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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家庭部门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居民影响最大的莫过主要在于两个方

面：消费和投资。疫情爆发以来，人们对于疫情的恐慌心理和

因为停工停产导致收入下降而影响到了消费行为。王静

（2020）结合DSGE模型得到在短期内疫情对于我国的消费和私

人投资存在明显的负向作用，但是中长期，消费会回归到正常

水平，人们对于投资的信心不会变，投资会随着经济的恢复不

断恢复。短期内，人们大多居家，减少了外出，对于餐饮、旅

游等多方面的消费需求下降，等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

二、疫情对于我国家庭部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的影响

新冠肺炎对于宏观经济带来的冲击不确定性高且持续时间

长，对于经济总体来说，是突发的、恶性的冲击，但是长期来

说，也会带动一些部门的发展。为了进一步衡量新冠肺炎疫情

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冲击，引入在封闭条件下经济模型分析框

架分析疫情对于各个部门的影响。在微观经济的理论基础上分

析宏观经济现象，综合考虑疫情对于家庭部门、企业部门和政

一、引言

2020年初首先在我国湖北武汉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

国乃至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带了很大的冲击。虽然国家、政府和

人民积极的响应，国内的疫情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以内得到了

很有效的控制，但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疫情还是十分严重，境

外的输入病例和本土的新增病例仍然存在，“内防反弹，外防

输入”的压力依旧很大，这也是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来说最大的

不确定因素之一。因此，现阶段，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国家

宏观经济的影响，从而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消除疫情带给国

家经济的负面，对于稳固国家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和巩固疫情

防控的成果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府部门的影响。下面是对于现有文献和数据的总结和分析。

这类消

至于投资，在短期内由于投资环境不断恶化，加之人们对

于未来收入的悲观预期，导致人们的投资欲望下降，更多人愿

意将资金存入预防性的储蓄，投资在短期内也是显著下降的。

人们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还是在的，随着疫情的好转，私

人投资会逐渐恢复，并且回到疫情前的水平。但是，由于本土

疫情时常有发生，投资环境恢复的速度较慢，所以投资恢复速

率也偏慢

费会被释放一部分。而且，并非所有需求都是下降的，传统行

业受到的影响较大，但是线上行业、电商行业等行业的需求呈

现出爆炸式的增长，这更加有利于促进我国产业的转型和升

级。长期来看，传统产业和新型产业的结合，消费甚至会超过

疫情前的水平。

。

（二）对企业部门的影响

新冠疫情肺炎对于企业的影响是来自多方面的，在短期内

对于企业的负面冲击主要集中在对企业的经营、收入和生产成

本的影响。李涵等（2020）在疫情对于企业的影响调查报告中

得到如下结论：87.9%的企业的经营受到了疫情的影响，超过

七成的企业表示收入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占比最多的企业降

幅达到了30%~50%，超三成的企业认为生产成本有所上升，

他们认为现金流维持不了企业三个月的运营。由于疫情的隔离

措施，部分企业停工停产，部分企业劳动力供给不足，造成了

生产延期；市场的消费需求下降，企业家们对于市场的预期在

短期内也感到悲观；又因为部分交通线路限制，国内和境外的

原料进入和产品输出效率降低，成本上升，导致部分企业的资

金压力大，不得不缩小生产规模，减低市场的供给水平。企业

的经营受阻，资金不足，导致企业投资总额下降，对于境外的

投资力度放缓。

（三）对政府部门的影响

新冠疫情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及对策
邓家欣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北京 100084）

【摘要】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重大的突发卫生公共事件，虽然在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

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疫情也对我国的经济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本文通过对现有的一些文献进行梳理，总结新冠

肺炎疫情对于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然后着重根据IS_LM模型分析疫情条件下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走向，并提

出一些保持国家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策略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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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动机，不经营商品，以税

收、国有资产、国债等为主要收入来源，为公众提供保障和服

务的部门。据财政部的新闻发布会的数据显示，疫情爆发的第

一个季度，全国公共预算收支同比下降14.3%，全国税收收入

同比下降16.4%，地方财政收入也有一定的降幅。短期来看，

政府的财政收支压力偏大，原因在于：政府要在疫情中给予资

金支持，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确诊病例的医疗开销，还有防护

服、口罩等医疗资源的投入等，导致政府的财政支出增加；另

一方面，疫情爆发导致部分企业经营困难，政府部门为了增强

企业的活力以便更好的渡过疫情时期而制定了减税政策而导致

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的下降。

二、疫情对于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影响

由英国经济学家John Richard Hicks和美国凯恩斯学派创

始人Alvin提出的一个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上概括的经

济模式（即IS_LM模型），是一个可以很好的描述产品市场和

货币市场相互联系的理论结构。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是时刻相

互影响的，这种影响体现在：在产品市场上，国民收入取决于

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的总水平。投资水平会受到利

率的影响，利率高，就会减少投资，反之增加投资。而利率高

低由货币市场的情况决定，这就意味着货币市场会影响产品市

场。另一方面，国民收入会影响到货币的需求，从而影响利

率，这体现的是产品市场对于货币市场的影响。ISLM模型便是

把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结合起来，分析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

