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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
　　——萨伊、凯恩斯供求理论之比较及其现实意义

杜勇廷
(厦门大学马列部,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供给不等于有效供给, 需求不等于有效需求。萨伊、凯恩斯之供求理论既有区别亦有联系, 两

者是一分为二, 合二为一的关系。两者的结合点才是解决生产过剩 (市场疲软)的真正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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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如何解决供给与需求之间矛盾。J. B 萨伊和 J. M 凯恩斯的理论

在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中虽各执一端, 有所侧重, 但又不乏有相似之处。我认为他们的供求理论是一分为

二, 合二为一的关系。同时, 把两者的优势互补才是解决我国目前出现的生产过剩 (市场疲软)的正确途径。

一、一分为二。马克思说:“要给供给与需求这两个概念下一般的定义真正的困难在于它们好象只是同

义反复”。确实供求只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 本来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但是, 在通常的情况下这一对矛

盾的两个方面发展是不平衡的, 时而供大于求, 时而供不应求。这是萨氏和凯氏走向两个极端的原因所在。

萨伊, 19 世纪法国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 (马克思称之为庸俗经济学家)。1803 年他写了《政治经济学概

论》一书。在该书的“产品出卖和需求”一章中, 萨伊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 即供给自身会创造需求的理

论。他说到: 当产品在市场上疲滞和利润不丰时就常常听到各产业冒险家说困难不在于生产而在于销售,

认为是银根紧。但若问如何刺激销路、活跃消费时, 却是大多数人的见解都极其模糊。实际上市场上的买卖

都是以产品购买产品的, 人人都以自己的产品价值购买别人的产品价值“这个事实使我们得出一个乍看起

来似乎是很离奇的结论就是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一个厂商生产产品就是给自己生产购买手段。因此,

“一种货物一经产出, 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它们相等的其他货物开辟了销路。”这个理论的前提是任何交

易实质上都是产品与产品的交易, 货币只是媒介而已。每个人都是先把自己的产品出卖变成货币价值, 再

用货币去购买自己需要的产品。这样买者就是卖者, 卖者就是买者。有买必有卖, 有卖必有买, 总供给与总

需求和谐一致不会出现矛盾。如果某一种货物出现过剩, 那一定是可用来购买它的别种货物生产过少。“正

由于某些货物生产过少, 别的货物才形成过剩”。解决办法自然是增加这种过少货物的生产, 即增加购买过

剩货物所需要的购买手段的生产。最后萨伊得出的结论是:“(1)在一切社会, 生产者越多产品越多样化, 产

品便销得越快, 越多和越广泛; (2) 每一个人都和全体的共同繁荣有利害关系。一个企业办得成功, 就可以

帮助别的企业也达到成功; (3) 应采取何种经济政策为宜呢? 萨伊认为: 仅仅鼓励消费并无益于商业, 因为

困难不在于刺激消费的欲望, 而在于供给消费的手段, 我们已经看到, 只有生产能供给这些手段, 所以, 激

励生产是贤明的政策, 鼓励消费是拙劣的政策。”

凯恩斯, 20 世界英国著名经济学家, 凯恩斯主义的创立者。1936 年他出版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一书。提出了同 100 年前萨伊供给自身创造需求理论的相左观点。他认为经验与事实显然与萨伊、李嘉图

以来古典学派坚持的供给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的旧说不符。一个社会决定就业量的是总供给价格与总需

求价格的均衡点。只有当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相等时才能达到充分就业, 这时的总需求就是有效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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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萨伊定理认为, 不论在什么情况下, 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总是衡等的, 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

题。事实却相反, 因受消费倾向随着收入增加而下降的规律的影响, 有效需求总是不足致使供给价格大于

总需求价格不免发生供给过剩的经济恐慌。解决途径凯恩斯也自认为与萨伊不同, 主张扩大需求, 鼓励消

费, 反对节省。他说:“余所见者, 则以萨氏之说, 立论最不健全。又最与事实大相径庭。萨氏说, 用掉或毁掉

一件物品, 就堵塞一条出路。此说是从商品与商品之关系立论, 而不从商品与消费的关系立论。我们要问假

使除面包和水以外, 一切消费都停止半年, 即商品之需求将成什么情形? 商品山积, 但何处是出路? 何处是

庞大市场?”于是他重温孟德维尔的《蜜峰的寓言》, 鼓励消费。甚至说:“如果政治家因为受经典学派经济学

之熏染太深, 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则建造金字塔, 甚至地震、战事等天灾人祸, 都可以增加财富。”

