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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

黄国石

摘 要 预期不仅影响经济主体的徽观决策
,

而且影响政 府经济政策的宏观效

果
。

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是不科学的
,

但其理性预期的宏观经济模型

不无借鉴意义
。

我国应加强对预期问题的研究及其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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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

二战以后
,

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经历了 50 ~ 60 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又一

个黄金时代
。

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以原子能
、

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

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
,

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 另一方面

,

是 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

空前发展
,

凯恩斯国家干预政策的实施
,

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

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展
。

但进入 70 年代
,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开始陷入
“

滞胀
”
局面

:

一方

面
,

生产过剩
,

产品积压
,

企业破产
,

工人失业
,

经济停滞不前
; 另一方面

,

物价持续上涨
,

而且涨

幅较大
。

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现实使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不攻 自破
,

在实践中处于两难

境地
。

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
,

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互不相容
。

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生产萎

缩
,

从而引发经济危机
,

需求过度才导致通货膨胀
。

若要刺激经济增长
,

就要扩大财政开支和货

币发行
,

增加社会总需求
,

这无疑会加剧通货膨胀
。

若要控制通货膨胀
,

就要缩减财政开支和货

币发行
,

控制社会总需求
,

而这又 会加深经济危机
。 .

当被许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奉为圭泉的凯

恩斯主义在理论上无法 自圆其说
,

在实践中无能为力时
,

西方经济学又一次陷入危机
。

在这种

背景下
.

旨在以理性预期方法说明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的理性预期学派应运兴起
,

盛极

一时
。

在西方经济学中
,

预斯是指经济活动者为了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

对与经济决策有关的不

确定因素进行预测
。

如商品生产在进行生产决策时
,

要对未来的商品生产价格和市场需求进行

预测
,

然后才决定生产什么
,

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
。

在西方经济学 中
,

对预期的关注由来已

久
,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及货币通论 》一文中以就业水平的分析
,

对货币需求
、

投资水平与经济

周期 的考察都是基于预期范畴进行的
。

但他实际上并未明确 回答预期如何形成及预期如何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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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国民经济运行等问题
。

凯恩斯关于预期的论述是零散的
,

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
。

从根本上讲
,

凯恩斯的预期观是
“

非理性
”

的预期观
。

此后经济学家约翰
·

穆斯 ( Jh
o n ·

M ut h )
、

罗伯特
·

卢

卡斯 ( R o
be rt

·

L cu as )等分别对预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
,

最终形成了以卢卡斯为首的理性预期

学派
。

在许多宏观经济学派中
,

理性预期学派以其鲜明的有别于凯恩斯正统经济的理论和政策

主张而引人注 目
。

下面我们来考察预期从非理性到理性的发展变化过程
。

1
.

静态预期
。

静态预期是在蛛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

蛛网理论是本世纪 30 年代问

世的一种关于动态均衡分析方法的微观经济学理论
。

其内容是考察价格波动对下一周期产量

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均衡的变化
。

静态预期借用蛛网模建立了静态预期模型
。

静态预期的

数学模型如下
:

Q户=
a 一 bP

.

(需求 )

Q : ~ C + d p
,

(供给 )

P : ~ p。 (预期价格 )

这里
,

Q户和 Q : 分别表示 t 时期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和供给量
,

tP 和 tP
一

l 分别
t 时期和 卜 1

是期产品的市场价格
,

P : 表示 t
一

1 时期生产者对 t 时期产品价格的预期
, a 、

b
、 。 、

d 均为常数
。

上述模型内含三点假设
:
( l) 市场供给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是滞后的

,

第 t 期的供给量 Q言取决

于对 t 期市场价格的预期
; ( 2) 市场需求量 Q 犷对价格变动的反应是瞬时的

,

第 t 时期的需求量

取决于当期市场价格 p
: ; ( 3) 第 t 期的价格预期等于前一期的市场价格 p 卜 , 。

由于上述价格预期

方程并没有考虑市场价格的动态变化
,

只是简单地把前一期的市场价格作为本期的市场价格
,

因而
,

这种价格预期被称为静态预期
。

2
.