政策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模型。下文将推导在封闭条件下的

IS_LM模型。

IS曲线

封闭条件下经济包括三个部分：家庭、企业和政府，市场

总需求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政府购买需求三部分组成，若

ADD为市场总需求，C为消费，I为投资，G为政府购买，则可

得到（1）式

ADD=C+I+G （1）

如果考虑到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C可以表示为函数（2）

C=m+nY0=m+n(Y-T0-tY+TR) （2）

其中，m为自发性消费，n为边际消费倾向，Y0为可支配

收入，Y为国民收入，T0为自发税收，t为税率，TR为政府的

转移支付。

若把利率和投资看成一个线性的方程，用e表示自发投

资，d表示利率弹性，r表示利率，则可以得到（3）式

I=e-dr （3）

在社会总需求和国民收入相等的条件下，产品市场达到均

衡状态，即

ADD=Y （4）

联立以上四个式子可以得到IS曲线（5）：

r = m + n (TR - T0 ) + e + G0
d

-
1 - n (1 - t )

d
Y （5）

式表明，产品市场均衡时，Y和r呈负相关关系。

LM曲线

货币市场中，货币的需求分为交易性、预防性和投机性需

求，交易性和需求性跟收入呈正比关系，投机性跟利率呈反比

关系，考虑到价格水平的作用，货币需求函数可写成式（6）

M/P=kY-hR(h>0,k>0) （6）

其中，M表示货币需求，P表示价格水平，M/P表示实际

货币需求，k表示收入边际变化量，h表示货币需求的利率边

际变化量。

假定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为一个定值，实际货币量表

示为M0/P，在货币市场中，当货币需求等于货币供给时，达到

平衡条件，即式（7）

M
P
=
MO

P
(7)

由(6)(7)两式可以得到LM曲线（8）：

r = k
n
Y -

MO

Ph
（8）

上式表明，货币市场均衡时，Y和r呈正相关关系。

(1)(2)(3)(4)(5)(6)(7)(8)[13]

（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恢复的协调性分析

将该两条曲线绘于同一图中，它们的交点便代表产品市场

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用图1表示如下。在外界冲击的作

用和政府的决策下，IS曲线和LM曲线会向左移或者向右移移

动，交点（均衡点）就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国民收入的增加

或减少和利率的上升和下降如下图所示，若初始的点在点E，

对应国民收入为Y0，利率为R0，若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

策，而货币政策不变，那IS曲线向右移至〖IS〗 ^‘，平衡点就

到达点E^'，虽然国民收入增加了，但是利率也大幅度上升，

那就会发生“挤出效应”；同理，若货币需求量增加，那么在

IS曲线不变的情况下，LM曲线会左移，那么利率会增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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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得国民收入降低。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对国家宏

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这两者相互结合，共同对宏观经济发

挥协调作用[14]，政府的宏观调控要力求做到在国民收入增加的

同时，利率能够保持在稳定的状态。

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对于我国乃至世界的经济都造成了

很大的冲击，经济的各方面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从疫情

爆发开始，由于隔离措施的制定，居民大量减少外出，许多企

业停工停产等，我们可以很直观的观察到，线下的餐饮、服

务、旅游业和教育行业等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消费水平下降明

显。其次，由于许多企业的停工停产，导致企业和居民的收入

都有所下降，也是因为许多企业的停工停产，大部分人对于未

来经济的不确定性产生了担忧，导致许多行业的投资节奏被打

乱，投资的总量也有所下降。再者，疫情大范围传播后，许多

地方采取封控管理，原料输入和产品输出受阻，劳动力不足等

也导致产品市场的产量下降。所以，疫情爆发的短时间内，国

内生产总值受到的冲击比较大，经济衰退的现象比较严重。另

一方面，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要将利率控制在一个

稳定的水平，那么就要促使LM曲线也右移，即实施稳健的货

币政策。二者结合，IS曲线和LM曲线均向右移动，国民收入

增加的同时利率也趋向于稳定。

我国中央政府一方面持续增加财政开支，降低税收，发行

国债等，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以为经

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根据利率适量的发行货

币，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使得经济恢

复速度在潜在范围。而在后疫情时期，在这个宏观调控政策

下，更需要一些具体的应对策略来更好地促进经济的恢复和稳

定经济社会的发展。

三、应对策略

（一）提高货币的使用效率。政府不能够通过发行大量货

币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的大量发行会导致币值的降

低，那么人民手里现有的钱会变得更不值钱。那么提高货币的

使用效率不失为一个最佳的选择：假设有一张百元纸币，它在

市场上流通的次数越多，流通的速度越快，运转效率越高，市

场就会越有钱。适当降低银行的存款利息，让更多的储蓄资金

流向市场，从而盘活市场存量，提高货币的使用效率。

（二）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恢复人民的消费信心。在消

费者的消费信心和国家进出口商品都受挫的背景下，扩大国内

需求量，刺激内部消费有助于刺激宏观经济的增长。减轻企业

和居民的税收负担，通过发放一些大额的消费券、优惠券等来

激发市场的消费潜力；统筹城乡发展，优化农村的消费环境，

以城镇的消费带动农村消费，释放农村的消费潜力等。要继续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

（三）抓住机遇，适量增大对企业的资助，促进产业的转

型和升级。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大部分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受到了

重创，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政府要适当增加财政支

出，帮助企业渡过疫情难关，并大力发展疫情条件下发展的信

息产业、医疗行业等，推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融合发展，

以提高管理和生产效率，促进企业的智能化发展。

（四）完善制度体系，加强制度建设。在疫情防控的过程

中，虽然政府及时采取措施，疫情得到了很好的防控效果，但

是也暴露了我国在发生重大灾害事件时存在的一些短板，像疫

情管控不到位，地方疫情多发等。要建立完备的应急管理体

系、公共卫生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医疗行业的财政支

出。另外政府也要完善信息的发布制度，尽可能的稳定社会舆

论，严厉打击谣言传播，稳定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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