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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十章  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

知识目标：

（一）理解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含义及类型；

（二）掌握失业与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和二者之间的

关系

技能目标：

（一）能对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进

行简单的分析



       

大萧条期间（1929—1933年）的美国经历了严重的通货

紧缩，价格下跌，生产萎缩，经济萧条。1929年的冬天特别寒

冷，一个煤矿工人的儿子问他的爸爸：“天气这么冷，为什么

我们家不生炉子取暖呢？”爸爸说：“因为我们没有钱买煤，

孩子，爸爸我失业了。”孩子又问：“爸爸，你为什么会失业

呢？”“因为煤太多了！”爸爸无奈地回答。

引导案例  ：煤矿工人的无奈



在大萧条期间，美国银根紧缩，社会总需求下降，导致商品

供给过剩，企业觉得扩大生产无利可图，于是减少投资，相应对劳

动力的需求也会减少，造成就业减少、失业增加、生产萎缩。正是

因为“煤太多了”，所以故事中的煤矿工人失业了。

而失业对个人最直接的危害就在于它使得失业者丧失了与工

作密切相关的收入，对长期失业的工人而言，这样的损失就意味着

经济危机的到来。因此，失业的煤矿工人只能对他的儿子解释：“

我们没有钱买煤。”



导入案例思考：

什么是失业？

失业有哪些类型？

哪些原因会导致失业？（社会和个人角度）

失业对家庭和国家的影响有哪些？



第一节第一节    失业失业 

一、失业的内涵

二、失业的成因及主要分类

三、失业的影响

四、失业的治理



1.  失业的含义 2. 失业的衡量

一、 失业的内涵



      1、失业的定义

    

      定义：在法定年龄范围内，具有劳动能力、愿意接受现行工资
水平但仍然找不到工作的状态。

      我国劳动年龄范围的下限为16岁。上限为男60岁，女55岁。



      2、失业的衡量——失业率

      

      衡量一个经济中失业状况的最基本指标是失业率。失业率是
失业人数占劳动人数的百分比，用公式表示为：



二、失业的成因及主要类型

自愿失业：指不愿接受现行工资率而放弃工作机会情况下发生的

失业。

非自愿失业：指劳动者愿意接受现行工资仍然找不到工作而出现

的失业。

宏观经济学以非自愿失业为研究对象



        

           摩擦性失业
           含义：指在生产过程中由于难以避免的摩擦造成的短期、局部
性失业，如劳动力流动性不足、公种转换的困难所引致的失业。

           形成的原因：在市场经济中，人们经常希望找到更高的收入，
更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或更为轻松的工作，在找到新的工作机会之
前，他们需要一定的搜寻信息的时间，劳动市场信息渠道不畅通或
组织不完善，可能加剧摩擦性失业。

失业按其形成的原因分为：



     含义：由于劳动力市场结构的特点，劳动力流动不能适应劳动

力需求变动所引起的失业。

            形成的原因：经济结构的变动要求劳动力流动能迅速适应这些变
动。但由于劳动力有其一时难以改变的技术结构、地区结构和性别结
构，很难适应经济结构的这种变动，从而就会出现失业。

            特点：“失业”与“空位”并存，即一方面存在着工作无人作的
“空位”，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有人无工作的“失业”            

结构性失业



 周期性失业是指经济周期性波动中的衰退和萧条阶段，总需求水平

绝对量下降，需求不足，由此而造成的失业。当经济发展处于一个周期中

的衰退期时，社会总需求不足，因而厂商的生产规模也缩小，从而导致较

为普遍的失业现象。周期性失业对于不同行业的影响是不同的。一般来说，

需求的收入弹性越大的行业，周期性失业的影响越严重。也就是说，人们

收入下降，产品需求大幅度下降的行业，周期性失业情况比较严重。通常

用紧缩性缺口来说明这种失业产生的原因。

  周期性失业



三、失业的影响   

    失业的经济损失
  （1）个人方面
    非自愿失业，会给失业者本人及其家庭造成损失。 

  （2）企业方面
    企业来说，失业的最大经济损失是人力资本的损失。 

  （3）社会方面
    财政方面：失业增加了社会保障金和福利的支出，造成财政困
难。    

    国民收入方面：失业造成实际国民收入减少，这是失业最大的
经济损失。



四、失业的治理

      1、对摩擦性失业的治理

      产生原因：劳动力市场不断变动；信息不对称。

      治理：通过缩短选择工作的时间来减少摩擦性失业。如：增
设职业介绍所和劳动力就业市场，建立人才库网站等以便有更多
的途径传播有关就业的信息。



      2、对结构性失业的治理

      产生原因：劳动力的素质跟不上经济结构的变化。

      治理：（1）对受结构性失业威胁的人进行教育培训以适应经济
结构的变化；

     （2）帮助劳动力迁移，使劳动力能够很容易在不同的工作与地区
之间流动，以此降低结构性失业。

       3、对周期性失业的治理

      产生原因：有效需求不足

      治理：国家积极干预经济，设法刺激有效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



1、某大学生刚刚毕业进入劳动力队伍尚未找到工作，这属于（       

）
   A. 摩擦性失业                     B. 结构性失业
   C. 周期性失业                     D. 永久性失业

