观经

济管理的首要任务。 (一)总供给 1．总供给及其构成 总供给

，在价值形态上，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价格水平上，国

民经济各个部门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量总和；在物质

形态上，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价格水平上，国民经济各

个部门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总量。 总供给的构成，根据不

同的标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 (1)按照供给物形态

，总供给可以划分为产品供给和服务供给。 (2)按照最终用途

，总供给可以划分为消费品供给和投资品供给。 (3)按照来源

，总供给可以划分为国内供给和国际供给。 2．潜在的总供

给和实现的总供给 潜在的总供给是在一定时期内既定的经济

、技术条件下，一国的国民经济产品生产能力和服务提供能

力充分发挥时能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总量(价值总量或者物

质总量)。 实现的总供给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内和一定的价格水

平上，通过市场交换得到实现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总量(物质

总量)。 (二)总需求 1．总需求及其构成 总需求，是指在一定

时期内和一定价格水平上，全社会对产品和服务的总购买力



或总支付能力。 总需求的构成与总供给的构成相类似，可以

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划分。 (1)按照需求物形态，总需求可以划

分为产品需求和服务需求。 (2)按照最终用途，总需求可以划

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3)按照来源，总需来可以划分为

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 2．潜在的总需求和实现的总需求 潜

在的总需求是指全社会具有货币支付能力，能够支持对产品

和服务的购买欲望，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价格水平上可能的

最大需求量。 实现的总需求是指全社会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的

价格水平上，通过市场交换所获得的全部产品和服务的总和

，也就是实际支付了的或者购买了的产品和服务的总价值量

，是一个实现了的购买力总和。 (三)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形成 1

．总供给的形成 供给是由生产形成的，所以总供给也就是总

产出。国内总供给的统计核算指标是以生产法计算的国内生

产总值，即一、二、三产业增加值之和。 2．总需求的形成 

社会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以及国际市场对本国产品和服务

的有效需求形成总需求。 二、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 (一)总

供给和总需求间的相互关系 在现实中，宏观经济并不总是在

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平衡的状态下运行，原因是多方面的：

1．供给和需求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 2．价格制约着供给

和需求的相互转化调整需要较长的时间。 3．多种经济的、

技术的、政治的、社会的因素都会影响供给和需求的总量和

结构 (二)需求膨胀与需求不足 1．需求膨胀 需求膨胀是指总

需求即全社会货币支付能力，远远大于社会产品和服务供给

的价值总量，而导致总供求的严重失衡。需求膨胀的具体表

现是价格的持续、普遍上涨和产品与服务的严重短缺。 2．

需求不足 需求不足是指总需求即全社会货币支付能力，远远



小于社会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价值总量，而导致总供求的严重

失衡。需求不足的具体表现是价格水平持续、普遍出现下降

；同时产品过剩，生产能力闲置，企业生产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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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