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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合需求

總合需求 (aggregate demand) 是某一物價水準

下, 整個經濟社會最終財貨與勞務的需求, 物價水

準與最終需求間的關係可用總合需求線表示。

總合需求線是條負斜率的曲線, 推導方式有二:

• 古典學派根據貨幣數量學說由交易方程式推

導。

• 凱因斯學派將總合需求分解成經濟社會中不

同部門需求與物價的關係, 加總後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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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貨幣數量學說導出總合需求

貨幣數量學說由交易方程式出發:

M× V = P× Y

其中 M 表示貨幣供給, V 表示貨幣流通速度, P

表示物價水準, Y 表示總合產出。 將 V 視為固定。

• 假設其他條件不變 (特別是 M 給定):

P× Y = 常數

• 物價水準 P 與總合產出 Y 呈反向關係; 總合

需求曲線是一條負斜率的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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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合需求曲線移動

P 與 Y 以外的因素發生變動, 造成相同物價水準
下總合需求量發生變化, 使總合需求曲線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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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經濟體各部門需求導出總合需求

凱因斯學派認為總合需求是經濟體各部門需求的

總和, 因此可以從總合需求的組成項目來推出總合

需求曲線。

• 總合需求由四個組成項目: 民間消費支出 C、

投資 I、 政府支出 G、 淨出口 NX。

• 總合需求 Yad 可表示為各部門需求的加總:

Yad = C+ I+G+ 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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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斜率的總合需求線: 以投資為例

1 在名目貨幣數量 M 固定下, 物價水準 P 下跌

→ M
P 上升

2 當
M
P 上升超過實質貨幣需求, 人們會減少貨

幣的持有, 債券需求上升

3 債券需求上升 → 債券價格上漲、 利率下跌

4 假設人們對未來通貨膨脹的預期是給定的, 則

名目利率下跌表示實質利率也下跌。

5 實質利率下跌 → 投資需求增加 → Yad 上

升, P 與 Yad 呈反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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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合需求曲線的移動

物價水準與產出以外的因素變動若影響任何部門

的需求, 都會造成需求曲線的移動。

• 在某一物價水準 P, 當 M 增加 → M
P 上升

→利率下降 → 投資需求增加 → Yad 增加:

總合需求曲線隨著 M 增加向右移動。

• 政府支出 G 、 淨出口 NX 增加或政府的課稅

減少 (使消費 C 增加), 都會導致 Yad 上升,

總合需求曲線隨之向右移動。

• 當消費者對未來預期樂觀時, 民間消費支出

C 增加; 樂觀預期使廠商的投資需求 I 增加,

兩者皆使總合需求曲線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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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合供給

• 總合供給 (aggregate supply) 是某一物價水

準下, 整個經濟社會最終財貨與勞務的供給。

• 物價水準與最終財貨與勞務供給之間的關係
可用總合供給線表示。

• 與總合需求的概念不同的地方是, 我們要區分

長期總合供給與短期總合供給兩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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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總合供給

• 一國長期總合供給是其充分就業的總合產出
水準。

• 長期總合供給線是固定在充分就業產出水準
的一條垂直線, 與物價無關。

• 圖16.2 長期總合供給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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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導正斜率的短期總合供給

廠商追求利潤極大, 生產成本變動會影響廠商短期

內願意生產的數量。

• 假設在短期內工資的調整具有僵固性。

• 若工資在短期內無法調整, 則表示短期內生產

成本沒有顯著改變。

• 物價越高, 則廠商越有利可圖, 就會供給越多

的產品, 因此短期總合供給曲線是一條正斜

率的曲線, 供給量隨著物價上漲而提高 (如

圖16.3 中的 AS1 和 A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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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3 總合供給曲線的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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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總合供給曲線的移動

• 討論短期總合供給線移動時, 我們考慮的是若

工資真的因為某些因素變化而改變了, 會如何

影響廠商在同樣價格水準下願意生產的數量。

• 造成短期總合供給曲線移動的主要因素:

(1) 勞動市場的緊俏程度;

(2) 工會要求工資調升;

(3) 非工資因素的生產成本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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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總合供給曲線的移動因素

• 勞動市場的緊俏程度: 當勞動需求大於勞動

供給 → 工資上漲 → 物價水準不變下, 生產

成本上升 → 減少生產 → 短期總合供給曲線

往左移 (圖16.3)。

• 要求工資調升: 如果工會施加壓力希望調漲

工資, 會使廠商在同樣物價水準下生產成本上

升而減少生產, 使短期總合供給曲線往左移。

• 非工資因素的生產成本改變: 如石油價格上

漲, 造成生產成本增加, 總合供給曲線左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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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均衡