二、合二为一。在供求为一对矛盾中既有对立的一面, 亦有统一的一面, 供给离不开需求, 需求亦以供

给为存在前提, 在特定的条件下两者也有相互转化的可能, 完全割裂两者是不可能存在的, 也是不可能的。

萨伊和凯恩斯的供求理论虽各有偏颇, 表面上给人一种南辕北辙的映象。实际上双方的理论虽是路径不

同, 便目的却是一致的。双方都是为了解决供给与需求这对永恒的矛盾为出发点。双方解决矛盾的手段虽

也有差别, 但萨氏并没有否定需求的作用, 凯恩斯亦没有抛弃供给, 甚至双方在论证过程中却走向了对方。

这是合二为一的理论前提。

萨伊定理的基本概念是: 为了生产物品就不可避免地要购买原材料雇用工人投资厂房和设备。对这些

投入所花费的货币将被得到它的人用于购买所增加的物品和劳务。如果雇用更多的工人, 劳动收入就将提

高, 从而消费也会提高。也就是说一个生产厂家在供给的过程中也为别的厂家的供给提供了需求, 自己的

供给是别人的需求, 别人的需求是自己的供给, 这两者是不能分割的, 即使有薄重之别。在具体政策上, 萨

伊主张鼓励个人投资增加供给, 个人投资难道不需要投入资本、原材料和劳动力? 这些投入难道不是以购

买为前提? 这种购买难道不是拉动供给的需求? 可见, 萨伊在片面夸大供给对需求的绝对意义的同时, 并未

全盘否定需求对供给的作用。他否认“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存在是由特定的政治、经济原因所决

定的。其销售理论中主张通过发展生产来解决供需矛盾的观点却是有积极意义的。

凯恩斯批判否定萨伊的供求天然恒等定理, 提出肯定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现实是对的。但是除了采用

通货膨胀, 鼓励铺张浪费等赤字政策之外, 他的扩大有效需求的根本途径与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的途径一

致的。需求有生产需求和生活需求两种。凯恩斯把拉动需求的着眼点主放在生产需求即投资上, 通过投资

扩大生产需求带动生活需求。“除非消费倾向改变, 否则就业量只能随投资之增加而增加。”因为增加投资

可以收乘数之效, 一个投资可以引起数个投资, 从而一级一级的扩大就业, 增加所得, 自然也就扩大生活需

求。所以他主张扩大利率, 提高投资边际效率来鼓励投资。可是由谁来投资? 凯恩斯认为在商业循环的经

济衰退期间, 因固定资本及原材料存货皆嫌过剩, 运用资本又在缩减, 资本边际效率降低, 证券市场趋下

游, 消费倾向走低, 不能把增加投资寄希望于私人。我的结论是:“我们不能把决定当前投资量之职责放在

私人手中, 要达到离充分就业之不远之境, 其唯一办法乃是把资本投资这件事由社会来总揽, 我希望国家

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由国家财政支出和举债兴建各类公共工程。可见凯恩斯最终还是不自觉地走向萨

伊, 以发展供给创造需求。所不同的是说法不一样, 不叫发展供给, 而是叫做投资; 不叫激励生产, 而叫扩大

需求; 不叫供给包含需求, 而叫投资可以扩大就业。另外, 任何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 在有效需求不足妨碍

生产和经济繁荣时, 只有激励新一轮的生产才能复办。生产需要投资, 不管投资主体是国家还是个人。新的

投资上的生产肯定会刺激新一轮的消费。

三、有效供给与有效的需求。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非调和论: 萨伊和凯恩斯的供求理论正是供求这

一矛盾的体现, 既有对立的一面, 亦有统一的一面。凯恩斯本人就认为:“供给和需求就其总量而言, 并不是

彼此独立的现象而是从不同角度来看的同一现象”。马歇尔也曾将供求比喻为一把剪刀的两片刀刃, 认为

剪刀的两片刀刃是同时工作的。因此, 我认为在当前我国出现“生产过剩”的情况下, 在探讨过剩原因, 是在

供给方面还是在需求方面争论不休的情况下, 应当走一条“实用主义”之路。是供给的原因就从供给下手,

是需求方面的原因就应当从需求方面去突破。萨伊和凯恩斯的“合二为一”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不过

在这之前还应当区别一下供给与有效供给, 需求与有效需求。供给能创造需求, 也能抑制需求。能创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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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需求的供给是有效供给, 抑制需求、向背需求的供给是无效供给。同样, 需求能创造供给, 也能抑制供

