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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真题 

一、简答题（共 30 分） 

1. 说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中经济租的含义。（5 分） 

答：经济租可定义为厂商对某生产要素的支付超过该生产要素目前所得报酬的部分。 

在竞争性产品市场上，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尽管利润为零，但经济租金经常是正的。长期内，一个厂

商的生产者剩余由它稀缺的投入要素带来的经济租构成。 

对于要素市场，经济租是为生产要素所支付的金额与为得到该要素所必须支付的最小金额之间的差

额。 

分析：该题考查经济租这个基础概念，属识记层次，只要记住相关知识点即可回答问题。该知识点在指定

教材《微观经济学》第 8 章和第 14 章有明确的表述。 

 

2. 试说明效率工资的含义及其对失业的影响。（5 分） 

答：效率工资是指企业支付高于保留工资的工资，这样会在经济上给予工人更大的吸引力，从而使得工人

留在企业。 

劳动力市场环境会影响工资。更低的失业率使得就业工人请辞变得更具吸引力：低失业率使得找到另

一份工作更加容易。企业想要避免请辞人数的增加，就不得不通过增加工人工资来抵消低失业的影响。简

而言之，低失业将会导致高工资，相反，高失业将导致低工资。 

分析：该题考查效率工资这一知识点，属识记层次，只要记住相关知识点即可回答问题。该知识点在指定

教材《宏观经济学》第 6 章第 3 节有明确的表述。 

 

3. 什么是攀比效应和虚荣效应？它们对市场需求弹性各有什么影响？（10 分） 

答：当一个人的需求直接受到其他消费者的购买决策的影响时，连带外部效应就会发生。 

攀比效应是正的连带外部效应的一个例子，指当一个典型的消费者认为别人已经购买的某种商品是紧

随潮流因而对其需求量上升时，这种效应就会发生；也就是说，消费者愿意购买一种商品部分是因为其他

人也购买了，消费者购买商品是为了追逐“时髦”。 

反过来，负的网络外部性的一个例子就是虚荣效应，当拥有某种商品的人越少，消费者对需求量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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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的时候，这种效应就会发生，虚荣效应表现为消费者拥有别人所没有的商品的欲望。 

由于攀比效应，消费者愿意购买一种商品部分是因为其他人也购买了，即使其他消费者的购买量不变，

价格下降也会引起每个消费者购买量的增加；同时由于其他消费者购买了更多的量，每个消费者的需求曲

线也因此右移。所以，与保持其他消费者的消费不变时的需求曲线相比，具有攀比效应的需求曲线更富有

弹性。 

虚荣效应导致市场需求变得缺乏弹性。因为如果人们认为拥有该商品的人越多，其身价就会大跌，其

需求量就会下降。虚荣效应抑制了需求量的增加。 

分析：该题考查网络外部性（也称连带外部效应），属识记层次，只要记住相关知识点即可回答问题。该

知识点在指定教材《微观经济学》第 4 章第 5 节有明确的表述。该知识点属于 2008 年更换教材后的新增

知识点，2008 年、2009 年的考试中也曾涉及过该知识点。 

 

4. 什么是货币中性、货币中性的政策意义是什么？（10 分） 

答：假设在名义货币变化前，产出处于自然水平。当名义货币的增加时，在短期内，货币扩张导致产出增

加，利率下降，价格水平上升。 

随着时间的推移，价格上升，货币扩张对产出和利率的影响消失。在中期内，名义货币的增加完全反

映在价格水平的成比例增加上；它对产出、利率或失业没有影响。经济学家把货币对产出、利率和失业在

中期没有影响这一现象称为货币在中期是中性的。 

名义货币增长的变化在中期内反映在通货膨胀率 1 比 1 的变化之上。换言之，在中期内调整的货币增

长是决定通货膨胀的仅有的因素，通货膨胀总是一种货币现象。在中期内名义货币增长是决定通货膨胀仅

有的因素。通货膨胀总是一种货币现象。 

货币中性的政策意义是货币政策应是单一规则，即排除利息率、信贷、准备金等因素，而将货币供应

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并制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数量法则，使货币增长率同预期的经济增长率保持一致。 

分析：该题考查货币中性这一重要概念，属识记层次，只要记住相关知识点即可回答问题。该知识点在指

定教材《微观经济学》第 7 章和第 9 章有明确的表述。 

 

