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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范里安教授的《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是目前世界上最流行的中级微观

经济学教材之一，在中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由于此书比较晦涩，且只提供了

简要答案，所以初学者在学习时常常发现自己得出的答案与给定答案不同，而

给定的答案后面却又没有解释性文字，非常不便。为此，翔高教育经济学研究

中心和上海恩波学校共同组织编写了此书。

为了更好地辅助读者阅读范里安教授的《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我们在

本书每章的习题详解前面又插入了简要的读书笔记，该读书笔记综合了范里安

教授本人的各章节《摘要》（英文版）、国内各高校的课堂讲义、我们考研辅导班

试用多年的讲义以及我们组织编写的配套范里安教材的《考研复习指南》等资

料。所以，本书是学习范里安教授《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不可多得的工

具书。

相对而言，本书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1. 权威性。组编本书的都是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从事西方经济学教

学多年的专家、教授；另外，我们在组编时，还参考了范里安教授本人的课后习

题答案、同步辅导练习题答案，确保答案和解析的权威性。

2. 简明性。读者的时间是有限的，尤其是一些应试考生，本书充分考虑到

这一点，在组织文字时，尽量剔除其没有意义的冗长的文句，让读者一下子抓住

问题的精要所在，可以为读者赢得时间。

3. 独立性。所有习题本身都是完整的，因此可以说，本书又是一本学好微

观经济学的习题集。

4. 增值性。凡购买本书的读者，均可以享受售后增值服务，如有对本书中

任一部分不明白的，均可向我们咨询，我们将定期回复。

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本书中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读者对本书有任何疑问，请登录翔高考研论坛（bbs. kaoyanmeng. cn）和我

们交流，本书如有任何增补，也会在该论坛或上海恩波网站（http：/ / sh. en-

boedu. com）发布。

上海恩波学校

翔高教育经济学研究中心

2007 年 8 月于五角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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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 1 章 市 场

读 书 笔 记

1. 最优化原理：人们总是选择他们能买得起的最佳消费方式。

2. 均衡原理：价格会自动调整，直到人们的需求数量与供给数量相等。

3. 需求曲线：价格与需求（不同价格上人们愿意购买的量）。

4. 帕累托有效：已不存在任何方法使某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生活得更

好些。

课后习题详解

1. 假设 25 个人的保留价格为 500 美元，第 26 个人持有的保留价格为 200 美元，需求

图 1 1

曲线成什么形状？

【考察内容】保留价格。

【参考答案】需求曲线衡量在不同价格上人

们愿意购买的需求量，本题中需求曲线的形状如

图 1 1 所示。

2. 在上述例子中，假如只有 24 套住房可以出

租，均衡价格是多少？如果有 26 套住房可出租，

均衡价格又是多少？如果有 25 套住房可以出租，

均衡价格是多少？

【考察内容】均衡条件。

【参考答案】如果只有 24 套住房可以出租，则均衡价格为 500 美元，因为少于 25 套

的均衡价格都为 500 美元。如果有 26 套住房出租，则均衡价格为 0 美元到 200 美元之间

的任意数值。如果有 25 套住房出租，均衡价格为 200 美元到 500 美元之间的任意数值。

这些都可以从图 1 1 中的需求曲线可以看出，它们的供给曲线都是垂直于横轴的，交点

即是均衡点。

3. 假定人们持有不同的保留价格，为什么市场需求曲线向下倾斜？

【考察内容】需求曲线形状。

【参考答案】保留价格是指消费者愿意为该商品付出的最高价格，在此价格水平上，

购买与不购买某一单位的产品对消费者来说是一样的。

假定人们持有不同的保留价格，对于某一特定的价格 P，只有保留价格大于或等于 P

的消费者才会购买，而保留价格低于 P 的人们则不会购买。当价格 P 越高时，保留价格



高于该价格的消费者越少，随着 P 的下降，保留价格高于该价格的消费者也会增多，即市

场需求会增加。当消费者数量很多时，市场需求曲线变成为一条光滑的向下倾斜曲线。

4. 我们假设公寓购买者都是来自内城区的人———那些已经在内城区租房的人。如

果公寓购买者都是来自外城区的人———那些目前仍没有在内城区租房的人，内城区住房

的价格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考察内容】供给需求变化对价格的影响。

【参考答案】如果公寓被出售给外城区的人，该内城区的房屋租赁价格会上涨。因为

房屋的供给减少，而需求不变，所以价格便会上升，如果此时需求也减少，则均衡价格不能

判断，这要看谁减少的幅度大。

5. 现在假设公寓的购买者都是内城区的人，但是每一公寓由两套住房构成，住房的

价格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考察内容】供给需求变化幅度对均衡价格的影响。

【参考答案】住房的价格会提高。因为公寓的购买者都是内城区的人，因此需求减少

了，但同时住房供给也减少了，而且因为每一个公寓由两套住房构成，所以供给的减少幅

度大于需求的减少幅度，因此均衡价格会上涨（如图 1 2）。

从图 1 2 可以看出，供给曲线由 S 变到 S' ，需求曲线从 D 变到 D' ，新的均衡价格从 P

上升到 P' 。

图 1 2 图 1 3

6. 设想一下征税会对长期内的建房数量产生什么影响？

【考察内容】征税对均衡的影响。

【参考答案】征税会减少长期的建房数量。在长期内，住房的供给曲线为向右上方倾

斜，而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可以有新的房屋被建造。征税会提高生产成本，从而引起

供给的减少，表现为供给曲线向上移动，因此均衡的数量会减少，如图 1 3 所示。

7. 假定需求曲线是 D（p） = 100 - 2p，如果垄断者有 60 套住房，他会定什么价格？他

可以出租多少套？如果他有 40 套住房，他会定什么价格？他可以租出多少套？

【考察内容】利润最大化问题。

【参考答案】如果垄断者有 60 套住房，每套房的售价为 25，共出租 50 套住房。

如果垄断者有 40 套住房，每套房的售价为 30，共出租 40 套住房。

因为假设垄断者出租房屋的成本为 0，那么垄断者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２· 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六版）课后习题详解



max
q

q（50 - 0. 5q）

图 1 4

由于 q = 100 - 2p，所以 p = 50 - 0. 5q，

解得 q = 50 套，其利润函数如图 1 4 所示。

当 q = 50 套时，垄断者的利润最大，因此当他有

60 套可以出售时，他只会出售 50 套，价格为 p = 50 -

0. 5 × 50 = 25。

当垄断者有 40 套出售时，他会全部出售，价格为

50 - 0. 5 × 40 = 30。

8. 如果我们的房租管制模型允许不受限制地转

租，最终谁将租到内城区的住房？产生的结果是帕累

托有效率的吗？

【考察内容】交换，帕累托改善，帕累托有效率。

【参考答案】如果房租控制模型允许不受限制地转租，那么最终将是持保留价格最高

的人租到内城区住房。因为如果一个保留价格较低的人租到内城区的住房，他可以与一

个保留价格高的人进行交易，双方都会有一定收益，因此双方的效用都会增加。所以最终

交易的结果是愿意出最高价格的人租到内城区的住房。

这样产生的结果是帕累托有效的。因为双方在交易过程中都能获益，使得总效用增

加，整个过程相当于是帕累托改善的，最终结果就是双方的帕累托有效的。

·３·第 1 章 市 场



第 2 章 预 算 约 束

读 书 笔 记

1. 任何的消费组合都是消费者的消费束：x = （x1 ，x2）。

2. 消费者的预算约束：p1 x1 + p2 x2 ≤ m。

3. 预算线及其斜率：预算线 p1 x1 + p2 x2 = m，斜率 -
p1

p2

（替代率）。

预算线的变化：

（1）收入的增加（减少）：增加（减少）收入并不会使预算线的斜率发生变化，只会使

预算线向外（内）平移。

（2）商品 1 的价格上升（下降）：纵截距不会发生变化，横截距会变小（变大），从而预

算线变得更加陡峭（平坦）。

（3）商品 2 的价格上升（下降）：横截距不会发生变化，纵截距会变小（变大），从而预

算线变得更加平坦（陡峭）。

（4）商品 1 和商品 2 的价格同时变为原来的 t 倍：商品 1 和商品 2 的价格变为原来的

t 倍相对于收入变为原来的
1
t

。

原来的预算约束为 p1 x1 + p2 x2 = m，当价格都变为原来的 t 倍时的预算约束为

tp1 x1 +tp2 x2 = m，从而有 p1 x1 + p2 x2 =
m
t

。

（5）所有商品的价格水平和收入都变为原来的 t 倍：所有商品的价格水平和收入都

变为原来的 t 倍，预算线保持不变。

4. 计价物：把价格中的一个限定为 1 时，这种价格为计价物价格（相对价格）。

5. 数量税：消费者对他所购买的每一单位商品都得支付一定的税收（以购买量来征

税），p1 = p1 + t。

6. 从价税：对商品的价值—价格所征的税（p1 = p1（1 + t））。

7. 总额税：不管消费者的行为如何，政府要取走一笔固定金额的货币。

8. 数量税和价格税：使预算线向内或向外移动，这取决于被征税的商品，但总额税使

预算线向内移动。

课后习题详解

1. 消费者最初的预算线是 p1 x1 + p2 x2 = m。接着，商品 1 的价格提高了 1 倍，商品 2

的价格提高了 7 倍，收入增加了 3 倍。根据原先的价格和收入写出新预算线的方程。

【考察内容】预算线的概念。



【参考答案】新的预算线可表示为 2p1 x1 + 8p2 x2 = 4m。

最初的预算线是 p1 x1 + p2 x2 = m，新预算线则为 p'1 x1 + p'2 x2 = m' 。商品 1 的价格提高

了 1 倍后，p'1 = 2p1 ，同理可知，p'2 = 8p2 ，m' = 4m。所以新的预算线可表示为2p1 x1 + 8p2 x2 =

4m。

2. 如果商品 2 的价格上涨了，而商品 1 的价格和收入保持不变，预算线会有什么

变化？

【考察内容】预算线的变化。

【参考答案】预算线将更加平坦。

设预算线方程为 p1 x1 + p2 x2 = m，则其纵截距是
m
p2

，横截距是
m
p1

，斜率是 -
p1

p2

。当 p2 上

涨而 p1 和 m 不变时，则纵截距
m
p'2

减少，横截距不变，斜率绝对值
p1

p'2
变小，即预算线更加平

坦。

3. 如果商品 1 的价格上涨了 1 倍，商品 2 的价格上涨了 2 倍，预算线是变得平缓了还

是陡峭了？

【考察内容】预算线的变化。

【参考答案】预算线将变得更为平坦。

预算线方程为 p1 x1 + p2 x2 = m，它的斜率是 -
p1

p2

，当商品价格上涨后，p'1 = 2p1 ，

p'2 = 3p2 ，新预算线方程为 p'1 x1 + p'2 x2 = m，其斜率为 -
2p1

3p2

，预算线的斜率绝对值变小了，

因此变得更为平坦。

4. 计价物的定义是什么？

【考察内容】计价物的概念。

【参考答案】所谓计价物就是用来衡量其他商品价格的某一商品，它本身的价格一般

被定为 1，而其他商品的价格用它作为衡量的标准单位，这样做可以减少变量的个数。例

如，预算线方程为 p1 x1 + p2 x2 = m，如果我们可以把商品 1 作为计价物，其价格即为计价物

价格，则预算线可以表示为 x1 +
p2

p1

x2 =
m
p1

。这样可以少考虑一种价格。

5. 假设政府起初对每加仑汽油征税 15 美分，后来，又决定对每加仑汽油补贴 7 美分。

这两种方法混合运用后的净税收是多少？

【考察内容】税收、补贴对消费者支付的价格的影响。

【参考答案】两种方法混合运用后的净税收是 8 美分。

征税、补贴改变了消费者支付的价格，征税是提高了价格，补贴降低价格，因此混合应

用后，净税收应是每加仑增加 15 - 7 = 8 美分的税收。

6. 假设预算方程是 p1 x1 + p2 x2 = m。如果政府决定征收 u 单位的总额税、对商品 1

征收 t 单位的从量税，以及对商品 2 进行从量补贴 s，新预算线的公式是什么？

【考察内容】税收、补贴对预算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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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新的预算线方程为（p1 + t）x1 +（p2 - s）x2 = m - u。

预算方程为 p1 x1 + p2 x2 = m，征收总额税后，m' = m - u。另外，对商品 1 征收 t 单位的

从量税时，有 p'1 = p1 + t，对商品 2 进行从量补贴 s 时，有 p'2 = p2 - s，将其代入新预算线方

程 p'1 x1 + p'2 x2 = m' ，得（p1 + t）x1 +（p2 - s）x2 = m - u。

7. 如果消费者的收入增加了，同时有一种商品的价格下降了，那么消费者的境况至

少会与原先一样好吗？

图 2 1

【考察内容】预算线的变化。

【参考答案】 消费者的境况至少会与原先一

样好。

假设预算线方程为 p1 x1 + p2 x2 = m，消费者收

入增加后，预算线向右平移；一种商品价格下降

（不妨设商品 1 价格下降）后，预算线绕纵轴截距

向外旋转，如图 2 1 所示，可见，新的预算集包含

了原先的预算集，即原先能够被消费的商品束在新

的预算集下仍能被消费，因此消费者的境况不会比

原先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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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偏 好

读 书 笔 记

1. 偏好的基本概念：

（x1 ，x2）≥（y1 ，y2）弱偏好；

（x1 ，x2）（y1 ，y2）严格偏好；

（x1 ，x2） ～（y1 ，y2）无差异。

2. 偏好弱公理：完备性公理；反身性公理；传递性公理。

完备性：任何两个消费束都可以比较，或者说对于任何两个消费束 X 和 Y，消费者要

么认为 X≥ Y，要么认为 Y≥ X；

反身性：任何一个消费束，它至少和它本身一样好，也就是 X≥ X；

传递性：X≥ Y，同时 Y≥ Z，则 X≥ Z。

3. 弱偏好集：某个消费束（x1 ，x2）把其他至少如（x1 ，x2）那么受偏好的一切消费束

绘成阴影，该阴影部分即为弱偏好集。

无差异曲线：在同一条曲线上的所有消费束对消费者来说都是无差异的，其形状取

决于消费者偏好。

无差异曲线的重要原理：表示不同偏好水平的无差异曲线是不可能相交的。

4. 完全替代品：如果消费者愿意按固定的比率用一种商品代替另一种商品，那么这

两种商品就是完全替代品。

5. 完全互补品：始终以固定比率一起消费的商品（无差异曲线为 L 形）。

6. 中性商品：消费者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在乎的商品。

7. 厌恶品：消费者不喜欢的商品减少其使用会增加效用，无差异曲线必定是向右上

方倾斜的，增加偏好的方向是朝左下方。

8. 餍足：对消费者来说，有那么一个极佳的消费束（餍足点或极佳点）就他自己的偏

好而言，越接近这个消费束越好。

9. 良好性状偏好：商品是正常产品，无差异曲线的斜率为负；平均消费束比端点消费

束更受偏好。即，如果有消费束（x1 ，x2）～（y1 ，y2），假定 0 < t < 1，则有［tx1 +（1 - t）y1 ，

tx2 +（1 - t）y2 ］≥（x1 ，x2）。

10. 边际替代率：无差异曲线的斜率，一般为负，按此比例消费者正好处在交换或不

交换的边际支付意愿上。对于凸性偏好的，呈现出递减的边际替代率。



课后习题详解

1. 如果我们看到在（y1 ，y2）可以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消费者却选择了（x1 ，x2），那么

（x1 ，x2）（y1 ，y2）的结论正确？

【考察内容】严格偏好和弱偏好的概念。

【参考答案】不正确，有可能出现（x1 ，x2） ～（y1 ，y2）。

因为没有对偏好进行假定，对良好的偏好而言，其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是严格凸性

的，此时消费者的最优商品束是唯一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消费者 在（y1 ，y2）可以同时

得到的情况下，消费者选择了（x1 ，x2），那么可以得出（x1 ，x2）（y1 ，y2）；但如果没有指

明偏好的特征时，消费者的最优商品束可能不唯一，在此情况下，如果消费者在（y1 ，y2）

可以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消费者选择了（x1 ，x2），那么就得到（x1 ，x2） ～（y1 ，y2）。因此，

上述结论是不正确的，需要根据偏好的特征来判断。

2. 考虑一下包括 A、B、C 的一组人，以及“A 与 B 至少一样高”中的“至少一样高”

这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传递的吗？完备的吗？

【考察内容】偏好的三个公理。

【参考答案】这种关系是传递的，也是完备的。

比如 A至少与 B 一样高，B 至少与 C 一样高，则 A至少与 C 一样高。

同时也是完备的，因为任何两个人的“至少一样高”都具备可比性。

3. 在同样一组人，然后考虑一下“的确比⋯⋯高”这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传递的

吗？反身的吗？完备的吗？

【考察内容】偏好的三个公理。

【参考答案】这种关系是传递的，但不是反身的和完备的。

在消费者理论中，对消费者的偏好有三个公理性假设，即完备性，反身性，传递性。

易知“的确比⋯⋯高”这种关系满足传递性但不满足完备性与反身性。满足传递性

因为，比如 A的确比 B 高，B 的确比 C 高，那么 A也的确比 C 高，所以满足传递性。因为不

能说任意一个人的身高都高于另一个人，有可能他们两个人一样高，所以“的确比⋯⋯

高”这种关系不满足完备性。同时也不能说一个人“自己的确比自己高”，所以“的确比

⋯⋯高”这种关系不满足反身性。

4. 一个大学足球教练说，若让他在两个队员 A 和 B 中挑选，他总是偏爱个子大、跑得

快的那一个。这种偏好关系是传递的吗？完备的吗？

【考察内容】偏好的公理。

【参考答案】这种偏好是传递的，但不是完备的。

分析：比如他在 A和 B 中偏好 A，在 B 与 C 中偏好 B，那么在 A与 C 中也必然偏好 A，

所以满足传递性。

但由于描述的该关系，无法保证任何两个球员之间按照这种关系具有可比性，有的球

员可能个子大点，但跑得慢点，有的可能个子矮点，但跑得较快，对这两种球员之间，该足

球教练就无法挑选，因此也就不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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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无差异曲线自身能相交吗？例如，图 3 1 能绘制成一条单独的无差异曲线吗？

【考察内容】无差异曲线性质。

【参考答案】无差异曲线自身可以相交。

例如餍足的偏好，该选择区域内消费者有某个最偏爱的餍足点，无差异曲线为行星轨

道式的圆环，这种无差异曲线就可以看作是与自身相交的。

在图 3 1 中，由于没有指明偏好的性质，因此图 3 1 有可能是一条无差异曲线。

图 3 1 图 3 2

6. 如果偏好是单调的，图 3 1 能变成一条单独的无差异曲线吗？

【考察内容】偏好的单调性。

【参考答案】如果偏好是单调的，图 3 1 不能表示成一条单独的无差异曲线。

我们采用反证法，对于不同的两个商品消费束 A、B，如果图 3 1 能表示成一条单独

的无差异曲线，则 A与 B 是无差异的，但从图上可知 A 与 B 点消费的商品 1 数量相同，但

B 消费的商品 2 的数量比 A多，由单调性可知，消费者对 B 的偏好甚于 A（如图 3 2）。

所以图 3 1 的无差异曲线不可能是一条单独的无差异曲线。

7. 假如香肠和凤尾鱼都是厌恶品，那么，无差异曲线的斜率是正的还是负的？

【考察内容】厌恶品的无差异曲线。

【参考答案】假如香肠和凤尾鱼都是厌恶品，那么，无差异曲线的斜率是负的。

在两种商品都是厌恶的情况下，如果单独给消费者一些香肠，他的效用就会降低，为

了保持消费者效用不变，就必须减少凤尾鱼的消费量，同理，如果给消费者一些凤尾鱼，他

的效用也会降低，为了保持消费者效用不变，就必须减少香肠的消费量，因此这种偏好的

无差异曲线的斜率是负的，如图 3 3 所示。

图 3 3 图 3 4 凸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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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请分析为什么凸偏好意味着“平均消费束比端点消费束更受偏好”。

