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滞胀是什么意思（经济滞胀是什么意思）

本文目录

滞胀是什么意思？
滞胀是什么意思？
滞胀是什么意思？
滞涨什么意思？
通胀与滞涨是反义词吗？
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滞胀”是怎么回事怎样理解？
滞涨是什么意思？
经济滞胀是什么意思？

滞胀是什么意思？

滞胀又叫经济滞胀，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当一个国家出现经济滞胀时，说明经济停滞不前、货币供应量增加可能导致通货膨
胀、失业率上升。

简单来说就是：经济停滞不前和通货膨胀同时发生。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如果一个国家出现经济滞胀，可能会影响股价下跌，所以投
资者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观察，提前远离：

第一：经济是否停滞不前。如GDP是否停滞不前，此时既要观察总量变化，又要分
析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第二：是否出现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最主要的就是物价持续上涨，此时可看CPI和P
PI数据以及国家的货币政策。

第三：看国家公布的就业与失业率。无论增速或物价是否存在波动，只要就业稳定
、失业率较低，经济就不会出现大问题。

滞胀是什么意思？

滞胀是指在经济运行中，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同时出现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
，经济的增长逐渐减缓，但通货膨胀却持续上升。萊垍頭條

这种现象常常与货币政策不当，政府过度扩张财政支出或者经济结构调整困难等因
素有关。滞胀会给经济带来严重的问题。萊垍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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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通货膨胀会导致物价上涨、资产价格泡沫和社会财富不均等问题，另一方
面，经济停滞会导致失业率上升，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等问题。萊垍頭條

因此，政府需要采取措施，通过适当的货币政策调整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实现通货
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平衡，避免滞胀的发生。萊垍頭條

滞胀是什么意思？

滞胀是指经济中同时存在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的状态。这种状态通常伴随着高通胀
率和低增长率，导致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滞胀的
原因可以有很多，比如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失控的财政赤字、石油价格上涨等等
。 当出现滞胀时，政府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应对，例如严控通胀，遏制物价上
涨，稳定市场预期；同时，也需要通过刺激经济、减税降费等手段促进经济增长。
只有在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协作下，才能及时有效地应对滞胀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滞涨什么意思？

所谓“滞胀”，即停滞性通货膨胀，简单的说就是物价上升，但经济停滞不前。

从历史发展来看，“滞胀”其实是一种特殊的阶段，这还得从著名的“菲利普斯曲
线”说起。

1960年以前，人们普遍认为高失业率总是伴随低通涨率，即通胀率与失业率是负相
关的，而这种关系就是菲利普斯曲线。

直到20世纪70年代，全球发生经济危机，失业人数大幅增加，与此同时，主要资本
主义国家通胀率更是高达两位数。

通胀与滞涨是反义词吗？

问题中的“通胀”和“滞涨”不是反义词。

这样解答，可以通过词义辨析来理解：

1、通胀——即“通货膨胀”，指一国的纸币的发行量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
，引起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现象。在经济学上，通货膨胀意指整体物价水平持续
性上升。

2、滞涨——即“滞胀”，指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零或是负增长的情况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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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发生高通货膨胀率的现象。

从两个词的概念来看，它们不属于同义词，但是这两个词均与“经济”有关，所以
它们的关系是“关联”。

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滞胀”是怎么回事怎样理解？

滞胀可以简但理解为通货膨胀状态下的经济停滞，是特定时期内通货膨胀和经济停
滞不前共存的状态。
其核心包括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滞胀是通货膨胀持续发展的产物。 通常情况下，
物价上涨时期经济繁荣、失业率较低或下降(通胀)，而经济衰退或萧条时期的特点
则是物价下跌(通缩)。 物价上涨时期，说明市场主体对未来投资前景充满乐观态度
，可以理解为有持续投资的信心和动力，在此背景下，投资规模持续增长，劳务和
产品供给保持合理的增速，反映在宏观经济层面是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相反，通
缩反映是市场主体投资信心不足，产品和劳务供给处于下滑状态。 为缓解经济停滞
，宏观决策层面通常会采用适度的财政政策，刺激市场流动性，来带动市场对未来
物价上涨的某种预期(通胀)，来刺激经济，进而实现通胀和经济发展的同步。 因此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失业和通货膨胀不可能呈同方向发生。但是，它忽略了一个
前提。即通货膨胀在合理的水平上。 即通货膨胀反映信用货币制度下，流通中的货
币超过实际需要而引起的货币贬值和物价水平全面而持续的上涨。当通货膨胀处在
合理的区间内，即价格上涨缓慢切可以预测，其通货膨胀局面反映在市场上就是市
场信心和动力。相反当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或者急剧通货膨胀，这种状态下，就会出
现价格扭曲，进而使得市场经济变得一无是处。当这种价格扭曲和市场经济低迷持
续较长的时间，便是滞胀。 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滞胀”便是恶性通货
膨胀和急剧通货膨胀的结果。其表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各主要
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或衰退、大量失业和严重通货膨胀以及物价持续上涨
同时发生的情况。 滞胀产生的原因： 一是经济产能被负面的供给震荡而减少。例
如石油危机造成石油价格上涨，生产成本上升及利润减少，引致商品价格上升同时
经济放缓。 二是不当的经济政策。例如中央银行容许货币供应过度增长，政府在商
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作出过度管制。 上世纪70年代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
“滞胀”：首先是油价暴涨，继而中央银行使用过度刺激的货币政策对抗经济衰退
。 解决方法： 对付滞胀，政府很难依靠单一的货币政策来消除滞胀，因为采用紧
缩货币政策，一提高利率，企业经营成本加大，经济就有可能更加萧条，甚至引发
倒退，若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即印银纸但同时没有抵押)，降低利率，刺激了经济
增长，但又会引发恶性通货膨涨。因此，政府应该扩大公共财政支出，同时减税，
加上适度提高利率来压抑通涨，随着时间过去则可逐步消除滞胀。

滞涨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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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涨最简单的理解方式就是股市中的个股，它并不随着外界的上涨而上涨，本身的
涨幅极为有限。当然，在经济学上的滞涨就是指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或者是经济增长
率持续保持极少的增长或者是不增长。滞涨本身在经济中不少见，因为它往往是供
给关系的一种延伸，所以滞涨的意思实质上就是供求关系太均衡导致的。萊垍頭條

经济滞胀是什么意思？

经济滞胀指的是，当资本主义国家在同一时间内出现经济停滞或者衰退，和高失业
率，同时又有高通货膨胀率或上涨的物价水平的现象。简单来说，经济滞胀指的就
是指的是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发生的现象。

对于为何发生滞胀经济学界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认为，应完全归咎于凯恩斯及
其追随者的错误诊断和错误处方的后果。失业的原因不是由于总收入的不足而引起
的需求不足，而是由于使每个经济部门的劳动力供求相等所需要的相对工资失去了
平衡。换言之，失业的原因在于背离了均衡的价格和工资，而在自由市场和稳定的
货币的条件下，均衡的价格和工资是会自己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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