二、画图说明（每题 15 分，共 30 分） 

1. 实行二级价格歧视对企业和消费者的影响。 

答：二级价格歧视是指对同一商品或服务的不同购买量或“区段”索取不同的价格。 

二级价格歧视下，针对不同数量的商品或商品的不同部分向消费者收取不同的价格。如果企业存在规



                 《820 经济学》                         真题答案解析 

—————————————————————————————————————————————————————————— 

针对性教学：一切以提高学生学习成绩为宗旨 

39 

模经济从而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下降，实施二级价格歧视会通过扩大产量和实现较大的规模经济。即使公

司取得更大的利润，消费者的福利也能够增加。理由是价格普遍下降了，同时生产原来一单位成本的节省

使得企业能赚到合理的利润。 

如下图所示，具有下降的平均和边际成本的企业实施了二级价格歧视。若索取一个单一价格，则它将

是 P0，而产量则为 Q0。但现在根据购买量定了三个价格，销量的第一段定价 P1，第二段定价 P2，第三段

定价 P3。企业的利润增加，此时二级价格歧视通过扩大产量和降低成本也使消费者得益。 

 

 

 

 

 

 

 

 

 

 

 

 

 

 

 

 

 

 

 

 

分析：该题考查二级价格歧视的福利效应分析，属于理解层次。回答该题目应该首先明确二级价格歧视的

含义，其次在通过画图分析相应的福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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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导当利率非常接近于零时的 LM 曲线。 

答：金融市场均衡时，实际货币供给等于实际货币需求，由此得到 LM 曲线 M/P=YL(i)。利率对实际货币

需求的影响为负：利率降低会增加货币需求。 

当利率非常接近零时，货币需求会接近无穷大。由于此时货币需求接近极限，收入增加引起货币需求

增加的幅度会很小，引起的利率上升幅度也会很小，LM 曲线将变得非常平坦。如下图所示。 

 

 

 

 

 

 

 

 

 

 

 

 

 

 

分析：该题考查“流动性陷阱”的相关问题，该题目出自指定教材《宏观经济学》第 5 章课后题。 

 

三、计算（共 50 分，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1. 如果 11 10)( QQC  ， 22 5)( QQC  ，给定下面的需求曲线： 

21211 15201000),( PPPPQ   

21211 155800),( PPPPQ   

求差异化的伯特兰均衡。（10 分） 

解：厂商 1 的利润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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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800(5)155800( 212122222 PPPPPCQ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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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利润最大化时， 

对于厂商 1，有 015401200 2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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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厂商 2，有 0305875 21

2

2 



PP

P


 

可得 

厂商 1 的反应函数为 21
8

3
30 PP   

厂商 2 的反应函数为 12
6

1

6

175
PP   

厂商 1、2 的反应函数联立，可得均衡时 74.431 P ， 61.362 P  

分析：该题考查寡头垄断价格竞争模型。寡头垄断模型的总体思路是要找到寡头厂商的利润函数，再根据

利润最大化条件进行求解。 

 

2. 作为某企业的老板，你估计你的年度利润如下表所示。利润（π）取决于市场需求和你新任的首席执行

官（CEO）的努力水平。每种情况下你的利润（未扣除 CEO 薪酬）如下表所示。 

市场需求 低需求 中等需求 高需求 

概率 0.3 0.4 0.3 

不努力 500 万元 1,000 万元 1500 万元 

努力 1,000 万元 1,500 万元 1700 万元 

你必须为 CEO 设计一个激励他使企业预期利润最大化的薪酬方案。 

如果企业是风险中性的，CEO 是风险规避的，CEO 的效用函数为： 

当不努力时，效用=W
0.5

 

当努力时，效用=W
0.5-100 

式中，W 是 CEO 的收入。你知道 CEO 的效用函数，并且你和 CEO 都知道上表所示的信息。但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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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 CEO 的努力程度或者准确的市场需求。当然，你知道企业的利润。 