【考察内容】偏好的凸性。

【参考答案】凸偏好意味着“平均消费束比端点消费束更受偏好”，原因在于：

凸状的偏好，X 和 Y是两个不同的消费束，它们位于同一条无差异曲线上，Z 是 X 和 Y

的加权平均消费束，从图 3 4 中可以看出，Z 位于更高的无差异曲线上，即 Z 比 X 与 Y更

受消费者的偏爱。

9. 用 1 美元钞票去替代 5 美元钞票的边际替代率是多少？

【考察内容】边际替代率（MRS）。

【参考答案】边际替代率是 -
1
5

。

因为 Δx5 = -
1
5
Δx1 ，所以 MRS1，5 =

Δx5

Δx1

= -
1
5

。

10. 如果商品 1 是“中性商品”，它替代商品 2 的边际替代率是多少？

图 3 5

【考察内容】中性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如果商品

中有一个是中性商品，则无差异曲线为水平线（以

横轴表示中性商品）。

【参考答案】如果商品 1 是“中性商品”，它替

代商品 2 的边际替代率是 0。

中性商品是指消费者对它消费数量的多少不影

响消费者的效用。

当商品 1 是“中性商品”时，无差异曲线为水平

线，此时边际替代率便为 0，如图 3 5 所示。

11. 想一想你对它的偏好也许是凹的一些商品。

【考察内容】凹状偏好：消费者对端点消费束的偏好甚于对平均消费束的偏好，即为

凹状偏好。

【参考答案】例如，某人对白酒和啤酒这两种商品的所有组合的偏好都是凹的。因为

此人白酒和啤酒的偏好是相同的，但是如果把白酒和啤酒各取一半混合在一块，相对于一

杯白酒或一杯啤酒，此人肯定不会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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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效 用

读 书 笔 记

1. 效用函数：为每个可能的消费束指派一个数字，使得指派给受效用较多偏好的消

费束的数字大于指派给较少偏好的消费束的数字的方法（强调商品束的排列次序）。

2. 单调变换：一个效用函数的单调变换还是一个效用函数，这个效用函数代表的偏

好与原效用函数所代表的偏好相同。

3. 水平集合：使得 u（x1 ，x2）等于常数的所有（x1 ，x2）的集合。

4. 完全替代偏好：u（x1 ，x2） = ax1 + bx2 ，替代率为 -
a
b

。

5. 完全互补偏好：u（x1 ，x2） = min（ax1 ，bx2）。

6. 拟线性偏好：u（x1 ，x2）= v（x1）+ x2 ，对于 x2 是线性，对于 x1 是非线性。

7. 柯布—道格拉斯偏好：u（x1 ，x2） = xα
1 x1 - α

2 是良好无差异曲线的标准范例。

8. 边际效用：效用变动率和与之相对应的商品数量变动率的比率，其他商品数量保

持不变。

9. 边际替代率：无差异曲线斜率的绝对值为边际替代率。

由 MU1Δx1 + MU2Δx2 = ΔU = 0 可知：

MRS12 =
Δx2

Δx1

= -
MU1

MU2

。（可以观察行为度量）

10. 效用函数的单调变换：

假设 f（·）是一个正单调变换，则

u（x1 ，x2） > u（y1 ，y2） f［u（x1 ，x2）］> f［u（y1 ，y2）］

又  u（x1 ，x2） > u（y1 ，y2）（x1 ，x2）（y1 ，y2）

, f［u（x1 ，x2）］> f［u（y1 ，y2）］（x1 ，x2）（y1 ，y2）

所以说，一个效用函数的正单调变换还是一个效用函数，它所代表的偏好与原效用函

数相同。

11. 效用函数的单调变化不改变边际替代率。

课后习题详解

1. 正文中说，一个数自乘奇数次是单调变换，那么，一个数自乘偶数次又会怎样呢？

这是一种单调变换吗？（提示：考虑 f（u）= u2 这种情况。）



【考察内容】效用函数的单调变换。

【参考答案】一个效用函数自乘偶数次后不一定是单调变换。

因为如果原先效用函数中的值都为正，则自乘偶数次后不改变排列次序，因此是单调

变换。但如果原先效用函数中的值有负数，那么自乘偶数次后有可能会改变原来的数字

顺序，所以不再是单调变换。根据上述讨论，现考虑效用函数 f（u）= u2 ，对该函数自乘偶

数次后，仍然是一种单调变换。

2. 下面哪些是单调变换？

（1）u = 2v - 13

（2）u = -
1
v2

（3）u =
1
v2

（4）u = lnv

（5）u = - e- v

（6）u = v2

（7）u = v2 ，其中 v > 0

（8）u = v2 ，其中 v < 0

【考察内容】效应函数的单调变换。

【参考答案】

（1）是单调变换。

（2）在 v > 0 时是单调变换，v < 0 时不是单调变换。

（3）在 v > 0 时不是单调变换，v < 0 时是单调变换。

（4）在 v > 0 时是单调变换，v < 0 时不是单调变换。

（5）单调变换。

（6）在 v > 0 时是单调变换，v < 0 时不是单调变换。

（7）单调变换。

（8）不是单调变换。

3. 我们在正文中说过，如果偏好是单调的，经由原点的对顶线与每一条无差异曲线

只会相交一次。你能严格地证明这一点吗？（提示：如果它同某条无差异曲线相交两次，

会出现什么情况？）

【考察内容】无差异曲线的特征。

【参考答案】采用反证法。

假设射线同无差异曲线相交于两点（x1 ，x2）和（y1 ，y2），由于这两点同在射线上，所

以必有 x1 > y1 ，x2 > y2 或 x1 < y1 ，x2 < y2 成立。如果假设 x1 < y1 ，x2 < y2 ，根据偏好的

单调性，这就意味着（x1 ，x2） < （y1 ，y2）。

但由于（x1 ，x2）和（y1 ，y2）在同一条无差异曲线上，即有（x1 ，x2） ～（y1 ，y2）

因此这与（x1 ，x2） < （y1 ，y2）相矛盾。故得证。

4. 哪种偏好可由如同 u（x1 ，x2） = x1 + x槡 2 形式的效用函数表示？效用函数 v（x1 ，

x2） = 13x1 + 13x2 表示何种偏好？

·２１· 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六版）课后习题详解



【考察内容】效用函数的单调变换。

【参考答案】完全替代的偏好可由 u（x1 ，x2） = x1 + x槡 2 形式的效用函数表示，效用

函数 v（x1 ，x2） = 13x1 + 13x2 表示完全替代偏好。

对效用函数 u（x1 ，x2） = x1 + x槡 2 做单调变换 f（u） = u2 ，得到新的效用函数为

u'（x1 ，x2） = x1 + x2

这是完全替代偏好的效用函数，同时由于效用函数的正的单调变换不改变偏好关系。

因此，u（x1 ，x2） = x1 + x槡 2 也可表示完全替代的效用函数。

同理，对 v（x1 ，x2） = 13x1 + 13x2 做单调变换 f（u） =
1
13

v，得到

u'（x1 ，x2） = x1 + x2

因此，v（x1 ，x2） = 13x1 + 13x2 也代表完全替代的偏好。

5. 哪种偏好可用如同 u（x1 ，x2） = x1 + x槡 2 形式的效用函数表示？效用函数 v（x1 ，

x2） = x2
1 + 2x1 x槡 2 + x2 是 u（x1 ，x2）的单调变换吗？

【考察内容】拟线性偏好的效用函数：u（x1 ，x2） = v（x1）+ x2 。

图 4 1 拟线性偏好的无差异曲线

【参考答案】拟线性偏好可用如同 u（x1 ，x2）=

x1 + x槡 2 形式的效用函数表示，同时效用函数 v（x1 ，

x2） = x2
1 + 2x1 x槡 2 + x2 是 u（x1 ，x2）的单调变换。

因为 u 的 取 值 恒 大 于 0，对 u 做 单 调 变 换

f（u） = u2 ，可得

u'（x1 ，x2） = x2
1 + 2x1 x槡 2 + x2 ，

即为 v，如图 4 1 所示。

6. 考虑效用函数 u（x1 ，x2） = x1 x槡 2 ，它表示

何种偏好？函数 v（x1 ，x2） = x2
1 x2 是 u（x1 ，x2）的单调变换吗？函数 w（x1 ，x2） = x2

1 x2
2 是

u（x1 ，x2）的单调变换吗？

【考察内容】柯布—道格拉斯偏好效用函数：u（x1 ，x2） = xα
1 x1 - α

2 。

【参考答案】u（x1 ，x2） = x1 x槡 2 代表柯布 — 道格拉斯偏好；函数 v（x1 ，x2） = x2
1 x2 不

是 u（x1 ，x2）的单调变换；函数 w（x1 ，x2） = x2
1 x2

2 是 u（x1 ，x2）的单调变换。

（1）我们知道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是 u（x1 ，x2） = xα
1 x1 - α

2 ，因此效用函数 u（x1 ，

x2） = x1 x槡 2 代表柯布—道格拉斯偏好。

（2）由于效用函数的单调变换不改变偏好关系，所以如果 v（x1 ，x2） = x2
1 x2 是 u（x1 ，

x2）的单调变换，则它们的偏好相同，也即它们的边际替代率相同。

效用函数 u（x1 ，x2） = x1 x槡 2 的边际替代率 MRS =
MU1

MU2

=
x2

x1

；v（x1 ，x2） = x2
1 x2 的边

际替代率 MRS =
MU1

MU2

=
2x2

x1

，这两个边际替代率不相等。所以，函数 v（x1 ，x2） = x2
1 x2 不是

·３１·第 4 章 效 用



u（x1 ，x2）的单调变换。

（3）对效用函数做单调变换 f（u） = u4 ，就可以得到 w（x1 ，x2） = x2
1 x2

2 。

因此，函数 w（x1 ，x2） = x2
1 x2

2 是 u（x1 ，x2）的单调变换。

7. 你能解释为什么效用函数的单调变换不会改变其边际替代率？

【考察内容】单调变换。

【参考答案】边际替代率是无差异曲线的斜率，而无差异曲线代表的是偏好的关系，

只要偏好相同，则无差异曲线也相同，边际替代率也相同。

而效用函数的单调变换不改变原偏好的关系，也即无差异曲线不变，因此边际替代率

也不变，所以不改变边际替代率。

只要消费者的偏好没有改变，无差异曲线就不会发生变化，其斜率即边际替代率也不

会发生变化。

因此，效用函数的单调变换不会改变其边际替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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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选 择

读 书 笔 记

1. 最优商品束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是相切的（凸性）。对于任

意情况，最优商品束不会出现在与预算线相交的无差异曲线上。

2. 各个情况的需求函数：

（1）完全替代：

x1 =

m
p1

介于 0 和
m
p1

之间的任何数量












0

当 p1 < p2

当 p1 = p2

当 p1 > p2 。

（2）完全互补：x1 = x2 =
m

p1 + p2

。

（3）中性物品和劣等品：在中性物品和劣等品的情况下，消费者会把他所有的钱都

花费在他所喜爱的商品上，而不去购买任何中性商品或劣等商品。即如果商品 1 是优等

品，而商品 2 是中性商品或劣等商品，那么需求函数就为

x1 =
m
p1

x2 = 0

（4）离散商品：假设商品 1 是以整数单位获得的商品，而商品 2 是支付一切的货币。我

们可以通过比较消费束（0，m），（1，m - p1），（2，m - 2p1），⋯的效用来得出消费者的

需求。

或者我们可以利用图形分析，如图 5 1。

图 5 1 离散商品的需求



图 5 2 凹偏好情况下的最优选择

（5）凹偏好：凹偏好的选择永远是边界选择

（如图 5 2）。

（6）柯布—道格拉斯偏好：假定效用函数为柯

布—道格拉斯形式：u（x1 ，x2） = xc
1 xd

2 ，那么最优选

择为 x1 =
c

c + d
m
p1

，x2 =
d

c + d
m
p2

。

3. 边际替代率的含义：如果人们面临相同的

市场价格，那么在均衡时，每个人都具有相同的边

际替代率，这是独立于收入和偏好的。这也就是

说，市场为每个人提供了相同的交换率，每个人都

会调整他们的商品消费，直到他们自己在这两种商品上的“内部”边际价值等于这两种商

品在市场上的“外在”价值。

4. 税收类型的选择———数量税 Vs 所得税：消费税是根据商品的消费量课征的税。

所得税是对收入课征的税。

课后习题详解

1. 假定两种商品是完全替代品，那么商品 2 的需求函数是什么？

【考察内容】完全替代情况下的需求曲线。

【参考答案】如果两种商品是完全替代品，则商品 2 的需求函数是

x2（p1 ，p2 ，m） =

0

0 到
m
p2

间的任何值

m
p













2

p1 < p2

p1 = p2

p1 > p2

因为是完全替代情况下，如果 p1 < p2 ，则此时人们用商品1 去替代商品2，由于他们是完全

替代的，所以商品 2 的需求量为 0，如果 p1 > p2 ，则此时人们用商品 2 去替代商品 1，由于他

们是完全替代的，所以会把钱全部花在商品 2 上，即商品 2 的需求量为
m
p2

，如果p1 = p2 ，而

人们对这两种商品是完全替代的，则他们的需求量是随机的，为 0 到
m
p2

间的任何值。

2. 假设无差异曲线是一条效率为 - b 的直线，并且给出任意的价格 p1 ，p2 和收入 m，

那么，消费者的最优选择是什么？

【考察内容】最优选择的条件。

【参考答案】如图 5 3 所示，1 为
p1

p2

> b 的曲线，2 为
p1

p2

= b 的曲线，3 为
p1

p2

< b

的曲线。

从图 5 3 中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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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3

当
p1

p2

> b 时，消费者的最优选择是只购买商品 2；

当
p1

p2

< b 时，消费者的最优选择是只购买商品 1；

当
p1

p2

= b 时，消费者的最优选择是任意购买商品。

3. 假定一个消费者在每一杯咖啡里总是加 2 匙糖。如果每匙糖的价格为 p1 ，每杯咖

啡的价格为 p2 ，消费者花费在咖啡和糖上的总额为 m 美元，那么，他打算分别购买多少咖

啡和糖？

【考察内容】固定比例下的消费者需求。

【参考答案】消费者将购买
m

2p1 + p2

个单位的咖啡和
2m

2p1 + p2

个单位的糖。

分析：设 x1 ，x2 分别为糖和咖啡的消费量，因为一个消费者在每一杯咖啡里总是加 2

匙糖，即

2x2 = x1 （1）

而其预算线方程为 p1 x1 + p2 x2 = m （2）

由（1）（2）式得 x1 =
2m

2p1 + p2

，x2 =
m

2p1 + p2

图 5 4 凹偏好情况下的最优选择

4. 假定你对冰淇淋和橄榄具有高度的非凸偏

好，如同正文描述的那样，你所面临的价格分别为

p1 和 p2 ，并有 m 美元可供支出。请列出你所选择

的最优消费束。

【考察内容】凹偏好的最优选择永远是边界选

择，如图 5 4 所示。

【参考答案】 (消费者的最优消费束为 0，
m
p )

2

或 0，
m
p(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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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因为对于冰淇淋和橄榄具有高度的非凸偏好的消费者，其对端点的偏好甚于

对平均 消 费 束 的 偏 好，所 以 消 费 者 的 最 优 选 择 为 端 点 消 费。因 此，最 优 消 费 束 为

0，
m
p( )

2

或 0，
m
p( )

1

。

5. 如果一个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x1 ，x2）= x1 x4
2 ，那么，他在商品 2 上的花费占他

收入的比例是多少？

【考察内容】效用最大化。

【参考答案】消费者会将
4
5

的收入用在商品 2 上。

因为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x1 ，x2） = x1 x4
2

即消费者最大化问题为 maxx1 x4
2

s. t. p1 x1 + p2 x2 = m

由拉格朗日函数 L（x1 ，x2） = x1 x4
2 + λ（m - p1 x1 - p2 x2）知

L
x1

= 0，
L
x2

= 0，
L
λ

= 0

因此得到 x1 =
1
4

p2

p1

x2 ，代入 p1 x1 + p2 x2 = m 得到

p2 x2 =
4
5

m

所以，消费者会将
4
5

的收入用在商品 2 上。

6. 在哪一种类型的偏好下，无论课征从量税还是课征所得税，消费者的境况会一

样好？

【考察内容】税收类型的选择———数量税和所得税。

【参考答案】当消费者的偏好为互补型时，无论课征从量税还是课征所得税，消费者

的境况都会一样好。如图 5 5 所示。

图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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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需 求

读 书 笔 记

1. 正常商品和低档商品 Vs 普通商品和吉芬商品：

正常商品：需求数量的变动和收入的变动方向相同的商品，即有
xi（p，y）

m
> 0，其中

xi（p，y）为马歇尔需求函数。

低档商品：需求数量的变动和收入的变动方向相反的商品，即有
xi（p，y）

m
< 0，其中

xi（p，y）为马歇尔需求函数。

正常商品的恩格尔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低档商品的恩格尔曲线是向左下方倾斜的。

普通商品：商品的需求量随着价格的上升而下降，即有
xi（p，y）

pi

< 0，其中 xi（p，y）

为马歇尔需求函数。

吉芬商品：商品的需求量随着价格的上升而上升，即有
xi（p，y）

pi

> 0，其中 xi（p，y）

为马歇尔需求函数。

普通商品的需求曲线是向左下方倾斜的；吉芬商品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

因此我们常见的需求曲线一般都是普通商品的需求曲线。

2. 收入提供曲线和恩格尔曲线 Vs 价格提供曲线和需求曲线：

收入提供曲线：是预算线平行地向外移动时，会产生的一连串的需求束，把这一连串

的需求束连接起来的曲线就是收入提供曲线。收入提供曲线也称为收入扩展线。

恩格尔曲线：恩格尔需求曲线表示的是在所有商品的价格保持不变时，需求随收入

的变化而变化的情况。收入提供曲线和恩格尔曲线的推导过程如图 6 1 所示。

图 6 1 收入提供曲线和恩格尔曲线



价格提供曲线：在收入和其他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让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形成

一系列需求束，将这些需求束连接起来，就是价格提供曲线。

需求曲线：需求曲线是商品的需求量和价格关系的曲线。价格提供曲线和需求曲线

的推导如图 6 2 所示。

图 6 2 价格提供曲线和需求曲线

3. 替代和互补：

替代品：对于两种商品 i 和 j，如果商品 j 的价格上升，商品 i 的需求增加，我们就说商

品 i 是商品 j 的替代品；即有
xi（p，y）

pj

> 0，其中 xi（p，y）为马歇尔需求函数。

互补品：对于两种商品 i 和 j，如果商品 j 的价格上升，商品 i 的需求减少，我们就说商

品 i 是商品 j 的互补品；即有
xi（p，y）

pj

< 0，其中 xi（p，y）为马歇尔需求函数。

4. 反需求函数：反需求函数就是把价格视为商品需求量的函数；它度量的是为了使

消费者选择这个消费水平，商品所必须具有的那个价格。

5. 奢侈品、必需品和相似偏好：

奢侈品：如果商品需求的增加比例大于收入增加的比例，那么我们就说这种商品是

奢侈品。即有 ηi =
xi

m
m
xi

> 1。

必需品：如果商品需求的增加比例小于收入增加的比例，那么我们就说这种商品是

必需品。即有 ηi =
xi

m
m
xi

< 1。

相似偏好：如果对于消费束（x1 ，x2）和消费束（y1 ，y2），消费者偏好（x1 ，x2）胜过偏

好（y1 ，y2），则对于任意的正数 t，消费者都会偏好（tx1 ，tx2）胜过偏好（ty1 ，ty2），具有这种

性质的偏好为相似偏好。

课后习题详解

1. 假设消费者只消费两种商品，而且他总是花光他的全部货币，在这种情况下，这两

种商品有可能都是低档商品吗？

【考察内容】低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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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这两种商品不可能都是低档商品。