2、下列关于自然失业率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自然失业率是历史上最低限度水平的失业率
   B. 自然失业率与经济效率之间关系密切
   C. 自然失业率恒定不变
   D. 自然失业率包括摩擦性失业

答案 1、A

2、D



3、某人因为纺织业不景气而失业，属于（ B  ）

A、摩擦性失业    B、结构性失业   

C、周期性失业  D、自愿性失业

4、由于经济萧条而形成的失业属于（   C ）

A、摩擦性失业    B、结构性失业   

C、周期性失业   D、永久性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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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第二节    通货膨胀通货膨胀 

一、通货膨胀及其衡量标准

二、通货膨胀的类型

三、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

四、通货膨胀的政策选择



导入案例一 10万元面额的大钞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财政金融极端混乱，赤字惊
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民政府一面增加苛捐杂税，一面滥发纸
币，靠通货膨胀弥补财政赤字，结果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那
个时候，上海有五家专门印刷钞票的印刷厂，一分钟就可以印刷1 

600万元的纸币。五家印钞厂日夜赶制仍不能满足需求，甚至还要
到英国和美国去印，后来只好发行10万元面额的大钞。当时舆论说，
在百业萧条的中国，唯一仍在全力开动的工业是钞票印刷业。那时
候，货币贬值速度惊人。同样的100元钞票，1937年可买到一头牛，
到了1947年却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



导入案例二  德国严重通货膨胀

      20世纪20年代初，“一战”硝烟散去未久，古老的德国
笼罩在一片几乎毫无希望的风雨凄迷之中。人们尚未来得及摆
脱战败的沮丧和羞辱，严峻的生计问题就紧逼了上来。
      战争结束后，同盟国要求德国支付巨额赔款，德国人拿不
出钱来，法国人就伙着比利时人，毫不客气的进占了德国经济
命脉鲁尔工业区，史称为“鲁尔危机”。



      为了偿还这笔巨额债务，手忙脚乱的政府采取了千古不变的
饮鸩止渴的老办法：增发纸币。终于，在这片饱受战争摧残和古
典音乐滋润的土地上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超级通货膨胀。
宏观描述
      随着印刷机的全速开动，1921年1月31日，世界金融史上
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如同张开翅膀的死神，扑向了奄奄一
息的德国经济。从21年1月到24年12月德国的货币和物价都已
惊人的比率上升。当时美元与马克的比率从21年的1：64，到
23年已崩溃到1:4.2万亿。到23年底，200000000（两亿）马
克只能够买一个面包。



      微观现象我们再来看一看当时德国人的生活。在那段时期，
所有的企业主，薪水必须按天发放。不然，到了月末，本来可
以买面包的钱只能买到面包渣了。发工资前，大家通常都要活
动一下腿脚，准备好起跑姿势，钱一到手，立刻拿出百米冲刺
的速度，冲向市场与杂货店。那些腿脚稍微慢了几步的，往往
就难以买到足够的生活必需品，而且会付出更高的价格。
     



1、通货膨胀是什么？

2、怎么衡量通货膨胀？

3、通货膨胀可以分为哪些类型？

4、哪些原因会造成通货膨胀？

5、通货膨胀对经济有哪些影响？

6、国家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有哪些？

通过案例导出问题



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不存在货币或者不出现货币

供给过多，就不会出现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指的是一般价格水平的上升，即商品平均价格水平

的上升。

        通货膨胀是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不是指物价水平一时
的上升。

      发生通货膨胀时，货币不断贬值。不是指一种或几种商品的
物价上升，而是指全面、持续的上涨。

一、 通货膨胀及其衡量标准

（一） 通货膨胀的含义



（二）（二）  通货膨胀的衡量通货膨胀的衡量

  消费物价指数

生产者价格指数

GDP平减指数



         是由各国政府根据各自国家若干种主要食品、衣服等日用消
费品的零售价格以及水、电、住房、交通、医疗等服务费用而编制
计算出来的。

        我国通常是用消费者价格指数来测度通货膨胀率，官方文件中
对通货膨胀率的分析，通常以此指数为准。

      CPI指数指通过计算消费者购买的物品和劳务的价格水平变动而
得的指数。

1.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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