外推型预期
。

静态预期虽然简洁明了
,

但却失之于过分简单
。

市场价格不会始终不变
,

商品生产者在遭受多次挫折之后会总结经验教训
,

修正以前对市场价格的预期
。

因而
,

1 94 1 年

经济学家梅茨勒 (L
.

M et lz e r )引入了外推型预期
,

发展了静态预期
。

他认为
,

对未来的预期不仅

应以经济变量的过去水平为基础
,

而且还要考虑经济变量未来的变化趋势
。

他将 t 时期的价格

的外推型预期定义为
:

P厂= P卜 :
+ e ( P

一 , 一 P卜 2
)

上式中
,

tP
一

1

和 p卜 2

分别为 t
一

1 时期和 t
一

2 时期的市场价格
,

p户为外推型预期
, 。
为预期系

数
。

当 。 ~ O时
,

外推型预期变为静态预期
。

从上式可以看出
,

当 。 > o 时
,

以前的价格变动趋势

将继续下去
;
当

。 < o 时
.

以前的价格变动趋势将逆转
。

因而
,

预期系数
e
对外推型预期的变化

起很大作用
。

3
.

适应性预期
。

1 95 6年
,

美国经济学家菲利普
·

卡根 ( C a ge n) 提出了适应性预期理论
。

他

把适应性预期定义为

p厂= p之
:
+ p( p

卜 , 一 p
:

竺1 ) ( o ( 日( z )

上式中
,

p为适应系数
,

P,!
,

表示前一期的价格预期
。

卡根认为
,

经济主体会根据前期预期的

误差 ( tP
一

,
一 !tP

,
)来校正当期预期值

。

因而
,

适应性预期是一种反馈型预期
。

当前期预期价格高

于实际市场价格时
,

现期的预期价格应当降低
,

否则应增加
。

适应系数 p决定了预期校正其过

去误差的速度
。

4
.

理性预期
。

前述三种预期各有特点
,

但有一个共同的缺陷
,

即三种预期没有建立在对经

济行为理论深入考虑的基础之上
。

即使是较先进的适应性预期也只是依据对被预期的变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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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数值来进行预测
,

不能充分利用与预期变量相关的其他变量提供的有用信息
。

1 9 61 年
,

约

翰
·

穆斯在借鉴以往预期模型的基础上
,

提 出了理性预期假说
。

理性预期是指经济当事人为避

免损失和谋取最大利益
,

会设法利用一切可以取得的信息
,

对所关心的经济变量在未来的变动

状况作出尽可能准确的估计
。

穆斯在《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 》一文中
,

先后给出三个假定
:

( l) 由于信息是稀缺的
,

经济系统一般不会浪费信息
; ( 2) 预期的形成方式主要取决于描述

经济的有关体系结构
; ( 3) 公众的预期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不产生重大影响 (除非它以内部信息

为基础 )
.

穆斯认为
,

有理性的人在形成经济变量的预期时
,

会充分利用同决定该变量有关的所

有可获得的信息
。

因此经济学家在构建经济模型时应假定预期的形成应以决定预期的可获得

的信息为基础
。

为此
,

穆斯在原有蛛网模模型的变形中引入一个包含理性预期假设的附加方

程
,

并在供给函数中增加了一个随机项
u : ,

即
:

Q户=
a 一 b p

,

(需求 )

Q : = C + d p厂+ u ,

(供给 )

p ,’ ~ E ( p
:

】I卜 ,
) (预期 )

在这个模型中
,

ut 是一随机变量
,

表示由于不可测因素带来的产量变化
。

E ( R {L
一

,
)表示取

决于 t
一

1 时期可获得信息的价格的数学期望
。

随机变量 ( u ,

)的系列 由一个随机过程构成
,

按其

连续项是否相互独立
,

分为相关和不相关两种情况
。

在相关情况下
,

过去的变量含有预测其未

来值的信息
,

决策者可以获得这一信息
.