由低档商品的定义可知，如果这两种商品都是低档品，则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者对

这两种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如果价格保持不变，需求减少，则收入不会被花光。而本题

中消费者要花光他的所有收入，因此不可能都是低档品。

2. 说明完全替代是相似偏好的一个例子。

【考察内容】完全替代和相似偏好。

【参考答案】完全替代的商品消费满足一定比例关系，相似偏好要求商品的需求随着

收入同比例地增加，相似偏好：如果对于消费束（x1 ，x2）和消费束（y1 ，y2），消费者偏好

（x1 ，x2）胜过偏好（y1 ，y2），则对于任意的正数 t，消费者都会偏好（tx1 ，tx2）胜过偏好

（ty1 ，ty2），具有这种性质的偏好为相似偏好。

现在来证明完全替代是相似偏好的一个特例。由于完全替代的效用函数为

u（x1 ，x2） = x1 + x2

对于两种消费束（x1 ，x2）和消费束（y1 ，y2），如果消费者偏好（x1 ，x2）胜过偏好（y1 ，

y2），即 x1 + x2 > y1 + y2 ，则对任意的正数 t 有

t（x1 + x2） > t（y1 + y2）

即消费者都会偏好（tx1 ，tx2）胜过偏好（ty1 ，ty2），故得证。

因此，完全替代是相似偏好的一个特例。

3. 说明柯布—道格拉斯偏好是相似偏好？

【考察内容】柯布—道格拉斯偏好以及相似偏好。

【参考答案】证明方法同上。由于柯布—道格拉斯的效用函数为

u（x1 ，x2） = xα
1 x1 - α

2

对于两种消费束（x1 ，x2）和消费束（y1 ，y2），如果消费者偏好（x1 ，x2）胜过偏好（y1 ，

y2），即 u（x1 ，x2） > u（y1 ，y2）

而 u（tx1 ，tx2） = （tx1）
α（tx2）

1 - α = tu（x1 ，x2）

所以对任意的正数 t 有

u（tx1 ，tx2） = tu（x1 ，x2） > tu（y1 ，y2） = u（ty1 ，ty2）

即消费者都会偏好（tx1 ，tx2）胜过偏好（ty1 ，ty2），故得证。

因此，柯布—道格拉斯偏好是相似偏好。

4. 收入提供曲线对于恩格尔曲线，就像价格提供曲线对于什么曲线？

【考察内容】收入提供曲线、恩格尔曲线以及价格提供曲线、需求曲线的概念。

【参考答案】就像价格提供曲线对于需求曲线。

收入提供曲线是指预算线平行地向外移动时，会产生的一连串的需求束，把这一连串

的需求束连接起来的曲线就是收入提供曲线。收入提供曲线也称为收入扩展线。

恩格尔需求曲线表示的是在所有商品的价格保持不变时，需求随收入的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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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参见第 2 章读书笔记）。

图 6 3 凹偏好情况下的最优选择

5. 如果偏好是凹的，消费者会一起消费两种商

品吗？

【考察内容】凹偏好的最优选择。

【参考答案】消费者不会一起消费两种商品。

凹的偏好只能产生其中一种商品是零消费的最佳

消费束。

凹偏好是指消费者对端点消费束的偏好甚于

对平均消费束的偏好，其最优选择永远是边界选

择，如图 6 3 所示，所以不会一起消费。

6. 汉堡包和小甜圆面包是互补品还是替代品？

【考察内容】互补品，替代品概念。

【参考答案】一般来说，它们是互补品，但也不排除是替代品的可能。

通常情况下，我们将汉堡包和小甜圆面包一起消费，汉堡包消费得越多，则小甜圆面

包也消费得越多，因此它们是互补品。

但也不排除个别情况，他在汉堡包和小甜圆面包之间只选择一种进行消费，那么它们

就是替代品。

7. 在完全互补的情况下，商品 1 的反需求函数是什么形式？

【考察内容】完全互补的反需求函数。

【参考答案】在完全互补的情况下，商品 1 的反需求函数为 p1 =
m
x1

- p2 。

消费者的偏好为完全互补的偏好，也就是说消费者每消费一单位的 x1 ，必定会消费固

定比例单位的 x2 ，我们从课本中知道，完全互补品情况下的商品 1 和商品 2 的最优选择为

x1 = x2 = x =
m

p1 + p2

因此，商品 1 的反需求函数为 p1 =
m
x1

- p2 。

8. “如果需求函数是 x1 = - p1 ，那么，反需求函数就是 x = -
1
p1

”这 个结论是对的还

是错的？

【考察内容】反需求曲线。

【参考答案】 这个结论是错的。由需求函数是 x1 = - p1 ，得到反需求函数就是

p1 = - x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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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显 示 偏 好

读 书 笔 记

1. 显示偏好：是按某种预算实际需求的商品束和按这种预算能够需求的商品束之间

的一种关系。

2. 显示偏好原理：

直接显示偏好：设（x1 ，x2）是消费者在收入为 m，价格为（p1 ，p2）的预算约束下的需

求束，则有：p1 x1 + p2 x2 = m；（y1 ，y2）是在上述预算约束下，消费者也能够购买得起的商

品束，即有：p1 y1 + p2 y2 ≤ m，那么将有：p1 x1 + p2 x2 ≥ p1 y1 + p2 y2 。如果上述不等式满足，

而且（y1 ，y2）又确实是不同于（x1 ，x2）的商品束，我们就说（x1 ，x2）是（y1 ，y2）的直接显

示偏好。

间接显示偏好：如果（x1 ，x2）直接显示偏好于（y1 ，y2），而（y1 ，y2）又直接显示偏好

于（z1 ，z2），那么由传递性，我们可以得到（x1 ，x2）间接显示偏好于（z1 ，z2）。

3. 显示偏好弱公理（WARP）：如果（x1 ，x2）被直接显示偏好于（y1 ，y2），且（x1 ，x2）

和（y1 ，y2）不同，那么（y1 ，y2）就不可能被直接显示偏好于（x1 ，x2）。

4. 显示偏好强公理（SARP）：如果（x1 ，x2）是（y1 ，y2）的显示偏好（直接或间接）且

（y1 ，y2）与（x1 ，x2）不同，则（y1 ，y2）不可能是（x1 ，x2）的直接或间接显示偏好。

5. 指数：假定在时期 t，价格是（pt
1 ，pt

2），消费者的选择是（xt
1 ，xt

2），在基期 b，价格是

（pb
1 ，pb

2），消费者的选择是（xb
1 ，xb

2）。

为了计算数量指数，我们令 w1 和 w2 为某种计算平均数的权数，那么我们就能得到下

面的数量指数：

Iq =
w1 xt

1 + w2 xt
2

w1 xb
1 + w2 xb

2

拉氏数量指数：我们用基期价格，即时期 b 的价格作为权数，我们得到的指数为

Lq =
pb

1 xt
1 + pb

2 xt
2

pb
1 xb

1 + pb
2 xb

2

帕氏数量指数：我们用计算期价格，即时期 t 的价格作为权数，我们得到的指数为

P q =
pt

1 xt
1 + pt

2 xt
2

pt
1 xb

1 + pt
2 xb

2

相似地，我们可以定义价格指数为



Ip =
w1 pt

1 + w2 pt
2

w1 pb
1 + w2 pb

2

拉氏价格指数：我们用基期数量，即时期 b 的数量作为权数，我们得到的指数为

Lp =
pt

1 xb
1 + pt

2 xb
2

pb
1 xb

1 + pb
2 xb

2

帕氏价格指数：我们用计算期数量，即时期 t 的数量作为权数，我们得到的指数为

P p =
pt

1 xt
1 + pt

2 xt
2

pb
1 xt

1 + pb
2 xt

2

课后习题详解

1. 当价格为（p1 ，p2） = （1，2）时，消费者需求（x1 ，x2） = （1，2）；当价格为（q1 ，

q2） = （2，1）时，消费者需求（y1 ，y2） = （2，1），这种行为与最大化行为模型相一致吗？

【考察内容】显示偏好弱公理。

【参考答案】不一致。

显示偏好弱公理：假定一个商品束（x1 ，x2）是价格为（p1 ，p2）时的需求束，另一个商

品束（y1 ，y2）是价格为（q1 ，q2）时的需求束，那么只要

p1 x1 + p2 x2 ≥ p1 y1 + p2 y2

就不可能再有

q1 y1 + q2 y2 ≥ q1 x1 + q2 x2

图 7 1

用文字 表 述 就 是：如 果 在 购 买 商 品 束

（x1 ，x2）时，有能力购买商品束（y1 ，y2），但

消费者却选择了商品束（x1 ，x2），那么当该消

费者选择购买商品束（y1 ，y2）的时候，商品束

（x1 ，x2）就一定是无力购买的。

因为 p1 x1 + p2 x2 = 5，p1 y1 + p2 y2 = 4，可

知 p1 x1 + p2 x2 ≥ p1 y1 + p2 y2 ，但由于q1 x1 +q2 x2

= 4，q1 y1 + q2 y2 = 5，故有 q1 y1 + q2 y2 ≥ q1 x1

+ q2 x2 ，根据显示偏好的定义可知此违背了显

示偏好弱公理，因此与最大化的行为模型不

一致，如图 7 1 所示。

2. 当价格为（p1 ，p2） = （2，1）时，消费者需求（x1 ，x2） = （1，2）；当价格为（q1 ，

q2） = （1，2）时，消费者需求（y1 ，y2） = （2，1），这种行为与最大化行为模型相一致吗？

【考察内容】显示偏好弱公理。

【参考答案】这种行为与最大化行为模型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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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由题目中的数据知，p1 x1 + p2 x2 = 4，p1 y1 + p2 y2 = 5，可知 p1 x1 + p2 x2 < p1 y1 +

p2 y2 ，又由于 q1 x1 + q2 x2 = 5，q1 y1 + q2 y2 = 4，故有 q1 x1 + q2 x2 ≥ q1 y1 + q2 y2 ，所以 p1 x1 + p2 x2

≥ p1 y1 + p2 y2 和 q1 y1 + q2 y2 ≥ q1 x1 + q2 x2 。

图 7 2

没有同时成立，因此满足显示偏好

弱公理，因此是一致的，如图 7 2 所示。

3. 在前面的练习中，消费者更偏好

哪一个消费束，消费束 X 还是消费束 Y？

【考察内容】显示偏好。

【参考答案】无法判断消费者偏好

的是哪个消费束。

因为当消费者消费 x 时，消费束 y

是不在预算集里，因此是不能够消费的，

同样，当消费者消费 y 时，消费束 x 也是不能够被消费的。所以无法判断。

4. 我们看到，社会保险金对于价格变动所作的调整，通常使得社会保险金领取人的

境况至少与基期时的境况一样好。问题是，不论他们具有哪种偏好，哪种价格变动会使他

们的境况恰好保持不变？

【考察内容】社会保险金的基年消费。

【参考答案】如果两种价格的变动量相同，则基年消费束仍为最优。

对于保险金，（xc
1 ，xc

2）为初始禀赋，基期的预算线为 p1 x1 + p2 x2 = p1 xc
1 + p2 xc

2 。

当价格同比例变换时，消费者的预算线 p1 x1 + p2 x2 = p1 xc
1 + p2 xc

2 两边同时除以一个

数。仍然是原来的预算线，在同样的预算线下，消费者的境况自然保持不变。

5. 在与上一个问题相同的框架中，对于所有的价格变动，哪一种偏好能使消费者的

图 7 3

境况恰好与基期时的境况一样好？

【考察内容】完全互补。

【参考答案】当偏好完全互补时，对于所

有的价格变动，消费者的境况恰好与基期时

的境况一样好，如图 7 3 所示。在图 7 3

中，线 1 是初始的预算线，当价格变动时，消

费者的预算线只会围绕基期的最优点旋转，

线 2 就是价格变化后的预算线。由图 7 3 可

知，价格的变化不会影响消费者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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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斯勒茨基方程

读 书 笔 记

1. 价格变化对需求影响的斯勒茨基分解：由于一种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动时，会有两

种效应产生：你能用一种商品来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比率会发生变化；你收入的全部购买

力也会发生变化。

替代效应是由于两种商品之间交换比率的变化所引起的需求变化，也就是上面所讲

的第一种效应。

收入效应是由于收入的实际购买力发生了变化而引起的需求变化，也就是上面所讲

的第二种效应。

斯勒茨基分解法是这样对价格变化对需求的影响进行分解的：

第一步，让相对价格发生变动，同时调整货币收入使购买力保持不变；

第二步，对购买力进行调整，同时使相对价格保持不变。

2. 斯勒茨基方程：
Δx1

Δp1

=
Δxs

1

Δp1

- x1

Δxm
1

Δp1

如果把上述的斯勒茨基方程写成微分形式，即

x1（p1 ，p2 ，珚m）

p1

=
xs

1（p1 ，p2 ，珋x1 ，珋x2）

p1

- x1

x1（p1 ，p2 ，珚m）

m

其中，xs
1（p1 ，p2 ，珋x1 ，珋x2）为斯勒茨基需求方程，即在价格为（p1 ，p2），收入正好能

够购买得起商品束（珋x1 ，珋x2）时 消 费 者 的 需 求 函 数。而 x1（p1 ，p2 ，珚m）是 马 歇 尔 需 求

函数。

上式中左边的项
x1（p1 ，p2 ，珚m）

p1

为总效应，右边的第一项
xs

1（p1 ，p2 ，珋x1 ，珋x2）

p1

为替代

效应，右边的第二项 - x1

x1（p1 ，p2 ，珚m）

m
为收入效应。

3. 替代效应的非正性：替代效应的符号是非正的，其原因可以用显示偏好弱公理来

解释。

注意：当偏好极为特殊（比如说完全互补的偏好等）的时候才会使得替代效应为零，

一般情况下替代效应总是负的，所以在平时的讨论中，我们一般都会说替代效应是负的。

4. 需求法则：如果一种商品的需求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那么这种商品的需求一

定随着价格的上升而下降。

注意：需求法则是从斯勒茨基方程推出的，因为如果一种商品的需求随着收入的增



加而 增 加，即
x1（p1 ，p2 ，珚m）

m
> 0，那 么 有 - x1

x1（p1 ，p2 ，珚m）

m
< 0，又 因 为 有

xs
1（p1 ，p2 ，珋x1 ，珋x2）

p1

< 0，所以
x1（p1 ，p2 ，珚m）

p1

< 0。

5. 正常商品与低档商品的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分析：

正常商品的需求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的，即
x1（p1 ，p2 ，珚m）

m
> 0。那么收入效应就

是负的，即 - x1

x1（p1 ，p2 ，珚m）

m
< 0；又由于替代效应是负的，即

xs
1（p1 ，p2 ，珋x1 ，珋x2）

p1

< 0；所

以总效用也是负的，即
x1（p1 ，p2 ，珚m）

p1

< 0。也就是说，正常商品的需求总是随着价格的上

升而下降。

低档商品的需求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即
x1（p1 ，p2 ，珚m）

m
< 0。那么收入效应就

是正的，即 - x1

x1（p1 ，p2 ，珚m）

m
> 0；但替代效应是负的，即

xs
1（p1 ，p2 ，珋x1 ，珋x2）

p1

< 0；所以

总效应的符号是不能确定的，具体要看收入效应的绝对值和替代效应绝对值大小的比较。

如果收 入 效 应 的 绝 对 值 小 于 替 代 效 应 的 绝 对 值，那 么 总 效 用 还 是 负 的，即

x1（p1 ，p2 ，珚m）

p1

< 0，这种商品就是普通低档商品（也就是不是吉芬商品的低档商品）。虽

然商品 x1 是低档商品，但是它的收入效应的绝对值小于替代效应的绝对值，所以总效应仍

然是负的。

如果收 入 效 应 的 绝 对 值 大 于 替 代 效 应 的 绝 对 值，那 么 总 效 用 就 是 正 的，即

x1（p1 ，p2 ，珚m）

p1

> 0，这种商品就是吉芬商品。

商品 x1 是低档商品，且收入效应的绝对值大于替代效应的绝对值，所以总效应为正。

6. 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例子：

（1）完全互补的偏好只有收入效应，没有替代效应；

（2）完全替代的偏好只有替代效应，没有收入效应（这个结论是针对价格变化足够大

会使得对于一种商品的需求由零变为大于零时的情况）；

（3）拟线性偏好的效用函数中非线性部分的商品只有替代效应，没有收入效应。

7. 价格变化对需求影响的希克斯分解：希克斯分解与斯勒茨基分解的区别在于替代

效应的不同———希克斯替代效应不是保持购买力不变而是保持效用不变。这在图形中的

表现就是平行与价格变化后的预算线的辅助线的画法不同，希克斯分解中的那条辅助线

是与原来的无差异曲线相切，而斯勒茨基分解中的辅助线是经过价格变化前的需求束。

按照希克斯分解定义的替代效应，斯勒茨基方程可以写成

x1（p1 ，p2 ，m）

p1

=
xh

1（p1 ，p2 ，珔u）

p1

- x1

x1（p1 ，p2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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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习题详解

1. 假定消费者对于两种商品的偏好符合完全替代的情况，你能以使全部需求变动归

因于收入效应的方式改变商品的价格吗？

【考察内容】消费量的变化因素。

【参考答案】可以的。

我们现在以红、蓝铅笔为例子。假定红铅笔 10 美分一支，蓝铅笔 5 美分一支，消费者

在铅笔上的支出是 1 美元。于是她将消费 20 支蓝铅笔。如果蓝铅笔的价格下降到 4 美

分一支，她将消费 25 支蓝铅笔，可见，消费量的变化完全取决于收入效应。

2. 假定偏好是凹的，替代效应仍然是负的吗？

8 1 替代效应的非正性

【考察内容】替代效应的非正性。

【参考答案】仍然是负的。

当偏好极为特殊（比如说完全互补的偏好

等）的时候才会使得替代效应为零，其他情况

下替代效应总是负的，比如本题的凹偏好，其

替代效应是负的。所以我们在此只讨论一般

情况下的替代效应为负。

如图 8 1 所 示，假 设 原 来 的 预 算 线 为

CD，消费者在预算线 CD 下的最优选择为 A

点。现在商品 x1 的价格下降，那么预算线变

为 CG。根据斯勒茨基分解的方法，我们作一条辅助线 EF，使 EF 经过 A 点，并且 EF 与

CG 平行。那么消费者在预算线 EF 的选择点相对于 A 点的需求变化就是斯勒茨基替代

效应。

由于消费者在预算线为 CD 时，选择了 A 点，由显示偏好我们知道，消费者对 A 点的

偏好胜过 EA上的任何一点。当预算线为 EF 时，由显示偏好弱公理可以知道，消费者一

定不会选择 EA上的任何一点，即消费者的选择就一定会在 AF 上。那么消费者选择的 x1

的消费量一定超过 A点的 x1 的消费量 x1 ' 。即消费者对 x1 的需求量一定会增加。所以当

x1 的价格下降时对 x1 的需求一定会增加，即斯勒茨基替代效应一定是非正的。

3. 在征收汽油税的例子中，如果不是根据最终消费的汽油量 x' ，而是根据最初消费

的汽油量 x 向消费者退税，情况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考察内容】税收对收入效应的影响。

【参考答案】收入效应将不存在，消费者的汽油消费量将减少，但他们的境况不会

变差。

假设最初的预算线为 px + y = m，其最优选择为（x，y），即 px + y = m，而实行

退税计划后的预算约束是（p + t）x' + y' = m + tx' 。

在新的预算约束中，普通消费者选择的是等式左边的变量 ——— 对每种商品的消费，

而等式右边 ——— 收入加政府退税 ——— 视作保持不变，退税额取决于所有消费者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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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

