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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经济基础知识》理论汇总

1.效用理论

基数效用论 序数效用论

定义
可以直接度量，分为总效用和边际

效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只能说出自己的偏好次序

不同点 运用边际效用论分析 运用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约束线分析

2.企业形成理论

提出者 美国经济学家科斯

企业的本质特征 作为市场机制或价格机制的替代物

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 交易成本的节约

导致市场机制和企业的交易费用不同的主要因素 信息的不完全性

3.消费理论

经济学家 内容

消费理论 凯恩斯（英国）

假设前提：（1）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2）收

入是决定消费的最重要的因素；（3）平均消费倾向

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

【注】边际消费倾向小于平均消费倾向

生命周期理论 莫迪利安尼（美国） 强调了消费与个人生命周期阶段之间的关系

持久收入理论 弗里德曼（美国）
该理论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根据他的当前

收入决定的，而是根据他的持久收入决定的

弗里德曼（美国），还认为从长期看，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和横轴垂直的直线。

4.国际贸易理论

理论 经济学家 提出时期 内容

绝对优势理论
亚当·斯密

（英国）
18 世纪

各国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绝对优势的

产品，而进口不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其结

果是可以节约社会资源，提高产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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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理论
大卫·李嘉图

（英国）
19 世纪初

只要两国之间存在生产成本上的差异，即使

其中一方处于完全的劣势地位，国际贸易仍

会发生，而且贸易会使双方获得收益

赫克歇尔–俄

林理论（H-O

模型）

赫克歇尔和俄林

（瑞典）
20 世纪初

各国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那些能够充分利

用本国充裕要的产品，进口那些需要密集使

用本国稀缺要素的产品

规模经济贸易

理论

克鲁格曼

（美国）

20世纪 60

年代

大规模的生产可以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

本。该理论用来解释相似资源储备国家之间

和同类工业品之间的双向贸易现象

5.公共选择理论

时期 产生于 20 世纪 40—50 年代的美国

代表人物 詹姆斯·布坎南、戈登·塔洛克

内容
是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是关于“政府失灵”的理论，它分析的是政治

场景和公共选择中的个人（包括投票人、政治家、官僚）行为

理论基石 个人主义方法论；经济人假设；作为一种交易的政治过程

6.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的理论

理论 提出 内容

政府活动扩

张法则

19 世纪，瓦格

纳（德国）

财政支出之所以不断增长，是因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增加了对

政府活动的需求；支出规模不断扩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

客观规律

梯度渐进增

长理论

20 世纪 60 年

代，皮考克和

魏斯曼（英国）

增长是“阶梯式”“非连续性”的；公众可容忍税收水平的

提高，是公共支出增长的内在原因；公众可容忍的税收负担

是财政支出的最高限度

经济发展阶

段增长理论

马斯格雷夫

（美国）

财政支出的数量随着不同时间财政支出作用的变化而变化

初期阶段：基础设施等政府投资比重较大

中期阶段：政府投资比重有所下降

成熟阶段：环境、交通、教育、通讯等政府投资比重加大



2021 年经济师考试辅导

第 3页

非均衡增长

理论

鲍莫尔

（美国）

区分进步部门与非进步部门；政府部门的投资效率偏低导致

政府支出规模不断扩大

公共选择学

派的解释
—

财政幻觉：选民更关心扩大公共支出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而

忽视了税收负担的同步增长

7.货币需求理论

理论 提出 内容

现金交易

数量说
费雪（美国） 费雪交易方程式：MV＝PT，反映的是货币量决定物价水平

现金余额

数量说
庇古（英国）

剑桥方程式：π＝KY/M，认为货币的价值由货币供求数量关

系决定

流动性偏

好论
凯恩斯（英国）

货币需求函数：L＝L1（Y）＋L2（i）

货币需求由交易动机、预防动机、投机动机三个动机决定。

其中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构成交易性需求，是国民收入的增

函数。投机动机构成投机性需求，是利率的减函数。

现代货币

数量说
弗里德曼（美国）

M/P＝f（Yp，W；rm，rb，re，1/p·dp/dt；μ）

其中恒久性收入、人力财富比例与货币需求成正比。存款的

利率、债券的收益率、股票的收益率与货币需求成反比。

8.有效市场理论

理论提出者：法玛（美国）。

根据信息对证券价格影响的不同程度，市场有效性分为三类：

（1）弱型效率：证券市场效率的最低程度，有关证券的历史资料（价格、交易量等）对证

券的价格变动没有影响；

（2）半强型效率：证券市场效率的中等程度，有关证券的公开发表的资料（盈利报告）对

证券的价格变动没有影响；

（3）强型效率：证券市场效率的最高程度、有关证券的所有相关信息（公开发表的资料以

及内幕信息）对证券的价格变动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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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金融监管的一般性理论

理论 内容

公共利益论
监管是政府对公众要求纠正某些社会个体和社会组织的不公平、

不公正和无效率或低效率的一种回应

保护债权论
保护债权人的利益，需要金融监管。存款保险制度就是这一理论

的实践形式

金融风险控制论
这一理论源于“金融不稳定假说”，认为银行的利润最大化目标

促使其系统内增加有风险的活动，导致系统内的不稳定性

金融全球化对传统金

融监管理论的挑战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金融监管更强调安全和效率并重，同时对

跨国金融活动的风险防范和国际监管协调更加重视。一国金融监

管部门的监管行为不再是单边的而是多边基础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