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1930 if. ft ~ II ~ frJ. II a9 ~ fftf,. ~ J;.{ * 9 "* ~ 
~a9~~~~~~~r~~~~~Ja9±~9~~~~ 

~~ .. "*t~~~*M~~*m~=*~~a9"*~~o 
@~.~L~~~~~if.9~~~~~~~~~~m~ 

~~~;~*~9~~~~~~~~~~~~WBo~ 

~~~~~~~~~~m~~~~~~~m~~m~9 

/F ~ 1930 if. ft m~ "* ~ ~ fftf )I ~ 0 1ft:fi ~ ~ B'9 ~ ~ ,gX; ge 

~ JU 1970 if. ft ti. ti ilE ~ T ~ {t , ~ M § E8 i!t !If. ~ ~ ~ W 

'~§~§m~E1t~ .. ~*titJO .. ~gg~~~JiX;*~~lDmm 

tp ;ft ~ ~ ;if {7IJ 6i , tE 1960 if. ~J 1974 if. Fe' 9 1:; ~ B'9 1±1 00 

~~~~~@m*~~B'9~*9~~~~~~~~~o 
. ~ 

iiI ~ tE 1974 if. ~ IZS ~ ~ ~ ~ '* ITO ~ Ml ~ {t 9 ~ 1;: ff'9 7\ .. 

-t; if. 9 4m {Jl J: m~ ~ :l$) ~ ~ s it z + , iIiJ 1980 if. ~ ~ J: 

~S~Z=+~ti'~~~~~~S~Z~OIZS~9i!t 

~~~±~*~~~~~~~~~~~~l±1m9~~~ 

.9M~~~~~~~g~~~~~~~*lD~m§ • 

. 

ill m- ~m~~ r:II {1 ffl Wj ]JI ~ J B'9 ~ ~ ~ 9 ij I ~ T ;ffi r~ 


l 

摘要

自從 1930 年代暴露空前嚴重的經濟蕭條以來 9 大多

數的經濟學家都同意「凱因斯理論」的主張 p 認為通貨

緊縮、大量失業和長期停滯會構成二次戰俊的大憂慮 o

但是實際上戰後的若平年 9 各國幾乎沒有通貨緊縮現象

的發生;如果有 9 也只是幾次輕微的經濟衰退而已。這

幾次經濟衰退的特徵是溫和的失業和商業活動的情淡?

不像 1930 年代那模大的經濟蕭餒。此種戰後的經濟成就

直到 1970 年代左右產生了變化，整個自由世界的經濟都

陷於通貨膨脹、失業增加、生產衰退與成長緩慢的困境 J

中 o 致國也不例外，在 1960 年到 1974 年間?台灣的出口

導向經濟不但帶予提高速的成長 p 也能維持物價的平釋。

可是在 1974 年後因為通貨膨脹而開始惡化 p 過去的六、

七年 9 物價上漲率平均高達百分之十，而 1980 年甚至上

漲百分之二十左右，經濟成長率約百分之七。因此 9 世

界各民主國家對於這種停滯性通貨膨脹的出現 p 亟謀對

策 9 期能達到制止通貨膨脹並促進經濟成長的雙重目標

。尤其 9 1974 年第一次石油危位以後?在美國經濟學界

出現一種所謂「理性預期理論」的新學說?引起了相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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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烈的討論 o 根接這種理論，政府為了國民經濟能在穩

定中不斷成長，所提出的一些積極性的政策皆不能奏妓

o 因為理性預期的主要意義是只有非預料的貨幣或財政

變數變動才能影響實質產出和就業?而預料的貨幣或財

政變數變動只能影響價格水準 o

吾人為了進一步分辨凱因斯學派、貨幣學波及理性

預期學波三者問木間的論點?依吾泰布郎大學( Brown 

Univer si ty )教授 William Poole 在台演講的講稿 9 分別說

明三者間的關係。其中理性預期學派認為不管是在長期

或短期?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問皆沒有替換關係( trade

off )存在;精巧的調準方法 9 原則上是不可能的;政

府的政策可以分為預料得到的與不能預料得到的兩種 9

而前者對於實質經濟活動〈生產或就業〉不會發生影響

p 指出政府決策與 一 般人經濟行為間的關係 9 如果政府

實施的政策為一般人所預料到的?則這種政策就不會發

生效果。

木文研究的目的乃在理性預期理論的主張及其可行

性。全文共分成五章討 論 。除了與一章為將論 p 說明卸l

因斯學派、貨幣學派及理性預期學派三者問/l之間的論點

以外 p 第二章是關釋理性預期假設的含 意 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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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形式與菲立精曲線的關係，並且將理性預期假設引

入於總體模型中 p 探討對於經濟體系的穩定政策將會發

生何種衡擊，吾人以 Lucas ， Sargent &Wallace , McCallum 

等人的模型作研究 p 得到 L ucas • S ar gent 命題:即在一個

IS-LM 模型中，依撮 Lucas 的總合供給函數及價格預

期是理性地形成，假設價格具有完全伸縮性，則任何貨

幣的穗定政策〈系統化政策或稱預料到的政策〉皆是無

敦的命題。第三章是討論計量經濟政策的評估，在政府

政策的法則改變時，個人的決策函數將會如何變動。其

次，說明最適化政策的爭論，利用最適控制方法是否能

求出最適化的政策之問題。 K ydland & P re sco t t 認為最適，

控制理論不能使用到經濟計劃上，因為它不能得到一致

的最適化政策。但是 Chow 認為在沒有未來內生與數的

預期之線性模型中，可以很容易地求出最適化的政策;

如果有未來內生變數的預期出現在線性模型中 p 或是在

非線性的模型中?這些狀況皆會影響到最適化政策的決

定，而有待我們日後作更深入地研究。第四章是台灣的

實證研究會利-用前面三章所得到的 L ucas. S arge nt 命題?

設定一個﹒囚條方程式的幸模型 9 驗證其可行性。假定貨

幣放量比率成長的預期是理性地形成?強調貨幣政策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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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為預料到的及不能預料到的兩種，驗證不能預料到

的貨幣肢策是否能影響實質產出與失業，而預料到的貨

幣政策是否只能影響價格水車。最後，第五章是結論與

建議，根接本文研究的結論，提出一些建議以供將來進

一步研究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