而不是普通消费者的行为。

在新的预算线下，原来的最优选择（x，y）仍

然满足方程（p + t）x' + y' = m + tx' ，所以新的预算线

经过原先的最优选择点，因此现在的境况至少和原

先的一样好。又由显示偏好弱公理可知，汽油消费量

会减少，如图 8 2 所示。

4. 在上面这个问题中，政府支出比它征的税收

更多还是更少？

【考察内容】征税对政府的影响。

【参考答案】如图 8 2 所示，政府得到的税收为

tx' ，支出为 tx，所以政府受损。

我们可以从图 8 2 中看出，也可以根据显示偏好原理，在新的预算线下，消费者的消

费量会减少。所以政府的税收收入为 tx' ，而支出为 tx，所以政府受损。

5. 如果实际上是根据最初的消费量进行退税，那么，消费者的境况是变得更好呢，还

是变得更坏？

【考察内容】退税的影响。

【参考答案】消费者的境况会变得更好。

由于消费者有能力支付原来的消费束，所以他们的境况不会变差。原因是政府返还

给他们的钱大于他们由于汽油价格上涨而损失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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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购 买 和 销 售

读 书 笔 记

1. 禀赋、总需求和净需求：

禀赋：消费者在进入市场之前所拥有的商品的数量。在只有两种商品的模型中，我

们可以用（w1 ，w2）来表示禀赋，其中 w1 是消费者进入市场之前所拥有的商品 1 的数量，

w2 是消费者进入市场之前所拥有的商品 2 的数量。

商品总需求：消费者对这种商品的实际最终消费的数量。

商品的净需求：消费者最终拥有的商品量（总需求）同初始禀赋之间的差距。

如果令（x1 ，x2）为总需求，那么（x1 - w1 ，x2 - w2）就是净需求。

2. 有禀赋的预算约束：

有禀赋的预算约束为 p1 x1 + p2 x2 = p1 w1 + p2 w2 ；我们也可以用净需求把这条预算线表

示为 p1（x1 - w1）+ p2（x2 - w2） = 0。

3. 价格变动对预算线的影响以及消费者福利的变化：

（1）相对价格变化对预算线的影响：相对价格变化会使得预算线绕着禀赋点旋转。

因为不论价格怎样变化，禀赋点是消费者总能消费得起的一个商品束。

拥有禀赋时商品相对价格变化对消费者的福利影响的几个结论（如图 9 1 所示）。

图 9 1 商品 1 的价格下降

（a）如果某消费者出售的商品价格下降，而该消费者决定继续出售这一商品，他的福

利状况一定变差。

（b）如果消费者出售的商品价格下降，该消费者决定转而购买这一商品，则在不知道

具体的效用函数的情况下，无法确定这个消费者的福利状况是变好还是变差。



（c）如果某消费者购买的商品价格上升，而该消费者决定继续购买这一商品，他的福

利状况将变差。

（d）如果某消费者购买的商品价格上升，该消费者决定转而销售这一商品，则在不知

道具体的效用函数的情况下，无法确定这个消费者的福利状况是变好还是变差。

注意：结论（a）和（b）如图 9 1 所示，对于结论（c）和（d）的分析也可按此图的方法

进行画图，用显示偏好理论推导出来。

（2）相对价格变化时消费者决策的几个结论（如图 9 2 所示）。

图 9 2 消费者的决策

（a）如果某消费者购买的商品价格下降，那么他就会继续充当该商品的购买者；

（b）如果某消费者出售的商品价格上升，那么他就会继续充当该商品的销售者。

4. 价格提供曲线：描述的是消费者在价格变化时所有可能消费的两种商品的各

种组合。

5. 修正的斯勒茨基方程：

x1（p1 ，m（p1））

p1

=
xs

1（p1）

p1

-
x1（p1 ，m）

m
x1 +

x1（p1 ，m）

m
w1

或
x1（p1 ，m（p1））

p1

=
xs

1（p1）

p1

+（w1 - x1）
x1（p1 ，m）

m

其中：
xs

1（p1）

p1

是替代效应；-
x1（p1 ，m）

m
x1 是普通收入效应；

x1（p1 ，m）

m
w1 是禀赋

收入效应。

6. 劳动供给的预算约束：用 C 表示消费者的消费量，p 表示消费价格，w 表示工资

率，L 表示劳动供给量，M 表示非劳动收入，我们得到预算约束：pC = M + wL。

令 珔C =
M
p

，珔L 表示最大的劳动供给量。我们得到 pC + w（珔L - L） = p珔C + w珔L。

定义 R = 珔L - L，表示闲暇时间，那么有 pC + wR = p珔C + w珔R。

7. 劳动供给的比较静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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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供给的斯勒茨基方程为

R（w，m（w））

w
= Rs（w）

w
- R（w，m）

m
R + R（w，m）

m
珔R

或
R（w，m（w））

w
= Rs（w）

w
+（珔R - R）

R（w，m）

m

假定闲暇是一种正常商品，那么就意味着
R（w，m）

m
> 0，那么普通收入效应就是负

的，即 - R（w，m）

m
R < 0；替代效应一定是负的，即

Rs（w）

w
< 0；而禀赋收入效应却是正

的，即
R（w，m）

m
珔R > 0。而要判定总效应的符号，就要比较禀赋收入效应的绝对值和替代

效应与普通收入效应和的绝对值的大小。

8. 实际工资：消费者放弃 1 小时闲暇所得到的消费量。

课后习题详解

1. 假设消费者的净需求是（5， - 3），禀赋是（4，4），那么，他的总需求是多少？

【考察内容】禀赋、总需求和净需求的关系。

【参考答案】他的总需求是（9，1）。

根据以上可知，总需求等于净需求加禀赋，所以总需求为（9，1）。

2. 价格是（p1 ，p2）=（2，3），并且，消费者的现期消费是（x1 ，x2）=（4，4）。存在这

两种商品的完美市场，在那里商品进行买卖是没有成本的。消费者一定偏好消费需求束

（y1 ，y2） = （3，5）吗？他一定偏好拥有需求束（y1 ，y2）吗？

【考察内容】消费者现期消费。

【参考答案】消费者不一定偏好消费束（y1 ，y2）=（3，5），但消费者一定偏好拥有需

求束（y1 ，y2）。

按现行的价格，需求束（y1 ，y2）=（3，5）的成本为2 × 3 + 3 × 5 = 21 大于需求束（x1 ，

x2）=（4，4）的成本2 × 4 + 3 × 4 = 20。所以消费者不一定偏好消费束（y1 ，y2）=（3，5）。

但他一定愿意拥有它，因为他可以将它卖掉，而且商品进行买卖是没有成本的，然后

再购买一个他偏好的需求束。

3. 价格是（p1 ，p2） = （2，3），消费者的现期消费是（x1 ，x2） = （4，4）。现在价格变

为（q1 ，q2） = （2，4），在这些新的价格下，消费者的境况会变得更好一些吗？

【考察内容】价格变动对预算线的影响以及消费者福利的变化。

【参考答案】在这些新的价格下，消费者的境况不一定会变得更好。

在新的价格下，消费者的境况的变化取决于他是那个变得更贵商品的净购买者还是

净销售者。如果他是那个变得更贵商品的净购买者，那么随着价格上升，则他的境况会变

差。如果他是那个变得更贵商品的净销售者，那么随着该商品价格的上升，他获得的收入

会变多，则他的境况会变好。

4. 美国现在使用的汽油约有一半是进口的，其余部分需要由国内生产来满足。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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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能否上升一些以使得美国的境况变得更好？

【考察内容】价格变动对预算线的影响。

【参考答案】石油价格能上升一些以使得美国的境况变得更好，但前提条件是只有美

图 9 3

国转变成为一个石油的净出口国时才有可能。如

果石油价格上升以后，美国仍然是净进口国，那么

美国的境况会变得更差，如果是净出口国，则境况

会变好。

假设石油价格为 p，需求量为 x，花在其他上

的支出为 m，最初的禀赋为 珋x 和 珚m，则预算线为

px + m = p珋x + 珚m

最优选择为（x，m），如图 9 3 所示，现在

石油价格上涨，如果美国选择在 AB 段消费，即是

净进口国，那么他的境况会变差。如果在 BC 段消

费，则美国是石油净出口国，那么美国的境况有可

能变得更好，也有可能变得更差，视无差异曲线而定。

5. 假设出现奇迹，一天的小时数从 24 增加到 30（碰巧发生在考试周的前夕），这将怎

样影响预算约束？

【考察内容】禀赋变化对预算线的影响。

【参考答案】新预算线将向外移动，并与原预算线平行，因为增加一天的时间是个纯

粹的禀赋效应。

6. 如果闲暇是一种低档商品，关于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你能得到什么结论？

【考察内容】劳动供给的比较静态分析。

【参考答案】如果闲暇是一种低档商品，那么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为正。

由劳动供给的斯勒茨基方程：

R（w，m（w））

w
= Rs（w）

w
+（珔R - R）

R（w，m）

m

这里，w 表示工资率，M表示非劳动收入，R = 珔L - L，表示闲暇时间。如果闲暇是一种

低档商品，那么就意味着
R（w，m）

m
< 0，由于（珔R - R） > 0，所以收入效应为负。

由于替代效应也为负，这样加总的效应为负，即工资上涨引起闲暇的减少，进而劳动

供给增加，所以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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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跨 时 期 选 择

读 书 笔 记

1. 跨时期预算约束和跨时期偏好：（c1 ，c2）表示每个时期的消费量，（m1 ，m2）表

示每 个时期消费者拥有的收入，r 为两个时期之间 的 利 率。则 跨 时 期 预 算 约 束 可 以

表示为：

现值形式： c1 +
c2

1 + r
= m1 +

m2

1 + r

未来值形式： （1 + r）c1 + c2 = （1 + r）m1 + m2

跨时期偏好：我们可以把两个时期的消费看作是两种商品，这样便容易理解消费者

跨时期的偏好了。

2. 比较静态分析：利率变化后消费者决策的几个结论：

（a）如果一个人是一位贷款者，那么利率上升后，他仍会是一个贷款者；

（b）如果一个人是一位借款者，那么利率下降后，他仍会是一个借款者。

利率变化后消费者福利状况变化的几个结论（见图 10 1）：

图 10 1

（a）如果某个消费者一开始是个借款者，当利率上升后，他决定仍然做一个借款者，

那么他的福利状况一定变差。

（b）如果某个消费者一开始是个贷款者，当利率下降后，他决定仍然做一个贷款者，

那么他的福利状况一定变差。

3. 斯勒茨基方程和跨时期选择：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说，利率的提高意味着他明天必

须支付更多的利息。替代效应将促使他在现期减少借款，从而减少消费。



4. 通货膨胀：令 ρ 代表实际利率，r 代表名义利率，π 代表通货膨胀率。则有（1 +

ρ）（1 + π） = 1 + r，所以有（1 + ρ） =
1 + r

（1 + π）
，进而得到 ρ =

r - π
（1 + π）

，当 π 较小的时候

有ρ ≈ r - π成立。

上式的经济学意义是：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但必须注意的是只

有当 π 较小的时候，ρ≈ r - π 才比较有效。而 ρ =
r - π

（1 + π）
不管 π 的大小，都是一个准确

的公式。

税前利率和税后利率的差别是税收楔子。假设 r 为税前利率，t 为税率，则税后利率为

（1 - t）r。

5. 现值的用途：如果消费者能按市场利率进行借贷，具有较高现值的禀赋就会使他

在每个时期获得更多的消费可能性。

（1）假设一项投资的收入流为（M1 ，M2 ，⋯，MT），它必须有支付流（P1 ，P2 ，⋯，

P T）来购买。如果 M1 +
M2

1 + r
+ ⋯ +

MT

（1 + r）T- 1 > P1 +
P2

1 + r
+ ⋯ +

P T

（1 + r）T- 1 ，这项投资

就值得进行。

（2）净现值 NPV = （M1 - P1） +
M2 - P2

1 + r
+ ⋯ +

MT - P T

（1 + r）T- 1 > 0，这项投资也值

得进行。

课后习题详解

1. 如果利率是 20% ，那么 20 年后支付的 100 万美元在今天的价值是多少？

【考察内容】现值的概念。

【参考答案】如果利率是 20% ，那么 20 年后支付的 100 万美元在今天的价值是 3 万

美元。

从书上表 10. 1 中，我们可以得出利率是 20% ，20 年后支付的 1 美元的现值是 0. 03

美元，所以 20 年后的 100 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

100 万 × 0. 03 = 3 万（美元）

2. 当利率提高时，跨时期的预算约束是变得更陡峭还是更平坦？

【考察内容】跨时期的预算方程。

【参考答案】当利率提高时，跨时期的预算线会变得更陡峭。

分析：（c1 ，c2）表示每个时期的消费量，（m1 ，m2）表示每个时期消费者拥有的收入，r

为两个时期之间的利率。则跨时期预算约束可以表示为：

现值形式： c1 +
c2

1 + r
= m1 +

m2

1 + r

未来值形式： （1 + r）c1 + c2 = （1 + r）m1 +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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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预算线的斜率等于 - （1 + r）。当利率提高时，r 变大，因此预算线会变得更陡峭。

3. 在研究跨时期的食品购买时，商品完全替代的假设是否仍然有效？

【考察内容】跨时期的选择和完全替代的概念。

【参考答案】商品完全替代的假设无效。

分析：如果商品是完全替代品，则消费者只会购买价钱较便宜的那种。在跨时期选

择中，这意味着消费者只在一个阶段购买商品，这看上去并不现实。事实上，消费者不可

能只在当期或下期消费所有商品，而在其他期不消费商品。

所以完全替代的假设在研究跨时期的商品购买时是无效的。

4. 一个消费者，最初他是一个贷款人，并且即使利率下跌后，他仍然是一个贷款人，

在利率变动后，这个消费者的境况是变好还是变坏？如果这个消费者在利率变动后转变

为一个借款人，他的境况是变好还是变坏？

【考察内容】利率变化对消费者决策的影响。

【参考答案】一个消费者，如果最初是一个贷款人，并且利率下跌后，他仍然是一个贷

款人，在利率变动后，这个消费者的境况肯定会变坏。如果这个消费者在利率变动后转变

为一个借款人，他的境况就不能判断是变好还是变坏。

分析：

在图 10 2 中，因为消费者最初是贷款者，那么他的选择必定在 m1 的左边，假设 X 点

代表消费者的最初选择，当利率下降后，跨时期选择变得更加平坦，如果他还是贷款者，那

么在新预算线下，他的选择也必定在 m1 的左边，假设利率下降后的新的选择为 Y。

由于 Y点在原来预算线范围内，这就意味着，在利率变化前，消费者可以选择 Y点，但

消费者选择了 X 点，那么由显示偏好原理可知，消费者一定偏好于 X 点对应的消费束胜

于 Y点对应的消费束。

因此，最优选择从 X 点变到 Y点，消费者的境况变得更差。

图 10 2 图 10 3

如果消费者在利率下降后，从贷款者变为借款者，那么就无法判断，如图 10 3 所示。

当消费者利率下降后，消费者的最优选择变为 Z 点，此时消费者选择了在原始预算线

下无法选择的点，但这不表明对消费者而言，Z 点比 X 点更好或是更差。因此此时无法判

断消费者的境况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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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利率是 10% ，一年后的 100 美元的现值是多少？如果利率是 5% ，它的现值又

是多少？

【考察内容】利率变化对现值的影响。

【参考答案】如果利率是 10% ，一年后的 100 美元的现值为

100
1. 1

= 90. 91（美元）

当利率变为 5% 时，现值变为

100
1. 05

= 95. 24（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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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资 产 市 场

读 书 笔 记

1. 资产：长期提供服务流的商品或提供货币流，后者为金融资产。

2. 资产的报酬率：

有关资产报酬率的简单原理：

如果资产所提供的现金流不存在不确定性，则所有资产具有相同的报酬率。

报酬率的调整过程：

假设存在两种资产：资产 A：时期 0 的价格是 p0 ，时期 1 的价格是 p1 ；

资产 B：在时期 0 和时期 1 之间，它将支付利率 r。

现在有一美元要投资，则有两种投资策略：

投资策略 1：投资资产 A，在时期 0 可以购买的资产 A 的数量为
1
p0

，则在时期 1 投资

者拥有的资产价值为
p1

p0

。

投资策略 2：投资资产 B，到时期 1 时拥有的资产价值为 1 + r。

这种投资策略叫无风险套利，它在金融学中是金融资产定价的基础。

最终的均衡条件为 1 + r =
p1

p0

，此时不存在无风险套利的机会，因此这种均衡条件也

叫做无风险套利条件。

无风险套利条件意味着 p0 =
p1

1 + r
，它的经济学意义为资产的时价必定等于它的

现值。

3. 具有消费报酬的资产：具有消费报酬的资产收益率的均衡条件：r =
T + A

P
。其中，

T 是具有消费报酬的资产暗含的租金，A是该资产预期的增值量。

4. 不同的资产按不同方法征税意味着套利规则必须对照报酬率调整税收差别：假定

一种资产支付的税前利率是 rb，另一种资产支付的免税利率是 re，如果税率为 t，那么报酬

率均衡的条件为（1 - t）rb = re。

5. 金融中介：

（1）使利率及时地调整，从而使资金的供给和需求相等。

（2）可以促使消费者通过交换自己的禀赋来改变自己的收入型式。



课后习题详解

1. 假定资产 A 在下个时期能卖 11 美元。如果与 A 相似的资产的报酬率是 10% ，请

问资产 A 的现值是多少？

【考察内容】资产报酬率和现值的概念。

【参考答案】资产 A 的现值为 P =
11

1. 1
= 10 美元。

2. 一所住房，你可以先按 1 万美元的价格出租 1 年，然后再按 11 万美元的价格将它

出售，现在这所房子可以按 10 万美元购置。请问，这幢房子的报酬率是多少？

【考察内容】资产报酬率。

【参考答案】这栋房子的报酬率是 20% 。

出租房子可获得 1 万美元，现在 10 万美元购买房子，一年后以 11 万美元出售，即总

共获得了 2 万美元的收益，因此报酬率为
2
10

× 100% = 20% 。

3. 某种类型债券（如市政公债）的利息收入是不纳税的。如果类似的应税债券支付

10% 的利率，人们面临的边际税率是 40% ，那么不纳税债券的报酬率应该是多少？

【考察内容】报酬率。

【参考答案】不纳税债券的报酬率为 6%

不征税的债券的收益率 r 必定为 r = （1 - t）rt，在边际税率为 40% 的条件下，应税债

券支付 10% 的利率经税收调整后为（1 - 40%）× 10% = 6% 。

因此，不纳税债券的报酬率应该是 6% 。

4. 假设一种稀缺资源面临的需求保持不变，它将在 10 年内耗尽。如果替代资源要

按 40 美元的价格才可得到，利率是 10% ，这种稀缺资源在今天的价格应是多少？

【考察内容】稀缺资源的现值。

【参考答案】这种稀缺资源在今天的价格应为 15. 42 美元。

假设存在两种资产：资产 A：时期 0 的价格是 p0 ，时期 1 的价格是 p1 ；

资产 B：在时期 0 和时期 1 之间，它将支付利率 r。

投资策略：投资资产 B，到时期 1 时拥有的资产价值为 1 + r。

如果 1 + r >
p1

p0

，则投资者可以采用这样一个投资策略：在时期 0，购买价值为 1 美元

的资产 B，同时卖出价值为 1 美元的资产 A，这样就可以毫不费成本地在时期 1 获得收益

（1 + r）-
p1

p0

。

如果 1 + r <
p1

p0

，则投资者可以采用这样一个投资策略：在时期 0，购买价值为 1 美元

的资产 A，同时卖出价值为1 美元的资产 B，这样就可以毫不费成本地在时期1 获得收益
p1

p0

- （1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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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投资策略叫无风险套利，而最终的均衡条件为 1 + r =
p1

p0

，此时不存在无风险套

利的机会，因此这种均衡条件也叫做无风险套利条件。无风险套利条件意味着 p0 =
p1

1 + r
，

它的意义为资产的时价必定等于它的现值。

如果替代资源要按 40 美元的价格才可得到，利率是 10% ，那么该资源今天的价格为

p =
40

（1 + 10%）10 = 15. 42（美元）

即该稀缺资源在今天的价格为 15. 42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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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 不 确 定 性