现在有三种薪酬制度供你选择： 

第一，支付 CEO 固定工资，575,000 元/年； 

第二，支付 CEO 企业年利润的 6%； 

第三，支付 CEO 固定工资 500,000 元/年，加上当企业利润超过 1,5000 万元后超出部分的 50%。 

你宁愿选择哪一种？为什么？（20 分） 

解：首先考虑在每种薪酬制度下，CEO 会选择的努力程度 

第一种：不努力时 E(U) =575000
0.5

 = 758.29；努力时 E(U) = 575000
0.5

 – 100 = 658.29 

因此，在第一种薪酬计划下，CEO 会选择不努力。 

第二种：不努力时 E(U)=0.3(0.06×5000000)
0.5 

+0.4(0.06×10000000)
0.5 

+0.3(0.06×15000000)
0.5

= 758.76 

努力时 E(U)=0.3(0.06×10,000,000)
0.5

 +0.4(0.06×15,000,000)
0.5 

+0.3(0.06×17,000,000)
0.5

 – 100 = 814.84 

因此，在第二种薪酬计划下，CEO 会选择努力。 

第三种：不努力时 E(U) =0.3×500,000
0.5 

+ 0.4×500,000
0.5

 + 0.3×500,000
0.5

=707.11 

努力时 E(U) =0.3×500,000
0.5

 +0.4×500,000
0.5

 +0.3×1,500,000
0.5

 – 100 =762.40 

因此，在第三种薪酬计划下，CEO 会选择努力。 

不考虑对 CEO 的薪酬支付，企业的预期利润为 

CEO 不努力时 0.30×500 + 0.40×1000+ 0.30×1500 = 1000（万元） 

CEO 努力时 0.30×1000 +0.40×1500 +0.30×1700=1410（万元） 

然后考虑在每种薪酬制度下，CEO 期望效用最大时，支付给 CEO 薪酬后，企业的预期利润 

第一种：不努力：E(π) = 1000 –57.5 = 942.5（万元） 

第二种：努力：E(π) = 1410–(0.3×60 + 0.4×90+0.3×102) = 1325.4（万元） 

第三种：努力：E(π) = 1410 – (0.3×50 + 0.4×50 +0.3×150) = 1330（万元） 

故应选择第三种薪酬制度，此时 CEO 会努力，且企业预期利润能够最大。 

分析：考查委托—代理理论中的激励问题。该题出自指定教材《微观经济学》第 17 章课后题。 

3. 已知： YS 5.0300  

iYI 10003.0300   

100G  

100T  

实际货币需求 iY
P

M d

40001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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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货币供给 500
P

M s

 

（1）边际消费倾向等于多少？（1 分） 

（2）求 IS、LM 方程。（4 分） 

（3）求均衡的产出、利率和投资。（3 分） 

（4）若 G 增加到 200，新的均衡产出、利率、投资又是多少？（5 分） 

（5）政府支出增加对投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什么？（5 分） 

（6）政府支出增加的乘数等于多少？ （2 分） 

解：（1）由 YS 5.0300 得 

YYYSTYC 5.0200)5.0300(100   

因此，边际消费倾向等于 0.5。 

（2）由 GICY  得 

10010003.03005.0200  iYYY  

可得，IS 曲线 iY 50003000  

当实际货币需求等于实际货币供给，即
P

M

P

M sd

 时， 

可得，LM 曲线 iY 200002000  

（3）IS 方程、LM 方程联立，可得均衡时 

产出 Y=2800，利率 i=0.04，投资 I=1100 

（4）当 G=200 时，由 GICY  得 

20010003.03005.0200  iYYY  

可得，IS 曲线 iY 50003500  

LM 曲线不变，仍为 iY 200002000  

IS 方程、LM 方程联立，可得均衡时 

产出 Y=3200，利率 i=0.06，投资 I=1200 

（5）此时，政府支出增加，投资也增加。 

政府支出增加一方面使得产出增加，更高的产出意味着更高的销售和更高的投资；另一方面，政府支

出增加使得利率升高，更高的利率意味着更低的投资。但此时产出带动投资增加的程度要大于利率抑制投

资降低的程度，因此，政府支出增加使得投资增加。 

或者，当物品市场均衡时，投资等于私人储蓄和公共储蓄之和，即 I=S+(T-G)成立。 

当 G=100 时，S=1100，T-G=0，I=1100； 

当 G=200 时，S=1300，T-G=-100，I=1200； 

此时，ΔG=100，ΔS=200，Δ(T-G)=-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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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出增加使得私人储蓄增加的程度要比公共储蓄减少的程度多，投资会增加。 

（6）政府支出增加的乘数等于ΔY/ΔG=400/100=4。 

分析：考查 IS-LM 模型的计算。解题思路比较固定，2008、2010 年曾考查过。 

 

四、分析论述（每题 20 分，共 40 分） 

1. 试述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后果及解决对策。 

答案要点： 

逆向选择是指由于信息不对称，各种不同质量的产品以单一价格出售所导致的市场失灵的形式，结果，

有太多低质量的产品和太少高质量的产品被出售。道德风险是指代理人签订合约后采用隐藏行为，由于代

理人和委托人信息不对称，给委托人带来损失。 

保险市场常常遇到不对称信息，因为被保险方对涉及的风险比保险公司有更多的信息。这会导致逆向

选择。即风险较大的选择保险，而风险较小的不保险。保险市场上的逆向选择使得保险公司需赔付的金额

越来越高，保费也越来越高，而留在市场上的投保人质量越来越低。解决保险市场上的逆向选择问题的一

个方法是混合风险，由此保险公司可以分散风险，降低了高风险个人购买保险的可能性。 

保险市场的另一个问题是道德风险，保险市场上的道德风险是指投保人在投保后，降低对所投保标的

的预防措施，从而使损失发生的概率上升，给保险公司带来损失的同时降低了保险市场的效率。道德风险

发生在被保险主体的行为不被监督的情况下，其行为可能发生改变，从而影响投保事件发生的概率或者程

度。在有道德风险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可能被迫提高他们的保险费或者甚至干脆拒绝出售保险。道德风险