當短期總合供給等於總合需求, 經濟達到短期均

衡。

• 總合需求曲線 AD 與短期總合供給曲線 AS

的交點即為短期均衡點, 如圖16.4的 E 點。

• Y∗ 與 P∗ 分別為該均衡點所對應的短期總合

產出與均衡物價。

• 超額供給 (需求) 發生時, 物價水準將會下跌

(上升), 直到 P∗, 此時, 總合供給等於總合需

求, 物價不會繼續調整, 經濟體達到短期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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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4 均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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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修正機制

短期波動是指經濟體的均衡偏離長期均衡的現象;

在長期, 經濟體會從短期的偏離調整至長期均衡。

• 當短期均衡偏離長期均衡時, 表示此時經濟體

的失業率偏離了長期的自然失業率水準。

• 勞動市場失衡 → 工資調整使勞動市場達到
均衡。

• 推導短期供給曲線時, 假設短期內工資調整有

僵固性, 而討論短期均衡調整到長期均衡的過

程時, 工資是可以調整的, 問題在於它調整的

速度有多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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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修正機制

• 圖16.5 偏離長期均衡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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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勞動需求大於勞動供給, 工資有上揚的壓力,

導致生產成本提高: AS1 → AS2

2. Y2 > Yn, 自我修正機制持續運作使

AS2 → AS3, 直到均衡產出為 Yn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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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6.6 總和需求增加造成短期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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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性財政政策或寬鬆貨幣政策:

1. AD1 ⇒ AD2: Y1′ > Yn, P1′ > P1

2. 由於Y1′ > Yn, AS1左移至AS2, 產出回歸

Yn, 而物價由 P1上升到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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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合需求變動造成的影響

政府採取暫時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 將使

總合需求曲線右移。

• 短期內會造成物價上漲、 總合產出增加。

• 最終效果只會造成物價上漲, 總合產出仍回到

充分就業產出水準, 而這個偏離長期均衡又調

整回長期均衡的過程, 造成了短期經濟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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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6.7 負面供給衝擊造成短期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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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上漲:

1. AS1 左移至 AS2: Y1′ < Yn, P1′ > P1; 負面

供給衝擊會造成短期物價上漲、 產出下降

2. 由於 Y1′ < Yn, AS2 右移至 AS1, 回到充分

就業產出 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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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該刺激景氣嗎?

• 贊成政府應積極干預者認為, 當均衡產出偏離

長期均衡時, 自我修正機制反應很慢, 無法迅

速使短期供給線移動, 故須靠政府政策改變總

合需求, 才能使經濟體回歸原產出水準。

• 反對政府積極干預者認為, 自我修正機制其實

反應很快, 政府政策反而有諸多時間落差, 往

往經濟體自我修正後政策才生效, 使短期波動

更為嚴重。



16 總體經濟與

貨幣政策

23/26

總合需求

總合供給

均衡分析

短期波動

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

• 通貨膨脹是物價上漲持續一段時間的現象, 是

政府持續不斷增加貨幣供給所造成。

• 為何有造成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

• 以貨幣供給融通政府支出。

• 為降低失業率所造成的通貨膨脹政策。

• 設定過高的經濟成長率目標所造成之通貨膨脹。

• 要避免通貨膨脹, 唯有回歸央行堅持穩定物價

的獨立性, 樹立其公信力, 以免掉入降低失業

率或提高成長率這兩種通膨政策的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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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6.9 對貨幣供給持續增加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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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貨幣供給融通政府支出:

1. AD1 ⇒ AD2, Y1′ > Yn: 自我修正機制調整使物價水

準上升為 P2, 均衡產出回到 Yn

2. 持續增加貨幣供給, AD2 ⇒ AD3; 自我修正機制使均

衡點變成點 3, 物價再度上漲至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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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10 維持高就業率所造成的成本上升之通貨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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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降低失業而採取擴張性政策:

1. 假設經濟體原本在充分就業水

準,現在工會訴求工資調漲, AS1

左移至 AS2, 造成產出下滑及失

業率上升

2.擴張性政策將 AD1右移 AD2,

物價上漲至 P2 ⇒ 實質工資下降
⇒工會再度要求調薪⇒ AS2移

至 AS3, Y
′
< Yn (點 2′)

3. 若政府繼續干預使 AD2移至 AD3, 物價上漲為 P3

4. 不斷增加貨幣供給來降低失業率 ⇒ 通貨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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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11 設定過高的經濟成長率目標所造成的通貨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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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設定過低的失業率目標

(低於充分就業水準的失業率)

2. 利用擴張性政策使 AD1外移

至 AD2。自我修正機制使 AS1移

至 AS2, 物價上漲至 P2

3. 產出成長率又掉出政府的目標

區間, 政府再度利用政策使 AD2

外移至 AD3, 上述過程又再重複一次, 最後物價上漲至 P3

4. 若政府持續實施擴張政策要達到特定目標⇒通貨膨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