读 书 笔 记

1. 不确定性：指经济行为者在事先不能准确地知道自己的某种决策的结果。

2. 不确定性和风险：在消费者知道自己某种行为决策的各种可能的结果及其发生的

概率时，这种不确定性的情况为风险。

如果彩票中奖的消费者货币财富为 W1 ，其发生概率为 p（0 < p < 1）；不中奖的消费

者货币财富为 W2 ，其发生概率为 1 - p；那么这种彩票可以表示为：L = ［p，（1 - p）；w1 ，

w2 ］

3. 预期效用：在不确定情况下，消费者做出最优的决策，以期望获得最大化的效用。

u（c1 ，c2 ，π1 ，π2） = π1 v（c1）+ π2 v（c2），其中 0 ≤ π1 ，π2 ≤ 1，π1 + π2 = 1

上式的效用函数经济学意义是：不确定性情况下的效用函数等于每个状态下的某种

效用函数 v（c1）和 v（c2）的加权和，其权数由概率给定。

上述效用函数就是预期效用函数，或被称为冯·诺依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

4. 风险规避、风险爱好和风险中性：假设有一赌博可以以 π1 的概率使自己的财富为

w1 ，以 π2 的概率使自己的财富为 w2 ，我们以符号 g = （π1 w1 ，π2 w2）表示这个赌博。

定义 u（E（g）） = u（π1 w1 + π2 w2），u（g） = π1 u（w1）+ π2 u（w2）

如果对于一个人的预期效用函数有（如图 12 1）：

u（E（g）） > u（g），则称这个人为风险规避者；

u（E（g）） < u（g），则称这个人为风险爱好者；

u（E（g）） = u（g），则称这个人为风险中性者。

图 12 1 风险态度

对于风险态度的定义还有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如果一个人的效用函数是凹的，则称这个人为风险规避者；

如果一个人的效用函数是凸的，则称这个人为风险爱好者；

如果一个人的效用函数是线性的，则称这个人为风险中性者。

5. 确定性等值与风险升水：确定性等值“CE”是一个完全的收入量，在此收入水平上

所对应的效用水平等于不确定条件下期望的效用水平，即 CE 满足 u（CE） = u（g）。

风险升水（risk premium）是指一个收入额度 P，当一个完全确定的收入 E（g）减去该

额度 P 后所产生的效用水平仍等于不确定条件下期望的效用水平。即 u（E（g） - P） =

u（g）。

确定性等值和风险升水的关系：P ≡ E（g）- CE。

6. 降低风险：多样化；购买保险；获得更多的信息。

7. 正仿射变换：在前面对于效用函数的学习中，我们知道对于表示一个偏好的效用

函数，如果对其进行正的单变换，其表示的偏好发生变化。预期效用函数却不具有这一性

质，但是它具有一个相似的性质：对于表示一个偏好的预期效用函数，如果对其进行正仿

射变换，其表示的偏好不变。

8. 预期效用函数的定义：对于不确定性情况下的偏好可以用如下一个特殊的效用函

数表示：

u（c1 ，c2 ，π1 ，π2） = π1 v（c1）+ π2 v（c2），其中 0 ≤ π1 ，π2 ≤ 1，π1 + π2 = 1

上式的经济学意义是：不确定性情况下的效用函数等于每个状态下的某种效用函数

v（c1）和 v（c2）的加权和，其权数由概率给定。

上述效用函数就是预期效用函数，或被称为冯·诺依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

课后习题详解

1. 在图 12 1 中，如何才能达到禀赋点左边的消费点？

【考察内容】转嫁风险。

【参考答案】我们需要一种在坏状况下减少消费，好状况下增加消费的办法。为此，

我们必须出售转嫁亏损的保险，而不是购买它。

禀赋左边的消费点意味着好的状态下会有更多收益，坏状态下会有较大亏损。

2. 下面哪一个效用函数具有期望效用函数的性质？

（a）u（c1 ，c2 ，π1 ，π2） = a（π1 c1 + π2 c2）；

（b）u（c1 ，c2 ，π1 ，π2） = π1 c1 + π2 c2
2 ；

（c）u（c1 ，c2 ，π1 ，π2） = π1 lnc1 + π2 lnc2 + 17。

【考察内容】预期效用函数和正仿射变换的概念。

【参考答案】函数（a）和（c）具有期望效用函数的性质，函数（b）不具有期望效用函数

的性质。

分析：函数（a）是预期效用函数的正仿射变换，函数（c）是标准的预期效用函数，函数

（b）不具有预期效用函数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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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个厌恶风险的人要在以下两种情形之间进行选择：他有 25% 的概率得到1 000

美元，有 75% 的概率得到 100 美元；或者，他可以确定地得到 325 美元。他将如何选择？

【考察内容】风险规避。

【参考答案】他会选择确定地得到 325 美元。

分析：虽然赌局 25% 的概率得到1 000美元，75% 的概率得到 100 美元，它的期望效

用为 E（g） = 1 000 × 25% + 100 × 75% = 325 美元，但由于他是风险厌恶者，因此相对于

赌局本身，他更偏好于赌局的固定收入值为 325 美元的赌局。

4. 在上题中，如果他可以确定地得到 320 美元，他又会如何选择？

【考察内容】不确定下的风险选择。

【参考答案】如果支付额为 320 美元，究竟如何决策取决于效用函数的形式。

分析：这主要看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他对风险与收益的比较，如果选不确定的赌局，

虽然期望效用高，但风险大；如果选确定性的赌局，虽然效用低点，但没有风险，是固定收

入。所以最终，参与赌博的人会选择哪个取决于他本身的效用函数。

5. 请绘制出这样一个效用函数，对于小额赌博，它显示的是偏好风险的行为，而对于

图 12 2

大额赌博，它显示的则是厌恶风险的行为。

【考察内容】风险的判断方法。

【参考答案】风险爱好者的效用函数是凸的，风险

规避者的效用函数是凹的，因此对于小额赌博，它显示

的是偏好风险的行为，而对于大额赌博，它显示的则是

厌恶风险的行为，其效用函数如图 12 2 所示。

6. 为什么相对于火灾来说，在洪灾的情况下，相邻

而居的人们更难以相互地提供保险？

【考察内容】风险的概念以及保险的需求。

【参考答案】要提供自保，风险必须相互独立。但在发生洪灾时并非如此。只要有一

幢邻居的房子被洪水冲坏，所有的房子往往都会被冲坏。对火灾来说，并不是只要有一幢

邻居的房子发生火灾，所有的房子都会被烧毁，所以相邻的人可以通过分担风险而实现自

我保险，一家火灾，多家分担，可以降低风险。所以相对于火灾来说，在洪灾的情况下，相

邻而居的人们更难以相互地提供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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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章 风 险 资 产

读 书 笔 记

1. 均值—方差效用：在这里，均值是对资产收益率的衡量，方差是对资产风险的

衡量。

假设你能在两种不同的资产上进行投资，其中一种是始终支付固定报酬率 rf 的无风

险资产；另一种为风险资产，我们令 rm 表示这种风险资产的预期报酬率，用 σm 表示这种

风险资产报酬率的标准差。

图 13 1 均值方差模型中的最优选择

现在假定你把你财富的 x 部分投资在风险

资产上，把财富的（1 - x）部分投资在无风险资产

上。则你的资产组合的期望报酬率为

rx = xrm +（1 - x）rf

你的资产组合报酬率的标准差为

σx = x2σ2
m +（1 - x）2 ·槡 0 = xσm

联立上述两式，我们就可以得到预算线

rx = rf +
rm - rf

σm

σx

2. 风险的测度及资产价格：

风险的测度：当投资变为组合，σ 不能测度风险，要用 β 来测量。

资产价格：一般取决于它同其他资产是怎样一种相互关系。

β = 股票 i 的风险程度
股票市场的风险程度

=
σi m

σ2
m

其中：σi m表示股票 i 的收益率和股票市场收益率的协方差；σ2
m 表示股票市场收益率

的方差。

如果 β = 1，那么这种股票的风险程度就与整个市场的风险程度相同；

如果 β > 1，那么这种股票的风险程度就大于整个市场的风险程度，这被称为进攻型

的股票；

如果 β < 1，那么这种股票的风险程度就小于整个市场的风险程度，这被称为保守型

的股票。

3. 风险价格的定义：假定人们的偏好仅取决于他们财富的均值和方差，即效用函数



为 U（u，σ），所以我们能够画出表明个人对风险和报酬偏好的无差异曲线，又因为表示风

险的标准差是一种“有害物”，这就意味着无差异曲线将有正的斜率。

消费的选择最优时，无差异曲线的斜率必定等于预算线的斜率，即有：

MRS = -

U
σ
U
u

=
rm - rf

σm

风险价格：我们把均值方差模型中预算线的斜率叫做风险的价格，因为在作出资产

组合的选择时，它度量了风险和报酬是如何交替的。用数学公式表示就是 ：p =
rm - rf

σm

。

4. 风险资产的市场均衡条件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为了得到风险市场的均衡条件，

我们必须对资产的收益率进行风险调整，而风险的调整量应该等于总风险值 βiσm 乘上风

险价格 p，即有：

风险调整 = βiσmp = βiσm

rm - rf

σm

= βi（rm - rf）

假设有两种资产 i 和 j，它们分别具有期望收益率 ri 和 rj，以及 β 值 βi 和 βj，那么它们

一定会满足下列方程：

ri - βi（rm - rf） = rj - βj（rm - rf）

5.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现在假定上述的两种资产中有一种是无风险资产，对于无风

险资产 有 βf = 0。上述风险资产市场的均衡条件就变为：

ri - βi（rm - rf） = rf - βf（rm - rf） = rf

整理上式，可得

ri = rf + βi（rm - rf）

上式就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主要结果。

课后习题详解

1. 如果无风险报酬率是 6% ，某种风险资产的报酬率为 9% ，报酬的标准差为 3% ，那

么，如果你愿意接受的标准差水平是 2% ，你能够获得的最大报酬率是多少？你必须将多

大比例的财富投资于风险资产？

【考察内容】均值—方差效用。

【参考答案】能够获得的最大报酬率是 8% ，并必须将
2
3

的财富投资于风险资产上。

分析：为了产生 2% 的标准差并获得最大报酬率，需要投资于风险资产的财富比例为

x =
σx

σm

=
2%
3%

=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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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资产组合的期望报酬率为

rx = xrm +（1 - x）rf =
2
3

× 9% +
1
3

× 6% = 8%

2. 上题中的风险价格是多少？

【考察内容】风险价格的定义。

【参考答案】风险价格是 1。

由风险价格的计算公式知，上题中的风险价格为

p =
rm - rf

σm

=
9% - 6%

3%
= 1

3. 如果股票的 β 值是 1. 5，市场报酬率是 10% ，无风险报酬率是 5% ，那么，按照资本

资产定价模型，这种股票的期望报酬率是多少？如果股票的期望价值是 100 美元，那么在

今天该股票应该按怎样的价格出售？

【考察内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参考答案】由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我们可以知道均衡状态时，这个投资组合的期望

报酬率为

rp = rf + βp（rm - rf） = 5% + 1. 5 ×（10% - 5%） = 12. 5%

如果股票的期望价格是 100 美元，该股票应该按它的期望现值出售，它的期望现值为

100
（1 + 12. 5%）

= 88. 89（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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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章 消 费 者 剩 余

读 书 笔 记

1. 保留价格：使消费者消费或不消费商品刚好无差异的那个价格叫做保留价格。

假设第 i 单位商品的保留价格为 ri，则消费者刚好在消费 i - 1 单位商品和消费 i 单位

商品之间无差异，则 ri 一定满足方程：u（i - 1，m - （i - 1）·ri） = u（i，m - i·ri）。

2. 补偿变化和等价变化：

补偿变化：价格变化之后使消费者回复到它初始无差异曲线上所必需的收入变化叫做收

入的补偿变化，因为这种收入变化刚好补偿了受价格变化影响的消费者。这种补偿变化测度

的是，如果想要准确地补偿受价格变动影响的消费者，就必须给予消费者多少额外货币。

等价变化：价格变化以前必须从消费者那里取走多少货币，才能使他的境况同他在价格变

化以后的境况一样好。这种变化叫做收入的等价变化，因为就效用变化而论，这种收入变化同

价格变化等价。等价变化测度的是消费者为了避免价格变动而愿意付出的最大收入量。

3. 净消费者剩余：消费者对购买一定量的商品所愿意支付的金额与他按实际支付的

金额之间的差额，也称为剩余效用。

消费者剩余测度的是要消费者放弃他对某种商品的全部消费而必须补偿给他的那个

货币量。

消费者剩余的计算公式为 ΔCS = ∫
p'

p
D（p）dp。

4. 生产者剩余：生产者销售产品实际得到的货币量和意愿换取的货币量之间的差额

就是（净）生产者剩余。

消费者剩余是需求曲线下面的面积，生产者剩余是供给曲线上面的面积（如图 14

1、图 14 2）。

图 14 1 消费者剩余的变化 图 14 2 生产者剩余



5. R 测度因为消费者继续消费的单位支付更多的货币而造成的损失；T 测度因为消

费者减少消费而造成的损失。

课后习题详解

1. 假设存在一种由某个竞争性行业生产的商品，它的单位成本是 10 美元，再假定存

在 100 名消费者，每名消费者只愿意按 12 美元的价格消费 1 单位的这种商品（额外的消

费对他们没有任何价值）。这里，均衡价格和均衡销售量各是多少？如果政府都对这种商

品征收 1 美元的数量税，这种税收的额外净损失是多少？

【考察内容】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理解，总剩余，额外净损失的计算。

【参考答案】均衡价格是 10 美元，均衡销售量是 100 单位商品。如果政府都对这种

商品征收 1 美元的数量税，这种税收的额外净损失是 0。

对于一个竞争性行业来说，均衡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所以由于厂商的单位成本是 10

美元，即边际成本为 10 美元，那么均衡价格也为 10 美元。

同时由于市场均衡价格为 10 美元，而每名消费者都愿意按 12 美元的价格消费 1 单

位的这种商品，即消费者的保留价格高于均衡价格，所以这 100 名消费者都会消费该商

品，因此均衡的销售量是 100 单位商品。

如果政府对这种商品征收 1 美元的数量税，即厂商的边际成本变为 11 美元，所以市

场的均衡价格为 11 美元，仍然低于消费者的保留价格，所以商品的销售量仍为 100 单位，

但此时消费者剩余为（12 - 11）× 100 = 100 美元，因为生产者按边际成本出售，所以生产

者剩余为 0，而政府征税获得的税收为 1 × 100 = 100 美元。因此社会总剩余为 200 美元。对

于原先不征收税收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剩余为（12 - 10）× 100 = 200 美元，生产者剩余为

图 14 3

0，所以总剩余为 200 美元。

因此，这种税收的额外净损失是 0。

2. 假设需求曲线由 D（p） = 10 - p 给出。消费

6 单位商品的总效用是多少？

【考察内容】总效益的计算。

【参考答案】消费 6 单位商品的总效用是 42。

如图 14 3 所示，其总收益即为阴影部分的面

积，由需求曲线为 D（p） = 10 - p，得到反需求曲线

为 p = 10 - q，当 q 为6 时，预期价格为 4，因其总收益

为阴影部分的面积，阴影部分的面积为上底是 4，下

底为 10，高为 6 的梯形，所以面积为（4 + 10）×
6
2

= 42。

3. 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价格从 4 变动到 6，那么，消费者剩余的变化是多少？

【考察内容】消费者剩余变化。

消费者剩余的计算公式为：ΔCS = ∫
p'

p
D（p）dp。也可以采用图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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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如果价格从 4 变动到 6，那么，消费者剩余的变化是 10。

如图 14 4 所示，当价格从 4 变动到 6 时，消费者剩余的变化为阴影部分的面积，即

图 14 4

为梯形的面积，其计算为（4 + 6）×
2
2

= 10。

因此，消费者剩余的变化为 10。

本题也可以直接套用消费者剩余的计算公式，

直接代入即可。

4. 假设消费者消费 10 单位离散商品。价格从

每单位 5 美元提高到 6 美元。然而，在价格变化后，

消费者继续消费 10 单位离散商品。由于这次价格

变化，消费者剩余的损失是多少？

【参考答案】离散商品的消费者剩余。

【参考答案】消费者剩余的损失是 10 美元。

因为对离散商品的需求没有变化，所发生的变化只是消费者必须将他在其他商品上

的支出减少为 1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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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章 市 场 需 求

读 书 笔 记

1. 市场需求：个人需求之和。

用 x1
i（p1 ，p2 ，m）表示消费者 i 的商品 1 的需求函数，其中 1 ≤ i ≤ n，即市场上有 n 个

消费者，则商品1 的市场需求（总需求）为：x1（p1 ，p2 ，m1 ，⋯，mn）= ∑
n

i = 1

x1
i（p1 ，p2 ，m）。

总需求取决于价格和收入的分配。

2. 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

广延边际：在价格发生变动时，消费者作出是否进入这种商品或那种商品市场的决

定，这被称为广延边际上的调整。

集约边际：在价格发生变动时，消费者会作出一些对这种商品或那种商品消费得更

多或更少一些的决定，但是最终他仍会对每种商品都进行消费，这被称为集约边际上的

调整。

3. 弹性：一变量对另一变量的百分比变动所作的反应，也称为敏感程度。

弹性系数有两种：点弹性，弧弹性。

4. 需求价格弹性 ε：需求数量的百分比变动除以价格的百分比变动。表示在一定时

期内一种商品的需求量的相对变动对于该商品的价格的相对变动的反应程度。

用数学公式表示为： ε =

dq
q

dp
p

=
dq
dp

p
q

5. 弹性与收益：收益的定义是一种商品的价格乘以它的销售量，即 R = pq。

dR
dp

=
d（p·q）

dp
= q + p

dq
dp

= q 1 +
dq
dp( )q

p
= q［1 + ε（p）］= q［1 - | ε（p）| ］

当 | ε（p）| > 1，
dR
dp

< 0，即需求富有弹性时，价格上升收益会减少。

当 | ε（p）| < 1，
dR
dp

> 0，即需求缺乏弹性时，价格上升收益会增加。

当 | ε（p）| = 1，
dR
dp

= 0，收益最大。

不变弹性需求曲线的弹性：假设不变弹性需求曲线为 q = Apε，其中 ε < 0，现在我们



对上式两边取对数，得到 lnq = lnA + εlnp，则它的弹性为 ε =
dlnq
dlnp

6. 弹性与边际收益：

MR =
dR
dq

=
d（p·q）

dq
= p + q

dp
dq

= p 1 +
dp
dq( )p

q

= p（q） 1 +
1

ε（q( )）
= p（q） 1 -

1
| ε（q）( )|

当 | ε（q）| > 1，MR > 0，即需求富有弹性时，产量增加收益会增加。

当 | ε（q）| < 1，MR < 0，即需求缺乏弹性时，产量增加收益会下降。

当 | ε（q）| = 1，MR = 0，收益在产量增加时不发生变化。

7. 需求收入弹性：需求量的变化对消费者收入变化的敏感性程度（正常品，低档品，

中性商品等的需求弹性）。

8. 需求交叉价格弹性：某一商品的需求量对另一商品价格变化的敏感程度（互补商

品，替代商品，不相关商品等的弹性）。

需求交叉价格弹性公式为 ε =
ΔqA

ΔpB

pB

qA

课后习题详解

1. 假设市场需求曲线是 D（p） = 100 - 0. 5p，反需求曲线是什么？

【考察内容】反需求曲线。

【参考答案】反需求曲线是 p = 200 - 2q。

直接由市场需求曲线解出 p 得到。

2. 一个吸毒者的毒品需求函数也许是非常缺乏弹性的，但毒品的市场需求函数却可

能很有弹性，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考察内容】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对市场需求函数弹性的影响。