给。能创造供给适应供给的需求叫有效需求, 抑制供给、向背供给的需求是无效需求。

在市场实践中, 供给与需求的绝对平衡是不存在的, 总是会出现两种情况, 要么供给大于需求, 要么需

求大于供给, 当市场经济覆盖全社会时, 一切供给和一切需求的关系起了质的变化, 供给表现为市场供给,

需求表现为市场需求。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失衡的原因是双方的。我国目前出现的“生产过剩”(市场疲

软)的原因是两方面的, 既有有效供给不足也有有效需求不足。

1、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及对策。主要原因是体制和结构存在的缺陷。“过剩”的原因在于分配结构不合

理。据官方统计 1997 年我国城镇居民货币性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 6. 4% , 是 1992 年以来的最低点; 农民人

均实际收入增幅由 1996 年的 9% 下降为 1997 的 4. 6%。居民收入总体增幅下降固然与经济增长情况相关,

但与此同时所凸现来的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格局却值得人们深思: 其一, 个人收入差距愈拉愈大。据赵人

伟等人的计算, 1995 年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达 0. 445, 收入差距已进入一种不容乐观的状态。

另据官方公布的数据, 1997 年我国不同收入档次的居民家庭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与此同时全国城镇居民

减收面达 39% , 比上年扩大了三个百分点。其二, 在“暴富群体”形成的同时, 我国已出现了一个急待救济且

日趋扩大的“新贫困阶层”, 尤其是当前下岗职工的大量增加, 已使相当一部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绝对下

降。其三, 农民消费水平普遍偏低。在解决消费不足的对策上除了公共财政扩张政策, 消费信贷 (寅吃卯

粮) 和劫富济贫的税收政策外, 我们还可以借鉴以下思路,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需求和供给只是专业化分工

的两个侧面。因此要分析需求和供给问题, 首先研究人们选择的专业化程度。这种观点为我们扩大内需提

供了一种新思路: (A )中央政府应对公共物品性质的行业和部门 (银行业、证券业)加强集中管理、监督和控

制。以此保证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 (B )对于具有私人物品性质的行业或部门, 为了扩大内需, 政府

应尽量放宽进入限制, 推动和扶持分工细化的过程, 细化分工过程就是增加内需的过程。高分工水平意味

着大市场容量和高总量需求。 (C)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因为服务业是一个财富从高收入阶层向低收入快速

转移的产业。

2、有效供给不足原因及对策。无效供给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产品技术含量低, 甚至伪劣商品充

斥市场造成的无效供给。“市场疲软”是因为国货陈旧、不适销对路而引起的“产品疲软”。另一方面假冒伪

劣商品充塞市场坑害消费者, 特别是卷烟、白酒、西药、食品等。这些假冒伪劣产品严重损伤了消费者的消

费信心。供给者的这种过失行为, 只能遏制有效需求, 形成无效供给。 (2)商品的重复建设和简单增量再生

产形成的无效供给。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生产计划由国家订、材料由国家供、资金由国家拨、工资由国

家发、产品由国家销、盈利由国家赚、亏损由国家赔。因此经济没有市场竞争压力, 固定资产更新周期长, 以

致设备陈旧, 技术落后, 产品单调, 实行市场经济后客观上必须加快更新, 而主观上却又缺乏市场经济的经

验和责任心, 盲目受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驱使, 重复建设的现象相当普通。同时象洗衣机、热水器、油烟机、

冰箱等家电从 80 年代只有大小之别, 性能质量方面基本原样, 没有提高。这种简单增量再生产是形成无效

供给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何解决这些无效供给现象呢? 首先就是大力提倡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

附加值, 走以“质”促销的路。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即使在“生产过剩”(市场疲软)的情况下依然有一些产品销

路不错, 例如海尔集团的超节能电冰箱年销售 30 万台, 创利税 1. 2 亿元的巨大效益, 原因就是这种产品技

术含量高, 符合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其次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有效供给。据我所知内陆有些省份一个县有一

个酒厂, 且花大力气、大量资金去做广告找销路。央视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频频出现该省的兄弟们相互竞

争的品牌, 有些酒厂在竞争中沉沦下去, 有的只有靠克扣教师的工资去养厂。试问“同室操弋, 相煎何急?”

可见重复投资确实到了该改善的地步了。第三, 加强市场法规建设, 坚决、彻底地打假。

综上所述, 如何解决生产过剩 (需求不足) 的矛盾是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也是“十五”期

间必须要妥善处理的问题。其关键是要牢牢把握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 只有积极、稳妥地解决“供求”这对

永恒的矛盾才能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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