并用于预期的形成过程
。

如不相关
,

则 u .

的过去值不

包含预测其未来值的信息
,

每个随机变量都是不可测的
。

穆斯的理性预期假说的经济学含义是
:
( 1) 理性预期是经济主体利润或效用最大化的 自然

结果
,

是最准确的预期
。

( 2) 经济当事人的主观概率分布等于经济系统的客观概率分布
。

理性

预期并不保证每个人都有同样的预期
,

也不要求每个人的预期都正确无误
,

但理性预期的误差

平均为零
。

穆斯的理性预期假说理论在当时曾被用于金融市场动态行为的分析
,

但从未被作为宏观

经济动态分析的前提
,

所以对一般经济思想并未产生广泛影响
。

直至 70 年代
,

经济学家卢卡斯

发表了《预期与货币中性 》一文
,

首先将穆斯的理性期假说同货币主义模型结合起来分析
。

之

后
,

卢卡斯又和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家萨金特 (S
a r g e nt )

、

华莱士 ( w a n a ce )等人发表了一系列

论文
,

对理性预期假说作了进一步阐发
,

同时把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模 型
,

并且用于理性预

期整个理论体系的分析
,

以卢卡斯为首的理性预期学派最终形成
。

理性预期学派主要侧重于对传统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批判与否定
,

没有提出具体
、

系统的经

济政策主张
,

但透过字里行间
,

人们不难窥知理性预期学派经济政策理论的价值取向
。

1
.

理性预期学派以追求经济发展的自然水平政策 目标
,

反对人为地刺激产量和就业水平

的增加
。

理性预期理论包含了
“
无为而治

”

的政策思想
。

在理性预期学派看来
,

市场经济具有内

在的稳定性
,

其运行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
。

自由市场制度能使总产量和总就业水平长期保持在

自然水平之上
。

因而反对政府通过财政扩张和货币扩张来提高产量和增加就业
。

这与旨在通

过扩大财政开支和货币发行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形成鲜明对 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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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崇尚自由经营
,

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
。

理性预期学派属于当前西方保守主义的新型

自由经营论思潮
.

他们认为
,

市场机制
,

自由竞争能够保证资本主义长期协调
,

稳定地发展
,

并

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和配置各种资源
,

克服经济危机
,

建立自然秩序
。

3
.

宏观经济政策无效论
。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
,

经济当事人都遵循最大化原则
,

工人追求效

用最大化
,

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
,

同时
,

理性的经济人都能收集到尽可能充分的信息
,

并据此作

出理性预期
,

这种预期结果非常准确
,

可以与职业经济学家运用数学模型解出来的结果相媲

美
。

这样
,

人们能够迅速认识政策制定者意图
,

并对政府的政策和价格变动事先采取预防措施
,

结果抵销了政策的预期效果
,

导致政府政策无法发挥预期效应
。

四

从上文可以看出
,

在预期从非理性向理性演化的过程中
,

理性预期学派对与预期有关的诸

多间题都提出了新的分析和说明
,

但理性预期却有其内在的局限性
,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

1
.

理性预期的假定缺乏现实性
。

( l) 理性预期理论认为经济行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

人
,

经济行为主体会用其所有
,

尽其所能
.

追求利益最大化
。

这就是包括理性预期学派在内的众

多西方经济誉流派公认的
“

完全理性
”

假定
。

但由于人在生理和智力能力等方面的局限性以及

外界事物的不确定性
、

复杂性
,

使人们在理解
、

解决复杂问题和处理信息方面的能力受到限制
.

因而
,

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时不可能达到完全理性的程度
,

至多只能达到
“

有限理性
”

的水平
。

( 2) 理性预期学派假定经济行为主体在决策时会利用现有信
.