【参考答案】对一个吸毒者来说，即使价格上涨也很难降低他对毒品的需求。但对毒

品市场而言，价格上升导致市场需求在广延边际上的调整对市场需求的弹性是起作用的，

当毒品价格上涨时，会使许多人退出毒品市场，因此毒品的市场需求曲线会很有弹性。

3. 假设 D（p） = 12 - 2p，能使收益最大化的价格是什么？

【考察内容】收益的概念。收益的定义是一种商品的价格乘以它的销售量，即 R =

pq。
dR
dp

= 0，收益最大。

【参考答案】能使收益最大化的价格是 3。

由 q = 12 - 2p，因此总收益为 TC = p × q = p（12 - 2p） = 12p - 2p2

对其求导得
TC
p

= 12 - 4p = 0，解出 p = 3。

因此，能使收益最大化的价格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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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假设一种商品的需求曲线是 D（p） =
100

p
，能使收益最大化的价格是什么？

【考察内容】 收 益 的 概 念。收 益 的 定 义 是 一 种 商 品 的 价 格 乘 以 它 的 销 售 量，即

R = pq。

【参考答案】由 D（p） =
100

p
得，R = pq = 100，所以与价格无关，因此任何一个价格

都可以实现收益最大化。

5. 在一个包含两种商品的模型中，如果其中的一种是低档商品，那么，另外一种就一

定是奢侈品，这个结论是否正确？

【考察内容】低档商品和奢侈品的弹性。

【参考答案】这个结论正确。

由预算线 p1 x1（p1 ，p2 ，m）+ p2 x2（p1 ，p2 ，m） = m 得

p1

x1（p1 ，p2 ，m）

m
+ p2

x2（p1 ，p2 ，m）

m
= 1

令 ε1 为商品 1 的需求收入弹性，ε2 为商品 2 的需求收入弹性，s1 为商品 1 的支出占总

支出的比例，s2 为商品 2 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s1 + s2 = 1），我们将上式写为

s1ε1 + s2ε2 = 1

而我们知道低档商品是指需求收入弹性小于 1 的商品，奢侈品是需求收入弹性大于 1

的商品，所以如果想使 s1ε1 + s2ε2 = 1 成立，一个为低档品的时候，另一个则应该为奢侈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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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章 均 衡

读 书 笔 记

1. 供给：指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下，愿意并且能够出售的商品数

量。供给的表示方法：Qs = f（p）。

2. 供给规律：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的供给量与该商品的价格是同方向

变化的规律。

3. 影响供给变动及曲线位移的几个因素：考察的时间，其他商品的价格，生产的成

本，政府的税收政策，生产的期望。

4. 市场均衡：如果用 D（p）代表市场需求曲线，S（p）代表市场供给曲线，均衡价格

p 就是使下式成立的价格：D（p） = S（p）。

所谓经济均衡就是所有有关的经济主体为它们自己选择了最可行的行为，而各自的

行为与其他经济主体的行为一致的这样一种状态。

均衡的另一种定义方法：如果我们用 pS（q）表示反供给曲线，pD（q）表示反需求曲

线，决定均衡的条件就成为：pS（q） = pD（q）。

5. 垂直和水平供给曲线：

图 16 1 市场均衡的两个特例

供给曲线垂直：供给数量是某一给定量，并与价格无关。此时均衡数量完全由供给

条件决定，均衡价格完全由需求条件决定。

供给曲线水平：在某一给定的价格水平上供给者能够供给任意多的所需要的商品。

此时均衡价格由供给条件决定，均衡数量由需求条件决定。

6. 市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

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必定同时增加。



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均衡数量必然增加，均衡价格必然下降。

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同时向右移动：均衡数量必然增加，均衡价格可能增加也可能

下降，具体的结论取决于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移动的相对幅度。

7. 从量税与从价税：

从量税是按所购买或出售的每单位商品数量所征的税。假定对每单位出售的商品征

收的从量税为 t，那么有：pD = pS + t。

从价税是按每单位商品价值的百分比征收的税。假定从价税的税率为 τ，那么有

pD = （1 + τ）pS。

8. 税收的转嫁：税收是对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课征的，税收的转嫁程度取决于

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相对倾斜程度。

如果供给曲线相对于需求曲线更加水平时，税收就会更多地转嫁给消费者。当供给

曲线相对于需求曲线更加垂直时，税收就会更少地转嫁给消费者，即税收更多地会由供给

图 16 2 税收的额外净损失

者承担。

当供给曲线具有完全弹性，即供给曲线是水

平的时候，税收会完全转嫁给消费者。当供给曲

线完全无弹性，即供给曲线是垂直的时候，不会发

生税收的转嫁现象，即供给者会承担全部税收。

9. 税收的额外净损失：如图 16 2，税收使

得产量由 q 下降为 q' ，消费者剩余的损失为 A +

B，生产者剩余的损失为 C + D，政府获得净收益 A

+ C，而 B + D 的部分就是税收的额外净损失或税

收的额外负担。

额外净损失的第二种解释：消费者为了避免付税而愿意支付 A + B，生产者为了避免

付税而愿意支付 C + D。他们为了避免付税而愿意支付的所有金额为 A + B + C + D，税收

会引起政府收入增加 A + C。税收的额外负担是 C + D。

额外净损失的第三种解释：对于 q到 q' 之间的产量的每一单位，需求者为得到商品

所愿意支付的价值量都大于供给者为提供商品所要得到的价值量，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

是减少这一单位商品的生产所损失的价值量，加总所有因税收而引起的、没有生产和消费

的商品数量的上述价值差，就是额外净损失 B + D。

10. 帕累托效率：帕累托效率是这样一种经济状况，即没有一种方法能在不使其他任

何人境况变坏的同时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得更好。

课后习题详解

1. 在一个具有水平供给曲线的市场上补贴的作用如何？在一个具有垂直供给曲线

的市场上呢？

【考察内容】不同供给曲线对补贴的影响。

【参考答案】当供给曲线水平时，所有补贴都会转移给消费者，当供给曲线垂直时，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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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获得所有补贴。

假设补贴是针对消费者的，当补贴之后，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右移，如图 16 3 所示，市

场达到均衡时，可以看出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但均衡价格保持不变，同时还得到补贴，所以

所有补贴都转移给了消费者，补贴对生产者不起作用。

图 16 3 图 16 4

但如果供给曲线垂直，如图 16 4 所示，均衡价格从 p 变为 p' ，生产者得到了所有的

补贴，除去补贴后，消费者实际的价格仍为 p，但加入补贴后，生产者实际得到的均衡价格

图 16 5

为 p' ，所以如果供给曲线垂直，对生产者起作用。

2. 假设在一个具有垂直的需求曲线和向上倾斜

的供给曲线的市场上征税，谁是最后的纳税者？

【考察内容】税收转嫁的概念。

【参考答案】消费者。

如图 16 5 所 示，如 果 对 商 品 进 行 征 税，

pD（q） = pS（q）+ t，则新的供给曲线向上移动，由

均衡点可知，对消费者来说，价格上涨了 t 单位，而生

产者实际得到的价格不变，所以消费者是最后的纳

税者。

3. 假设所有的消费者都认为红蓝铅笔是完全替代品。假设红铅笔的供给曲线向上

倾斜，令红蓝铅笔的价格分别为 pr 和 pb。如果政府只对红铅笔征税，会出现什么结果？

【考察内容】税收对价格的影响。

【参考答案】在这种情况下，红铅笔的需求曲线在价格为 pb 时是水平的，因为那是他

们愿为红铅笔支付的最高价格。因此，如果对红铅笔征税，消费者最终会对它们支付价格

pb，所有税收都将由生产者来承受（如果有红铅笔销售出去的话，那么税收将迫使生产者

退出红铅笔生产行业）。

4. 美国近一半的汽油是进口的。假设其余的石油生产者都愿意按 25 美元一桶的不

变价格供应美国所需的石油。如果对外国石油每桶征税 5 美元，国内石油的价格会发生

什么变化？

【考察内容】税收对价格的影响。

【参考答案】国内石油的价格也会上涨到 3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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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外国石油的供给曲线在 25 美元上是水平的。因此，消费者支付的价格必定

会因税收而上涨 5 美元，也就是说，消费者的净支付价格达到 30 美元。由于外国石油和

国产石油对消费者来说是完全替代品，国内生产者也会按 30 美元销售他们并得到每桶 5

图 16 6

美元的收入。

5. 假设供给曲线是垂直的。在这种市场上征税

的额外净损失是多少？

【考察内容】税收的额外净损失。

【参考答案】 在这种市场上征税的额外净损失

是 0。

额外净损失代表了损失的产值。由于税前和税

后的供给量相同，因此不存在额外净损失。也即供给

者额外支付的所有支出都转化为政府税收了，所有不

存在额外净损失，如图 16 6 所示。

6. 如果借款者和贷款者处在同一纳税等级，按照正文中所描述的那种对借款和贷款

征税的办法，可以征得多少税额？

【考察内容】征税对借贷市场的影响。

【参考答案】如果借款者和贷款者处在同一纳税等级，按照正文分析可得，此时利率

为
r

1 - t
，贷款总额为 q。

对于贷款者来说，其利息收入为 q·
r

1 - t
，为此其支付的税收为 q·

r

1 - t
·t。

对于借款者来说，其支付的利息为 q·
r

1 - t
，但由于利息支付可以税前扣除，其实际

支付利息为 q·
r

1 - t
·（1 - t）。相当于政府对其进行补贴，补贴额为 q·

r

1 - t
·t。

综上，政府从贷款者处课征的税收全部用于对借款者的补贴，净税收收入为 0。

7. 当 tl < tb 时 ，按正文中所述的那种税收体制所征得的税额为正还是为负？

【考察内容】征税对借贷市场的影响。

【参考答案】所征得的税额为负。

由上题可知均衡时政府从中得到的收益就是（tl - tb）q，如果 tl < tb，则总的政府收益

就是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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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章 拍 卖

读 书 笔 记

1. 拍卖的分类。

（1）按所拍卖商品的性质分类。

个人价值拍卖：其拍卖的商品对每一个参与人都具有不同的潜在价值。

共同价值拍卖：其拍卖的商品基本上对每一个投标人都具有相同的价值，尽管不同

的投标人对这个共同价值可能具有不同的预测。

（2）按竞价规则分类。

英国式拍卖：拍卖人先以一个保留价格起拍，这是商品的出售者所愿意卖出商品的

最低价格。接下来，投标人要相继给出一个较高的价格；通常，每一个出价都要按某个最

小的竞价增量超出前一个出价，当没有投标人愿意再提高出价时，出价最高的人就获得了

该商品。

荷兰式拍卖：拍卖人先以一个较高的价格起拍，然后，逐步降低价格，直到某个投标

人愿意接受这个价格为止。

密封拍卖：每一个投标人都将出价记录在一张纸上，并密封在一个信封中。最终，所

有的信封集中在一起，出价最高的人将获得商品，他要向拍卖人支付他出的价格。

2. 拍卖设计：

拍卖过程中考虑两个目标：

帕累托效率：设计一种拍卖，以实现一个帕累托有效率的结果。

利润最大化：设计一种拍卖，使得卖方可以获得最大的期望利润。

拍卖设计方式：

（1）英国式拍卖：将商品转让给出价最高的人，这将实现帕累托效率。

假设在该拍卖中，获得商品的投标人支付的价格等于第二高的出价，也许加上最小的

竞争增量。则在实现利润最大化上，若不存在保留价格，将不会实现利润最大化；若存在

保留价格，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但又会失去帕累托效率。

（2）荷兰式拍卖：这种拍卖通常并没有保证评价最高的人一定会赢得商品，因而它

不一定能够保证帕累托效率的实现。

（3）密封拍卖：这也不一定能保证帕累托效率的实现，因为每一个经济行为人的最

优出价取决于他对其他人评价的信念，如果这些信念是不准确的，商品就很容易落入评价

不是最高的人手中。

（4）维克里拍卖：它基本上可以实现与英国式拍卖相同的结果，即两者都具有实现

帕累托效率结果的合意的性质。且在这种拍卖中，显示个人的真实评价总是符合每一个



参与人的利益的。

3. 拍卖的其他形式：

（1）竞价代理人模型：使用者要告知竞价代理人，对于某件商品他愿意支付的最高

价格以及一个初始的出价。随着竞价的进行，代理人会在必要的时候按最小的竞价增量

自动地提高参与人的出价，只要这不会使出价超过参与人的最高限价。

（2）自动升价拍卖：出价最高的投标人赢得商品，但出价最高的投标人和出价第二

高的投标人都必须支付他们的竞价。

4. 拍卖存在的问题：

英国式拍卖具有能够实现帕累托有效率结果的合意性质，但这并不是完美的，它很容

易招致串谋。

拍卖还存在各种各样的操纵拍卖结果的方式。如在某些拍卖设计形式中，一旦获胜

的出价披露以后，投标人就可以退出。这样一种选择权为操纵提供了空间。

5. 胜者的诅咒：在共同价值拍卖中，将投标人 i 对该价值的估计值记为 v + εi，其中 v

代表真实的共同价值，εi 代表与投标人 i 的估计有关的误差项。在密封拍卖下，误差项 εi 最

大的人，即具有 εmax 的投标人将赢得商品。但是，只要 εmax > 0，这个投标人支付的价格就

会超过拍卖商品的真实价值 v。这就是胜者的诅咒。

课后习题详解

1. 考虑一个向收藏者拍卖年代久远的棉被的例子。它是个人价值拍卖还是共同价

值拍卖？

【考察内容】拍卖的种类。

【参考答案】向收藏者拍卖年代久远的棉被，它是个人价值拍卖。

由于收藏者可能对棉被的价值有自己的评价，并且不是特别关注其他投标者对棉被

价值的评价，因此这是一个个人价值拍卖。

2. 假定在某个拍卖中只有两个投标人，他们对拍卖商品的评价分别是 8 美元和 10 美

元，竞价增量是 1 美元，那么，在这个利润最大化的英国式拍卖中，保留价格应该是多少？

【考察内容】英国式拍卖的概念以及如何设计拍卖方式。

【参考答案】在这个利润最大化的英国式拍卖中，保留价格是 0。

按正文的分析，这里有四种等可能的出价组合是：（8，8），（8，10），（10，8），（10，

10）。当保留价格为 0 时，最优的出价是（8，9，9，10），此时的期望利润为

0. 25 × 8 + 0. 25 × 9 + 0. 25 × 9 + 0. 25 × 10 = 9 美元
1
4

（8 + 9 + 9 + 10） = 9 美元

仅有的另外一个候选保留价格是 10 美元，相应的期望利润为

（0 + 10 + 10 + 10）
4

= 7. 5（美元）

因此，在这个拍卖中，零价格就是利润最大化的保留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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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假定我们要向 3 个（热情的）学生拍卖 2 本《中级微观经济学》。为了使出价最高

的 2 个学生最终获得这两本书，我们应该如何使用密封拍卖？

【考察内容】密封拍卖。

【参考答案】让每个同学都递交一个价值，然后将这两本书卖给递交价格最高价值的

两个人，但只向他们索要与第三高出价相等的价格。

4. 考虑正文中给出的 Ucom 公司的例子，这种拍卖设计是有效率的吗？它使利润实

现了最大化吗？

【考察内容】拍卖设计。

【参考答案】它将经营许可证授予对它评价最高的企业，从这层意义上讲，它是有效

率的。但这个过程需要 1 年的时间，所以它又是低效率的。一个维克里拍卖或英式拍卖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相同的结果。

同时它没有使利润最大化，因为成交价格低于最高价格。

5. 一个博弈理论家将一个瓶子塞满了硬币，并且在第一堂课上，他将这个瓶子按英

国式拍卖的方式拍卖掉。这是一个个人价值拍卖还是一个共同价值拍卖？你认为获胜的

投标人通常能够实现盈利吗？

【参考内容】共同价值拍卖的特征：胜者的诅咒。

【参考答案】这是一个共同价值拍卖，因为奖品的价值对所有竞标者都是相同的。中

标者通常都会高估罐子中硬币的数量，这是说明胜者的诅咒的实例。因此，获胜的投标人

通常不能够实现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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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章 技 术

读 书 笔 记

1. 投入与产出：生产要素可概括为四类：资源、资本、劳动、企业家才能。

生产要素又可分为可变要素和不变要素（又叫固定要素）。生产函数的短期与长期

区分的标准就是生产要素投入能否变动，并非以时间为标准。在短期内，某些生产要素是

固定的，如固定工厂规模；在长期内，一般认为所有的生产要素的使用都是可以变动的，甚

至技术水平也要变化。

2. 等产量线：类似于无差异曲线。

对于一个投入向量 X，通过 X 的等产量线是同投入 X 所生产的产出相同的所有投入

的集合。即等产量集 Q（y）：

Q（y） = ｛X≥ 0 | f（X） = y｝

无差异曲线和等产量线之间有一个重要差异：等产量线以可能生产出的产量表示，

而不是以效用水平表示。等产量线的符号由技术决定而不像效用标号那样具有任意性。

3. 生产函数：描述了企业生产过程中其最大产量与投入方案之间的对应关系。它由

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所确定，随生产技术的改变而改变。

生产函数的性质：

（1）连续性。连续性保证了投入向量的微小变化导致产出数量的变化也是微小的。

（2）单调性。投入较多时，产量也较多，至少不会减少。即对于任何两种投入方案 x

和 y，只要 x ≤ y，就有 f（x）≤ f（y）。

（3）凹性。数学形式是：f" < 0，这个性质隐含着产出是边际递减的。

4. 几种典型的生产函数：

固定投入比例生产函数（列昂惕夫生产函数）：假定生产中只使用劳动（L）和资本

（K）两种生产要素，则固定比率形式的生产函数可写为 f（K，L） = min L
U

，
K( )V

。

其中，U 和 V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技术函数。

完全替代型（线性生产函数）：f（x1 ，x2） = x1 + x2 。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一般形式为 f（x1 ，x2） = Axα
1 xβ

2 ，其中 A 通常表示技术进

步因素。

5. 技术的特征：

技术具有单调性；

技术是凸性的，意味着如果具有两种方法能生产 y 单位产量，那么它们的加权平均数



至少也能生产出 y 单位的产量。

6. 边际产品：边际产品表达的是一种比率，它同消费者理论中的边际效用的概念完

全相似。其数学公式为

MP1 =
f（x1 + Δx1 ，x2）- f（x1 ，x2）

Δx1

需要注意的是，边际产品递减规律要满足三个隐含的条件：

（1）技术水平不变。技术水平提高，边际产出是可以提高的；

（2）其他要素投入不变；

（3）它一般在要素投入达到一定程度后出现。

7. 生产函数：生产函数是严格凹的，这意味着边际产量递减。从经济意义上讲，其原

因在于，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不变要素和可变要素投入之间存在一个最佳比例。由于不

变要素投入量总是存在的，随着可变要素投入量的逐渐增加，生产要素的组合逐渐接近最

佳比例，可变要素的边际产量逐渐增加。生产要素的组合达到最佳组合比例时，可变要素

的边际产量达到最大值。此后，随着可变要素投入量继续增加，生产要素的组合逐渐偏离

最佳比例，可变要素的边际产品递减。

8. 边际技术替代率：边际技术替代率类似于消费者理论中的边际替代率。它是两种

投入之间的替代关系，度量厂商为保持产出量不变，以一种投入替代另一种投入的比率。

它由两种投入的边际产品给出：

TRS12 =
dx2

dx1

= -
MP1

MP2

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这一性质可由等产量线的凸性看出，等产量曲线的斜率就是边

际技术替代率。由于要素投入的边际产品递减，要维持产出不变，以一种要素来替代另一

种要素，则第一种要素的必要投入会越来越多，即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

9. 短期收益的形态：

（1）总产量：TP = TP（x） = f（x）。

（2）平均产量：AP h = AP h（x） =
TP（x）

xh

=
f（x）

xh

。

（3）边际产量：MP h = MP h（x） = f（x）
xh

= f'h（x）。

10. 规模报酬：扩大生产规模，即各种投入要素数量按同一比例同时扩大。设企业的

生产函数为 f：Rl
+→ R。在投入方案 x 处，企业的生产规模如再扩大一倍时所带来的总报

酬的增加量，称为 x 处企业的规模报酬，记作 RS（x）。

设生产函数 f（x1 ，x2），对于 λ > 1，

（1）如果 f（λx1 ，λx2） > λf（x1 ，λx2），规模报酬递增；

（2）如果 f（λx1 ，λx2） < λf（x1 ，λx2），规模报酬递减；

（3）如果 f（λx1 ，λx2） = λf（x1 ，x2），规模报酬不变，或称定常规模报酬。

注意，一种生产技术在不同的生产水平上会显出不同的规模报酬。在产量较低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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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显出递增的规模报酬，在产量较高时，它可能会显出递减的规模报酬。

