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量的减少：左移

量的增加：右移

支出法：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净出口NX

收入法：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

部门法，即生产法，从生产角度反映GDP来源

实施主体：央行

扩张性（积极）货币政策：经济低迷时采用；一买四降低

紧缩性（消极）货币政策：经济过热时采用；一卖四提高

实施主体：政府

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经济低迷时采用；增支减税

紧缩性（消极）财政政策：经济过热时采用；减支增税

进出口（商品、劳务）、捐赠等

资本：固定资产（土地、厂房）、取消债务、无形资产等

金融：直接投资（收购、建厂）、证券投资

若无误差遗漏，则经常账户差额＋资本账户差额＝
外汇储备变动

直接标价法：等号右边是本币；汇价上升则本币贬值

间接标价法：等号左边是本币；汇价上升则本币升值

本币升值：抑制出口、促进进口

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
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国际收支：顺差带来升值压力

通胀带来贬值压力

高利率带来升值压力

自身价格变动曲线不变

自身价格以外因素导致曲线平移

即GDP，一定时期内一个经济体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总和

反映福利水平变动存在局限，无法反映精神满足和环境质量等方面

GDP的统计方法

含义：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上升

影响：对固定利率债权人不利，固定收入者不利

货币数量论：通胀来源于过度增长的货币供给

成因分类：需求拉动型、成本推进型、结构调整型、外部传递型

定义：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意愿的劳动者中没有找到工作的劳动力

自然失业率：劳动力供求正常，呈稳定状态的失业率

分类：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周期性失业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经常账户

资本和金融账户

储备资产、差错与遗漏

汇率

汇率制度

汇率的影响因素

需求与供给曲线

供需动态均衡

国内生产总值

通货膨胀

失业

宏观经济政策

国际收支平衡表

汇率与汇率制度

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国际收支与汇率

基本内容03 基本经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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