息进行经济计算
,

这固然没错
,

但

是他们并没有考虑经济主体应如何及以何代价获取信息
.

也就是说
,

他们的结论是以经济主体

可以无代价地获得任何信息为基础的
。

但 自从科斯 ( C o as e )的交易费用理论提 出以后
,

这样的

假定 已遭受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批评
。

既然经济主体在取得经济信息时要付出代价
,

因而经济主

体获得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不能不受到限制
,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预期也就不可能达到理想的状

况
。

( 3 )即使经济主体拥有较充分的信息
,

但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
,

要他们完全符合经济运

行实际的预期也是因难的
。

理性预期理论断言经济主体能作出理性的
、

与经济运行相一致的预

期是没有根据的
。

2
.

理性预期理论认为自由市场制度能 自发调求商品供求
,

使市场实现全面的均衡
。

理性

预期学派秉承萨伊定律的衣钵
.

鼓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无所不能
,

包医百病
。

但事实和理

论都证明这一观点是极其荒谬的
。

不说 30 年代席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令自由市

场制度万能之说不攻 自破
,

仅是西方经济理论中有关市场失灵的论述
,

就足以使理性预期学派

汗颜 了
。

3
.

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无效论不符合实际
。

理性预期学派之所以认为政策无效
,

其根本

依据还是他们认为自由竟争的资本主义市场能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产出量和就业量处于一种

自然的均衡水平
。

假如说这一点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还有点道理的话
,

而在资本主义发

展到垄断与竞争并存的阶段后
,

仍坚称市场万能就显得有点愚昧了
。

事实是资本主义市场并完

全竞争的市场
.

经济主体的预期也不是完全理性的
。

因而
,

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还是必要的
,

也是

能够达到预期目的的
。

战后 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和增长
,

并终于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

就与 日

本政府制定的有关经济政策有很大的关 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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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预期理论虽有上述局限
,

但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

1
.

理性预期学派把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分析
,

有助于人们从另一角度认识和分析经济运行

过程
。

预期作为经济运行中的微观变量
.

事实上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

是

影响国民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
。

这说明它是经济研究者和宏观决策者应充分重视的经济

变量
.

但过去研究者和决策者对此并没有给予其应有的关注
。

理性预期学派对预期的研究
、

建

立并引入了理性预期的宏观经济模型
,

正好弥补了西方经济学中的这一缺陷
,

也拓展了决策者

在制定
、

评估及校正政策时考虑问题的视野
,

从而使政策能更好地适应外部政策环境
,

产生预

期的政策效果
。

2
.

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告诉我们要考虑预期对经济活动和经济政策的影响
。

传统的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但不研究预期这一重要的微观决策变量
,

甚至把对预期的研究当作
“
主观心

理因素决定论
”
加以排斥

。

我国十多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
,

比如
:

价格体制改革
,

政府制定调价

政策
;
住房制度改革

,

政府制定提租方案
、

售房价格等
,

都要考虑老百姓的经济承受力和心理承

受力
。

这些问题实际上已触及到预期因素的研究问题
。

再 比如
,

1 9 8 8 年的抢购
、

挤兑风潮
; 1 9 8 8

年下半年市场疲软中的惜购现象
,

都是心理预期发生作用的明证
。

预期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不仅

表明预期与经济现实之间的客观联系
,

同时也表明对预期进行引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由于经

济主体掌握的信息存在差异
,

形成的预期会有所不同
;
就是掌握信息的时间不同

,

预期也不同
。

如果政府能在信息量
、

信息内容
、

信息传播时间和强度等方面从信息源头和信息传播过程进行

必要的调控
,

就能对预期的形成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

从而达到引导预期的目的
。

总之
,

政府

决策应当充分考虑公众的预期及其对经济政策效应的影响
,

并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调整
,

以取

得满意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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