课后习题详解

1. 假定生产函数为 f（x1 ，x2） = x2
1 x2

2 ，则该生产函数所显示的是规模报酬不变、递增

还是递减？

【考察内容】规模报酬状况的判别方法。

【参考答案】该生产函数显示的是规模报酬递增。

f（λx1 ，λx2） = （λx1）
2（λx2）

2 = λ4 x2
1 x2

2 = λ4 f（x1 ，x2）

对于 λ > 1，有

f（λx1 ，λx2） = λ4 f（x1 ，x2） > λf（x1 ，x2）

所以，该生产函数显示的是规模报酬递增。

2. 假定一生产函数为 f（x1 ，x2） = 4x
1
2

1
x

1
2

2
，则该生产函数所显示的是规模报酬不变，

递增还是递减？

【考察内容】判断一个企业的规模报酬状况的方法。

【参考答案】该生产函数显示的是规模报酬递减。

f（λx1 ，λx2） = 4λ
5
6 x

1
2

1
x

1
2

2
= λ

5
6 f（x1 ，x2）

对于 λ > 1，有

f（λx1 ，λx2） = λ
5
6 f（x1 ，x2） < λf（x1 ，x2）

所以，该生产函数显示的是规模报酬递减。

3.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 f（x1 ，x2）= Axa
1 xb

2 。其规模报酬的情况取决于 a + b 的

大小。问与不同规模报酬相对应的 a + b 值分别是多少？

【考察内容】判断一个企业的规模报酬状况的方法。

【参考答案】如果 a + b = 1，规模报酬不变；如果 a + b < 1，则规模报酬递减；如果 a

+ b > 1，规模报酬递增。

f（λx1 ，λx2） = A（λx1）
a（λx2）

b = Aλa +bxa
1 xb

2 = λa +bf（x1 ，x2）

因此，当 a + b = 1 时，规模报酬不变；当 a + b < 1 时，则规模报酬递减；当 a + b > 1

时，规模报酬递增。

4. 要素 x2 和 x1 之间的技术替代率为 - 4，如果你希望所生产的产量保持不变，但 x1

的使用量又要减少 3 个单位，请问你需要增加多少个单位的 x2 ？

【考察内容】边际技术替代率。

【参考答案】需要增加 12 个单位的 x2 。

由 TRS12 =
dx2

dx1

知，此时 TRS12 = - 4，x1 的使用量又要减少 3 个单位，因此 dx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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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x1 ×TRS12 = 3 × 4 = 12，即需要增加 12 个单位的 x2 。

5. 如果边际产品递减规律不成立的话，世界食品的供给可在花盆中进行？这句话对

还是错？

【考察内容】边际产品递减规律。

【参考答案】这句话是对的。如果边际产品递减规律不成立的话，那么随着劳动投入

的增加，产出不会减少，会增加，那么只要一个花盆，不断地增加劳动投入，则产量就会不

断增加，最后会变得无穷大，那么世界食品的供给便可在花盆中进行了。

6. 生产过程中是否会发生一种投入的边际产品递减而同时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

【考察内容】边际产品递减和规模报酬递增的综合考察。

【参考答案】会发生一种投入的边际产品递减而同时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

边际产品递减是指在保持一种投入要素不变的情况下，不断增加另一种投入要素，产

出增加的量会不断减少。规模报酬递增是指所有的要素都成一固定比率增加，但增加的

产出大于该比率。它们说的不是一件事，所以会发生一种投入的边际产品递减而同时规

模报酬递增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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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章 利 润 最 大 化

读 书 笔 记

1. 利润：利润可以被简单地定义为收益与成本之差。假定一个厂商生产几种产品

（y1 ，⋯，yn）和使用 m 种投入（x1 ，⋯，xm）。令产品的价格为（p1 ，⋯，pn），投入的价格分

别为（w1 ，⋯，wn）。则厂商的利润 π 可表示为

π = ∑
n

i = 1

piyi - ∑
m

i = 1

wixi

2. 利润和股票市场价值：

企业的现值：企业未来利润流量的现值。

股票的价值：代表了人们期望从公司获得的股息流量的现值。

3. 生产要素：

不变要素：在一定时间中数量固定的生产要素。

可变要素：一定时间中数量可以变化的生产要素。

4. 短期利润最大化：我们假定厂商有两种要素投入 x1 和 珋x2 ，其中第二种投入 珋x2 在

短期内是固定的，厂商的生产函数为 f（x1 ，x2），我们可以写出厂商的利润最大化的问题：

max
x1

pf（x1 ，x2）- w1 x1 - w2 珋x2

由于 珋x2 是固定的，所以很容易写出上式的最优化的条件：

p
δf（x

1 ，珋x2）

δx1

= w1

即 pMP1 = w1

5. 长期利润最大化：max
x1，x2

pf（x1 ，x2）- w1 x1 - w2 x2

我们可以写出最优化条件：

pMP1（x
1 ，x

2 ） = w1

pMP2（x
1 ，x

2 ） = w2

6. 企业的反要素需求曲线表示要素的价格与该要素的使利润最大化选择之间的关

系：对于方程 pMP1（x
1 ，x

2 ） = w1 ，给定要素 2 的最优选择 x
2 ，对于每一个要素价格 w1 ，

都有一个要素需求量 x
1 与之相对应，所以要素 1 的反需求曲线恰好可由方程 pMP1（x

1 ，

x
2 ） = w1 来表示。



7. 利润最大化行为弱公理（WAPM）：以厂商在 t 和 s 时期的选择来说明 WAPM。假

定在 t 期，厂商面临的价格为（pt，wt），所做的选择为（yt，xt）；在 s 期，厂商面临的价格为

（ps，ws），所做的选择为（ys，xs）。又假定厂商的生产函数从 t 期到 s 期不发生变化，企业是

一个利润最大化追求者，则可得到

ptyt - wtxt ≥ ptys - wtxs

psys - wsxs ≥ psyt - wsxt

整理可得

（pt - ps）（yt - ys）- （wt - ws）（xt - xs）≥ 0

或者 ΔpΔy - ΔwΔx ≥ 0

课后习题详解

1. 短期内，如果不变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利润会发生什么变化？

【考察内容】短期利润最大化问题。

【参考答案】利润将减少。

由于短期内厂商利润最大化为

π = max
x1

pf（x1 ，x2）- w1 x1 - w2 珋x2

由于 珋x2 是固定的，所以不变生产要素的价格 w2 上涨，利润会减少。

2. 如果一家厂商处处都显示规模报酬递增，那么，在价格保持不变，并且经营规模扩

大一倍的情况下，它的利润会发生什么变化？

【考察内容】规模报酬和生产函数的概念。

【参考答案】利润会增加多于 2 倍。

可将上面利润函数简单写为 π = pf（x）- wx，又由于规模报酬递增，所以

f（λx） > λf（x）

所以在价格保持不变，并且经营规模扩大一倍的情况下，其利润函数变为

π = pf（2x）- 2wx > 2［pf（x）- wx］

因此，利润扩大多于 2 倍。

3. 如果一家厂商在各种产出水平上都显示规模报酬递减，那么，把它分拆为两家规

模相等的较小厂商，它的总利润会发生什么变化？

【考察内容】规模报酬递减的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

【参考答案】它的总利润会增加。

如果该企业确实是规模报酬递减的，那么将所有投入一分为二就会生产大于一半的

产量，所以可以将该企业拆分为两家规模相等的较小厂商，那么，分离后的企业的利润总

和大于原先企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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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个园丁惊呼：“只投入 1 美元的种子，我就收获了价值 20 美元的产出！”除了大

部分产品是西葫芦外，一个玩世不恭的经济学家会对这种情况做出怎样的评论？

【考察内容】会计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概念。

【参考答案】园丁忽略了经济成本。为了准确地计算实际成本，园丁必须把他用来生

产庄稼的时间成本计算在内，即使无人向他明确支付工资。

5. 使一家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是否能够与使该厂商的股票市场价值最大化相

一致？

【考察内容】考察利润最大化与效用最大化问题。

【参考答案】一般是不能够一致的，比如在不确定性情况下。

在不确定性情况下，企业经营者就不会实现利润最大化，因为企业面临着预期利润最

大化和预期效用最大化的选择。预期效用最大化意味着对经营者的风险承担能力的考

虑，通常情况下，这两个预期的目标是不同的，所以也是不一致的。

6. 如果 pMP1 > w1 ，那么，为了增加利润，一家厂商是应该增加生产要素 1 的投入，

还是减少生产要素 1 的投入？

【考察内容】利润最大化的均衡条件。

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应当等于它的价格，pMP1 = w1 。

【参考答案】为了增加利润，一家厂商应该增加生产要素 1 的投入。

由于 π = maxpf（x）- wx，对 x 求导得
π
x1

= pMP1 - w1 。

又由已知 pMP1 > w1 ，则
π
x1

> 0。

这表明企业增加一单位生产要素 1 的投入可以增加利润。

7. 在短期内，假设一家厂商正在实现利润最大化，它的可变要素为 x1 ，不变要素为

x2 。如果 x2 的价格下降，那么，x1 的使用量会发生什么变化？厂商的利润水平会发生什

么变化？

【考察内容】利润最大化问题的均衡条件。

【参考答案】x1 的使用量会不变，厂商的利润会增加。

我们假定厂商有两种要素投入 x1 和 珋x2 ，其中第二种投入 珋x2 在短期内是固定的，厂商

的生产函数为 f（x1 ，x2），我们可以写出厂商的利润最大化的问题：

max
x1

pf（x1 ，x2）- w1 x1 - w2 珋x2

由于 珋x2 是固定的，所以上式的最优化的条件：p
δf（x

1 ，珋x2）

δx1

= w1 。

即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应当等于它的价格，pMP1 = w1 。

所以不变要素为 x2 的价格下降，不会影响厂商的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因此，x1 的使

用量会不变，但由于不变要素为 x2 的价格下降，从生产函数可知，我们的利润会提高。

8. 对于一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竞争性厂商，如果它在长期均衡下获得正的利润，那

么，它是否可能拥有一种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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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内容】考察长期内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

【参考答案】它不可能拥有一种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

如果它拥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那么它就会把规模无限扩大，以使自己的利润最大

化，但现实情况下，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它不可能拥有一种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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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章 成 本 最 小 化

读 书 笔 记

1. 成本最小化问题： C（w1 ，w2 ，y） = x1 w1 + x2 w2

使得 f（x1 ，x2） = y

构造拉格朗日函数： L（x，λ） = ωx + λ（y - f（x））

对拉格朗日函数求一阶条件：
δL
δx

= ω - λ δf（x）
δx

= 0

图 20 1 成本最小化

由上式便可得到：
ω1

ω2

=
MP1（x）
MP2（x）

关于成本最小化问题的直观含义还可以以图

示的方式显示出来。

在图 20 1 中看出，在最优选择处，等产量线

与等成本线相切，此时厂商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等

于要素的价格比率：

-
MP1（x）
MP2（x）

= TRS = -
ω1

ω2

2. 成本最小化弱公理（WACM）：对于两组要素价格（w
t

1
，w

t

2
）和（w

s

1
，w

s

2
），与此相

关的厂商的选择为（xt
1 ，xt

2）和（xs
1 ，xs

2）。假定每种选择都能生产同样的产量 y，如果厂商是

在成本最小化，则必有

w
t

1
x

t

1
+ w

t

2
x

t

2 ≤ w
t

1
x

s

1
+ w

t

2
xs

2

同时 w
s

1
xs

1 + w
s

2
xs

2 ≤ w
s

1
xt

1 + w
s

2
xt

2

3. 规模报酬与成本函数的关系：在生产扩展线上，规模报酬递增当且仅当平均成本

下降；规模报酬递减当且仅当平均成本上升；规模报酬不变当且仅当平均成本最低。

生产扩展线上的规模报酬总是不变，当且仅当平均成本恒为常数，当且仅当平均成本

与边际成本总是相等，又当且仅当成本函数具有形式：C（ω，Q） = c（ω）Q。

4. 不变成本：是与不变要素相关的成本，这种成本与产出水平无关。准不变成本是

与产量水平无关的成本，但只要厂商生产出正数值的产量，它就必须支付这种成本。

5. 沉没成本：指的是不可收回的成本。



课后习题详解

1. 证明一家利润最大化的厂商总是成本最小化的。

【考察内容】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概念。

【参考答案】因为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函数为

π = maxpf（x）- wx

当利润最大化时，则存在 x，使得 π = pf（x）- w·x

对于给定的 q = f（x），成本最小化问题为

minwx s. t. f（x） = q

若 x 不是成本最小化，则存在一个成本最小化的量 xm，满足 q = f（xm），但 wxm <

wx，则 pf（xm）- w·xm > pf（x）- w·x，这与 x 是利润最大化问题的解相矛盾。因此，

利润最大化的解也是成本最小化的解。

故得证。

2. 一家在
MP1

w1

>
MP2

w2

情况下生产的企业如何降低成本而又维持相同产量？

【考察内容】考察成本最小化的条件，以及边际产出递减规律。

【参考答案】增加要素 1 的使用量，减少要素 2 的使用量。

因为成本最小化的必要条件是

MP1

w1

=
MP2

w2

当
MP1

w1

>
MP2

w2

时，根据边际产出递减规律，我们要降低企业 1 的 MP1 ，提高企业 2 的

MP2 ，最后达到
MP1

w1

=
MP2

w2

。

要降低企业 1 的 MP1 ，就需要增加要素 1 的使用量，要提高企业 2 的 MP2 ，就需要降

低要素 2 的使用量。

3. 假定一个成本最小化的厂商使用两种完全替代的投入。如果这两种投入的价格

相同，它们的有条件要素需求会是什么样子？

【考察内容】成本最小化和有条件需求的概念。

【参考答案】由于两种投入是相同价格的完全替代品，厂商对于使用那种投入是无差

异的。因此厂商会使用这两种投入的任何数量，使得 x1 + x2 = y。

由于要素价格相等，可以假设 w1 = w2 = 1，则成本最小化的问题为

minx1 + x2 s. t. x1 + x2 = q

所以不论 x1 和 x2 的取值如何，厂商都可以达到最小成本，且为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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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家成本最小化的厂商所使用纸的价格上涨。企业对此的反应是改变对某些要

素的需求量，但维持产量不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用纸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考察内容】成本最小化弱公理。

【参考答案】对纸的需求量要么下降，要么保持不变。

将上式的成本最小化弱公理移项得 ΔwΔx ≤ 0，其中 Δx 为产量变化向量，Δw 为要素

价格变化向量。

如果除纸以外的其他要素需求下降，我们可以保持对纸的使用量不变，使得 ΔwΔx≤0

成立。

如果其他要素需求不变，那么我们就得减少纸的需求量，使得 ΔwΔx≤0 成立。

因此，对纸的需求量要么下降，要么保持不变。

5. 设一家厂商使用 n 种投入（n > 2），对于一个既定的产出水平，关于要素价格变化

（Δwi）和要素需求变化（Δxi），显示的成本最小化理论会导出什么不等式？

【考察内容】成本最小化弱公理（WACM）。

【参考答案】显示的成本最小化理论会导出 ∑
n

i = 1
ΔwiΔxi ≤ 0，其中，Δwi = wt

i - ws
i ，Δxi

= xt
i - xs

i 。

由成本最小化弱公理（WACM）：对于两组要素价格（wt
1 ，wt

2）和（ws
1 ，ws

2），与此相关

的厂商的选择为（xt
1 ，xt

2）和（xs
1 ，xs

2）。假定每种选择都能生产同样的产量 y，如果厂商是

在成本最小化，则必有

wt
1 xt

1 + wt
2 xt

2 ≤ wt
1 xs

1 + wt
2 xs

2 ①

同时 ws
1 xs

1 + ws
2 xs

2≤ws
1 xt

1 + ws
2 xt

2 ②

将①减去②得

wt
1 xt

1 - ws
1 xt

1 + wt
2 xt

2 - ws
2 xt

2 ≤ wt
1 xs

1 - ws
1 xs

1 + wt
2 xs

2 - ws
2 xs

2

即 Δwxt ≤ Δwxs，从而可得 ΔwΔx ≤ 0，也即∑
n

i = 1
ΔwiΔxi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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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章 成 本 曲 线

读 书 笔 记

1. 平均成本：

总成本 C（Q） = 可变成本 VC（Q）+ 不变成本 FC

平均成本函数：

AC（Q） =
C（Q）

Q
=

VC（Q）
Q

+
FC
Q

= AVC（Q）+ AFC（Q）

其中：AVC（Q）表示平均可变成本函数，AFC（Q）表示平均不变成本。

平均成本曲线呈 U 形，因为在开始时，平均不变成本下降，使平均成本曲线下降；而后

平均可变成本上升使平均成本曲线上升。

2. 边际成本曲线：边际成本曲线测量产量变动某种数量引起的成本变动的数量，也

即厂商在短期内增加一单位产量是所增加的总成本。用公式表示为

MC（Q） = ΔC（Q）

ΔQ
=

C（Q + ΔQ）- C（Q）

ΔQ

或者 MC（Q） = lim
ΔQ→0

ΔC（Q）

ΔQ
=

dC
dQ

3. 边际成本：在每一个产量水平上，边际成本 MC 的值就是相应的总成本 C（Q）曲线

的斜率。假定不变成本在短期内不随产量变化而变化，则可得到下式：

MC（Q） =
dC
dQ

=
d（VC + FC）

dQ
=

dVC
dQ

所以，在每一个产量水平上，边际成本 MC 的值同时也是相应的可变成本 VC（Q）曲线

的斜率。

4. 长期成本：

（1）长期成本函数。

在长期中，所有的成本都是可变的，没有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之分。

设要素价格为既定，则定义长期成本函数：LC（q） = LC（q，x（q））。

长期平均成本 LAC 是厂商预期的在长期内按产量平均计算的成本。用公式表示为

LAC =
LC（q，x（q））

q



长期边际成本 LMC 是厂商预期的、在长期中增加一个单位产量所引起的长期总成本

的增量。用公式表示为

LMC =
dLC（q）

dq

（2）长期成本曲线（图 21 1）。

图 21 1 长期成本曲线是短期

成本曲线的下包络

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可以由 LAC =
C
q

求得，也可

根据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是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包

络求得。换句话说，LAC 曲线上的每一个点，都是与

SAC 曲线的切点，与这些 SAC 曲线相对应的工厂规

模，是厂商为生产与这些切点相对应的产量而选择

的最佳规模。所以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就是短期平

均成本曲线的包络线。

同时，长期平均成本的最低点与长期边际成本

相交。这时有 SMC = LMC = LAC，与这一点相适

应的成本函数所代表的工厂规模，就是平均成本最

低的最佳生产规模。

课后习题详解

1. 下面哪些话正确？

（1）平均不变成本绝不会随产量增加而提高；

（2）平均总成本始终大于或等于平均可变成本；

（3）边际成本下降时，平均成本不可能上升。

【考察内容】平均成本，边际成本，平均不变成本的概念。

图 21 2

【参考答案】（1）对；（2）对；（3）错。

（1）假设固定成本为 F，则平均固定成本为

AFC =
F
Q

所以平均固定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减少，不

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提高。

（2）因为平均成本等于平均固定成本与平均

可变成本之和，所以 AC = AVC + AFC 即平均总成

本始终大于或等于平均可变成本。

（3）边际成本下降时，平均成本有可能上升。我们通过图形 21 2 来说明这点。

2. 一家厂商在两家工厂生产相同的产品。如果第一家工厂的边际成本大于第二家

工厂的边际成本，这厂商该如何减少成本并维持相同的产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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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内容】成本最小化条件。