不仅改变行为，而且导致经济无效率。无效率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保险以后，个人对于活动的成本或收益

的看法与真实的社会成本或收益不一样了。有了道德风险以后，个人看到的边际成本（MC）就低于实际

成本，实际收益高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有效水平。解决保险市场上道德风险问题可以采用部分赔偿

而不是完全赔偿的方式。 

分析：该题考查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具体案例。该题首先应对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基本概念做出阐述，

在结合保险市场，具体说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原因、后果及解决对策。指定教材《微观经济学》第 17

章对此有表述，课后习题也涉及到了该问题。 

 

2. 下图是根据 1980-2010 年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画出的我国菲利普斯曲线。其中，

失业率采用的是城镇登记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使用的是 C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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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1）什么是菲利普斯曲线？它的政策含义是什么？ 

（2）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在表现失业问题上有什么不妥之处？ 

（3）根据上图描述的菲利普斯曲线，你认为我国菲利普斯曲线与理论预测产生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答案要点： 

（1）菲利普斯曲线描述了实际失业率、自然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化之间的关系。菲利普斯曲线

把通货膨胀变化和失业率对自然失业率的背离联系起来。用公式表示为： 

)(1 nttt uu     

菲利普斯曲线表明，当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时，失业率会下降。通货膨胀的变化取决于实际和自然

失业率之间的差异。当实际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时，通货膨胀减少；当实际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时，

通货膨胀增加。 

菲利普斯曲线的政策含义是：反通货膨胀，即通货膨胀的下降，是能够实现的，但是只有通过接收更

高失业的成本。为了完成反通货膨胀，失业不得不在自然失业率之上保持一个足够大的量，而且/或者保持

足够长的时间。给定的通货膨胀下降值所要求的失业总量不取决于反通货膨胀完成的速度。也就是说，反

通货膨胀可以完成得很快，不过高失业的成本却要持续好几年；或者它可以更慢地实现，从而把更小的失

业增加值分散到更多的年份里。这两种情况下，总失业成本——即过度失业各年累计的百分点数量——是

相等的。 

（2）城镇登记失业率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它低估了真实失业程度。第一，城镇登记失业率在统计口

径上其并非属地统计而是身份统计，仅包括城镇本地非农户口的失业人员，未包括下岗失业人口、高校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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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中失业人口、城镇外来人口中的失业人员，未考虑到大量的农村隐性失业人口。第二，城镇登记失业

率仅仅把那些到当地就业服务机构求职登记的无工作者视为失业人员，而那些没有去登记的失业人员被排

除在失业者统计之外（通过媒体、熟人、亲身去企业求职以及网络等方式的也都不计算在内），由于劳动

部门登记的只是失业人口的一部分，显然它低估了真实的失业程度，我国实际失业率是大于城镇登记失业

率的。 

（3）第一，失业率统计失真；第二，通货膨胀预期与理论值有差距；第三，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

整时期，失业原因比较复杂，通货膨胀与失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与理论所预测有差距；第四，不同

国家、不同时期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经济发展的国内外条件和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差异。 

分析：该题考查菲利普斯曲线的应用以及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度。可以看出，该题不仅要求考生对指定教材

《宏观经济学》第 8、9 两章中相关基础理论有准确的记忆和理解，同时要求考生对理论在实际，特别是

我国的应用给予足够的关注，并能够发现问题、运用理论进行分析和解决问题。另外，在论述题的答题中，

还考查考生是否具备有逻辑地运用经济学语言表达思想的能力。 

 



 

 

 

 

版权属于北京万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违者必究 

 

 

 

 

 

 

 

 

 

 

 

 

 

 

 

 

 

 

 

 

 

 

 

 

 

 

 

 

 

 

 

 

 

 

 集团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66号中国技术交易所大厦 A座 17层 

 万学主网：http://www.wanxue.cn 考研频道 

百度教育 万学教育 智能矩阵超级学习系统：http://s.wanxu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