【参考答案】该厂商应该在第二家工厂增产，同时又在第一家工厂减产，厂商就能降

低成本。该厂商成本最小化的问题为

min c1（q1）+ c2（q2）

s. t. q1 + q2 = q

我们知成本最小化的必要条件为 c'1（q1） = c'2（q2）。

由题意知，第一家工厂的边际成本大于第二家工厂的边际成本，同时又要维持产量不

变，要达到成本最小化的均衡条件，工厂 1 要尽可能地降低边际成本，工厂 2 要尽可能增

加边际成本。而减少产量可以降低边际成本；增加产量会增加边际成本，所以工厂 1 要减

产，工厂 2 要增产，这样才能使整个总厂的成本最小。

3. 对或错？在长期内，厂商总是在最优工厂规模的最小平均成本水平上经营，以生

产既定数量的产品。

【考察内容】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均衡条件，即 p = C'（q（p））。

长期边际成本 LMC 是厂商预期的、在长期中增加一个单位产量所引起的长期总成本

的增量。用公式表示为：LMC =
dLC（q）

dq
。

【参考答案】该句是错的。

长期内完全竞争厂商的产量为：p = MCL（q），这里 MCL（q）表示长期边际成本。

下面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1）当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并且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厂商或者获得正的利润，此时市

场价格高于最低平均成本，由 p = MCL（q）可知，此时厂商的生产规模高于最小平均成本

的水平，如图 21 3 所示。

图 21 3 图 21 4

（2）当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并且处于均衡状态时，这时每个厂商的经济利润都是零，

并且由 p = MCL（q）可知，此时厂商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相当，从而厂商的生产规模等

于最小平均成本的水平，如图 21 4 所示。

如果该厂商不是竞争厂商，而是完全垄断厂商，那么它的产量就由边际收益等于边际

成本决定，但也不能得到厂商在最优工厂规模的最小平均成本水平上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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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章 厂 商 供 给

读 书 笔 记

1. 市场环境：完全竞争市场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模型，这一模型要满足一系列严

格的条件：（1）市场上，参与经济活动的厂商生产同质的产品；（2）市场上有众多的

消费者和 厂 商，单 个 买 者 或 卖 者 购 买 和 出 卖 商 品 的 数 量 只 占 市 场 很 少 的 份 额；

（3）参与市场活动的经济单位具有完全信息；（4）厂商可以无成本地自由进入或退

出该市场。

2. 完全竞争厂商的需求曲线：在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下，对整个行业来说，需求曲线

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供给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整个行业产品价格

就由这种需求与供给决定。

3. 完全竞争厂商的短期均衡：完全竞争厂商的最优化问题是如何选择自己的产量

q，使得利润最大：

max
q

pq - C（q）

这里 C（q）是企业的成本函数。

上述最优化问题的一阶和二阶条件分别为

p = MR = C'（q） = MC（q）

C' '（q）≥ 0

在短期生产中，厂商只能用既定的生产规模进行生产，只有通过调整产量来实现

MR = SMC 的利润最大化的均衡条件。不同的市场价格水平将直接影响厂商的短期均衡

的盈亏状况。在短期均衡时，厂商可以盈利、利润为零或亏损。具体可以分为五种情况：

（1）AR > SAC，厂商盈利（如图 22 1 厂商需求曲线 d1 所示的收益状况）。

（2）AR = SAC（图 1d2），厂商的利润为零。其交点 E2 为厂商的盈亏平衡点。厂商的利

润为零，但是获得了正常利润。

（3）AVC < AR < SAC（图22 1d3），厂商亏损，但能继续生产。厂商在用全部收益弥补

全部可变成本后，还能弥补在短期内存在的一部分不变成本，生产好于停产。

（4）AR = AVC（图 22 1d4），厂商亏损，处于生产于停产的临界点。SMC 与 AVC 曲线

的交点（即 AVC 曲线的最低点）称为厂商的停止营业点。

（5）AR < AVC（图 22 1d5），厂商亏损，且停产。

4. 完全竞争厂商的短期供给曲线：令 q（p）为厂商的短期供给曲线，由于供给函数反



图 22 1 完全竞争厂商的短期均衡

映的是每一价格下相应的利润最大化的产量，因此 q（p）必须满足上述利润最大化的一阶

条件，即 p = C'（q（p））。

p ≥ VC（q）
q

= AVC（q）

因此，厂商的短期供给曲线仅是在平均可变成本上方的那一段短期边际成本曲线。

当市场价格低于平均可变成本的最低点时，厂商的产量为 0。

5. 利润和生产者剩余：

利润 = pq - VC（q）- FC

生产者剩余 = pq - ∫
q

0
MC（q）dq

由于 VC = C（q）- C（0） = ∫
q

0
C'（q）dq = ∫

q

0
MC（q）dq

所以 生产者剩余 = pq - VC（q）

6. 完全竞争厂商的长期均衡：完全竞争厂商的长期生产中，利润最大化的均衡条件

是 MR = LMC。

在长期中，当市场价格高于平均成本而获得超额利润时，便会吸引其他厂商进入，同

时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便是整个行业的供给增加，从而市场价格下

降，直到超额利润为零。此时，p = AR = LAC = LMC = SAC = SMC，厂商达到长期均衡。

长期均衡使得价格等于最低长期平均成本。

课后习题详解

1. 一家厂商的成本函数为 c（y） = 10y2 + 1 000，求它的供给曲线。

【考察内容】求供给曲线。

【参考答案】该厂商的短期供给曲线为 y =
p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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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竞争厂商的供给曲线是由边际成本等于价格决定的。

对边际成本 c（y）= 10y2 + 1 000 求导，得到

MC = 20y

所以该厂商的反供给曲线为 p = MC = 20y

从而该厂商的短期供给曲线为

y =
p

20

2. 某家厂商的成本函数为 c（y） = 10y2 + 1 000，它在哪个产量水平上的平均成本

最小？

【考察内容】考察平均成本最小点。

【参考答案】在产量为 10 时，平均成本达到最小。

由于 c（y） = 10y2 + 1 000 可得 AC =
10y2 + 1 000

y
，MC = 20y。

平均成本达到最小时的条件为

MC = AC

求解
10y2 + 1 000

y
= 20y 得

y = 10

3. 设供给曲线为 S（p） = 100 + 20p，求它的反供给曲线的表达式。

图 22 2

【考察内容】反供给曲线的计算。

【参考答案】求解 p，可以得到 p =
y - 100

20
。

4. 一家厂商的供给函数为 S（p） = 4p，不变

成本为 100。如果价格从 10 变化到 20，它的利润

会有什么变动？

【考察内容】生产者剩余。

【参考答案】它的利润会上升 600。

如图 22 2 所示，价格等于 10 时供给为 40，

等于 20 时供给为 80。生产者剩余由一个面积为

10 × 40 的矩形和一个面积为( )1
2

× 10 × 40 的三角形构成，可知生产者剩余变化的总量为

600。因为固定成本不变，利润的变化也相同。

5. 如果长期成本函数为 c（y） = y2 + 1，那么，该厂商的长期供给曲线是什么？

【考察内容】厂商长期均衡。

【参考答案】该厂商的长期供给曲线的数学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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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p
2

p ≥ 2

0 p < 2

厂商在供给 1 单位产品和不生产之间无差异 p =
{

2

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数学表达式为 max
y≥0

py - y2 - 1，目标函数关于 y 求导得到 p = 2y。在

长期中，当市场价格高于平均成本而获得超额利润时，便会吸引其他厂商进入，同时生产

规模进一步扩大，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便是整个行业的供给增加，从而市场价格下降，直

到超额利润为零。此时，p = AR = LAC = LMC = SAC = SMC，厂商达到长期均衡。长期均

衡使得价格等于最低长期平均成本。下面求平均成本最低点对应的产量和相应的成本。

由于在平均成本的最低点，有 MC = AC，对于成本函数 c（y） = y2 + 1，即有 MC =

2y = AC = y +
1
y

，解得平均成本最低点对应的产量和成本为 1 和 2。

所以厂商的长期供给曲线为

y =

p
2

p ≥ 2

0 p < 2

厂商在供给 1 单位产品和不生产之间无差异 p =
{

2

6. 以下哪些是技术约束、哪些是市场约束：投入物的价格，市场中其他厂商的数目，

生产的产品数量，按现在的投入水平生产更多产品的能力。

【考察内容】技术约束，市场约束概念。

【参考答案】投入物的价格多半是技术约束（在高级模型中，还可能是市场约束）。

市场中其他厂商的数目是市场约束。

生产的产品数量可以是市场约束，也可以是技术约束。

按现在的投入水平生产更多产品的能力是技术约束。

7. 反映纯粹竞争市场基本特征的是哪一个主要假设？

【考察内容】纯粹竞争市场基本特征：价格既定。

【参考答案】应该是行业中所有厂商将市场价格视为既定价格，也就是说每个厂商的

规模都很小，不足以影响整个市场的供给。因此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上，每个厂商只需要

关注自己的产量，因为不管他们生产多少，都按固定价格出售。

8. 纯粹竞争市场中厂商的边际收益始终等于什么？在这样的市场中，利润最大化厂

商将在什么产量水平上进行经营？

【考察内容】考察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产量水平。

【参考答案】在纯粹竞争市场上厂商的边际收益始终等于市场价格。

一个利润最大化的厂商会把它的产量定在生产最后一单位产品的边际成本等于该单

位产品的边际收益的水平上，在纯粹竞争情况下，该边际收益等于市场价格。

9. 如果平均可变成本超过市场价格，厂商的生产水平应为多少？如果不存在平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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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厂商的产量应为多少？

【考察内容】考察厂商的停止生产点。

【参考答案】如果平均可变成本超过市场价格，不管是否有固定成本，厂商的产量都

是零。

所谓固定成本就是指产品产量或商品流转量在一定幅度内变动时，工业企业必须经

常支出而不随之增减的那部分费用。这样，当平均可变成本超过市场价格时，生产获得的

收益低于所支付的成本，这样如果厂商继续生产，只会亏损。所以无论有无固定成本，厂

商都应当停止生产。

10. 对于一家完全竞争的厂商来说，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使有亏损，进行生产也

要比不生产好？如果有的话，是在什么情况下？

【考察内容】完全竞争厂商的短期均衡的几种情况。

【参考答案】对于一家完全竞争的厂商来说，有这种情况出现。在短期内，如果市场

价格大于平均可变成本，企业即使亏损也应生产一定的产量。

这是因为，如果他不生产就会亏损更多，因为他总是支付固定成本的，厂商通过生产

还可以弥补部分固定成本，如果停产，则损失全部固定成本。在长期内，不存在固定成本，

任何亏损的企业都可以停止生产，使亏损最大为零。

11. 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对行业中的所有厂商来说，市场价格和生产成本之间有

什么关系？

【考察内容】完全竞争市场利润最大化均衡条件。

【参考答案】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对行业中的所有厂商来说，市场价格必定等于

边际成本。

这是因为完全竞争厂商的最优化问题为

max
q

pq - C（q）

上述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为

p = MR = C'（q） = MC（q）

所以，价格等于每个厂商的边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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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章 行 业 供 给

读 书 笔 记

1. 行业供给：在任何一个价格水平上，一个行业的供给量等于行业内所有厂商的供

给量的总和。据此，假定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变，则一个行业的短期供给曲线由该行业内所

有厂商的短期供给曲线水平加总而得到。设行业中厂商数目为 n。令 Si（p）代表厂商 i 的

供给曲线，那么行业供给曲线或市场供给曲线 S（p） = ∑
n

i = 1

Si（p）。

2. 短期行业均衡：

p = MC（y）

注意：在短期中，厂商的生产可获得正利润的点、零利润的点、负利润的点。

厂商的短期供给曲线就是边际成本曲线位于平均可变成本曲线之上的部分。

3. 长期行业均衡：当新企业进入到一个经济利润为正的行业的时候，这个行业的总

供给增加，从而使得短期的均衡价格下降，最终总收益与总成本相等，超额利润消失了，厂

图 23 1 经济租金

商只能获得正常利润。

4. 长期供给曲线：在可自由进出的行业，长期供

给曲线在等于最小平均成本的价格水平上基本是一

条水平线。

5. 经济租金：经济租金表示支付给生产要素的

报酬超过为获得该要素供应所必需支付的最低报酬

的部分。其 几 何 解 释 类 似 于 生 产 者 剩 余，参 见 图

23 1。图中要素供给曲线 S 以上、要素价格 P 以下的

部分就是经济租金。它代表着要素的超额收入，如果

收益减去这一部分报酬，则厂商的利益为零。

6. 完全竞争市场的经济效率：经济效率是指经济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就叫做市

场效率，它用社会福利来衡量。如果通过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式或方案，就能使社会福利得

到提高，说明改变后的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从而经济更加有效。

在局部均衡分析中，衡量经济效率的指标———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记作 SW），是

用消费者全体剩余 Surc 与生产者全体剩余 Surp 之和来表达的：SW = Surc + Surp。SW 越

大，市场效率越高。



课后习题详解

1. 如果 S1（p） = p - 10，S2（p） = p - 15，市场供给曲线出现折点时的价格为多少？

【考察内容】市场供给曲线。

【参考答案】市场供给曲线出现折点时的价格为 15 元。

反供给曲线为 p1（y1） = 10 + y1 和 p2（y2） = 15 + y2 。当价格低于 10 时，没有一个厂

商生产产品。当价格大于等于 10 小于 15 时，只有厂商 1 进行生产，当价格为 15 时，厂商

2 进入市场，如果价格高于 15，两个厂商都会进入市场。所以市场供给曲线为

Si（p） =

0 0 ≤ p < 10

p - 10 10 ≤ p < 15

2p - 25 p ≥
{

15

由此可知市场供给曲线的折点价格为 15。

2. 短期内的香烟需求完全缺乏弹性，假定长期内的需求具有完全的弹性。如果对香

烟征税，在短期和长期内会分别对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产生什么影响？

图 23 2

【考察内容】税收的影响。

【参考答案】短期内，由消费者支付全部税收；长

期内则由生产者支付税收。

征税时，消费者需求价格与厂商供给价格关系为

P D = P S - t，如图 23 2 所示。

在短期中，由于需求完全缺乏弹性，需求曲线是

垂直的，征税以后，供给曲线向上移动至 S' 处，均衡点

为 E1 ，均衡价格为 P1 ，可以看出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上

涨了，所以消费者承担了全部的税收。

当在长期中，需求具有完全的弹性，需求曲线为

平坦的，征税以后，供给曲线向上移动至 S' 处，而长期的均衡点为 E2 ，均衡价格与原先的

仍然相同，因此消费者支付的价格没有变化，生产者承担了全部的税收。

3. 下列表述正确与否：离校园近的便利店之所以可以开高价是因为它们必须付高

地租？

【考察内容】考察经济租金。

假如某个行业不能随意进入，或者该行业某种要素的供给是固定的，如石油开采、土

地资源和许可证等，其供给都大致可以看作是固定的，那么在这些行业中，长期利润似乎

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所考虑的市场价格就是要素的机会成本。如果产权是可以拍卖的，

那么如果某种经济资源能给厂商带来利润，则准备进入该行业的厂商就会竞相出高价购

买，结果将引起这些要素价格上涨只到利润消失为止。

【参考答案】错误。一个更好的表述是：便利店之所以能收取高价，是因为他们位于

校园附近。由于商品可收取高价，所以土地所有者也可以对使用位于便利位置的土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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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高的地租。

4. 下列表述正确与否：在长期行业均衡下，没有一家企业亏损？

【考察内容】长期行业均衡的利润。

【参考答案】正确。

因为长期中，没有固定成本，厂商可以选择进入或推出行业，如有亏损，厂商可以退出

该行业，而不受固定成本约束。因此长期行业均衡下，没有一家企业亏损是正确的。

5. 根据本章描述的模型，进入或退出某一行业经营的企业数量是由什么决定的？

【考察内容】长期中，进入或退出某一行业的条件。

【参考答案】进入或退出某一行业的决策是由行业中目前正在经营的企业是赢利还

是亏损决定的。

如果目前该行业的企业获得正的超额利润，则它会选择进入，如果目前企业处于亏

损，则退出该行业，最后均衡条件为该行业中的所有企业只获得零超额利润。

6. 本章所述的进入模型表明一个给定行业的企业越多，长期的行业供给曲线就越倾

斜还是越平坦？

【考察内容】长期行业供给曲线。

【参考答案】越平坦。

因为随着一个行业的企业越来越多，长期的行业供给曲线对价格的敏感度将越来越

低，最终极端情况是，当行业企业很多时，即相当于完全竞争行业，那么此时的长期行业供

给曲线就是水平线。而如果行业的企业较少，那么该行业供给曲线对价格是很敏感的，斜

率是比较大的。所以随着行业的企业越多，长期的行业供给曲线越来越平坦。

7. 一个纽约市的出租汽车司机在经过仔细核算经营和劳动成本账目以后发现可获

得一个正的利润。这是否与竞争模型抵触？为什么？

【参考答案】考察租金的概念。

【参考答案】这与竞争模型不相抵触。

因为在计算成本时，忽略了执照的租金，所以这时的利润刚好等于经济租金。如果他

把许可证出租出去，其租金恰好就是这个利润。如果该司机将他为出租许可证付出的租

金算入的话，那么利润将为 0，与完全竞争模型并不抵触。

·１８·第 23 章 行 业 供 给



第 24 章 垄 断

读 书 笔 记

1. 利润最大化：垄断厂商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必然按照“边际收益等于边际

成本”即 MR = MC 的原则来决定产量水平和价格水平。

也可以用弹性表示为

p（y） 1 -
1

1ε（y）[ ]1
= MC（y）

2. 成本加成定价：

p = p（y） =
C'（y）

1 -
1

| ε（y）|

=
MC（y）

1 -
1

| ε（y）|

当厂商具有不变的产品需求弹性
1
ε
（ε < 0）和不变的边际成本 c 时，垄断价格 p 等于

c
1 - | ε（y）|

，并且可以证明垄断产量 y 为 y = y1

c
1 - | ε（y）( )|

1
| ε（y）|

，其中 y1 是价格为 1 时的

产品销售量。

3. 垄断的低效率：剩余生产力是指垄断竞争长期均衡点与完全竞争长期均衡点之间

的距离。它表示经济资源未达到充分利用。

图 24 1 垄断的额外净损失

4. 垄 断 的 额 外 净 损 失：pc、yc 和

MCc 分别表示厂商在完全竞争市场条

件下的利润最大化价格、产量和边际成

本，则 pc = p（yc） = MCc = MC（yc）。完

全垄断市场条件下，厂商的利润最大化

价格、产量和边际成本分别成为 pm、ym

和 MCm，且 pm = p（ym） > MCm =

MC（ym）。其中 ym < ycθ，pm > pc，MCm

< MCc，如图 24 1 所示。

（1）消费者剩余损失：

Lc = A + B = （pm - pc）ym + ∫
yc

ym

（p（y）- pc）dy



（2）生产者剩余损失：

Ls = Surp（pc，yc）- Surp（pm，ym） = ∫
yc

ym

（pc - MC（y））dy - A = C - A

C = ∫
yc

ym

（pc - MC（y））dy。

（3）垄断的额外净损失：

Lw = Lc + Ls = （A + B）+（C - A） = B + C = ∫
yc

ym

（p（y）- MC（y））dy

5. 自然垄断：

边际成本定价法：P = MC，厂商的价格为 p1 ，产量增加为 y1 ，厂商亏损。

平均成本定价法：使价格等于平均成本即 p = AC，p2 = AC，产量为 y2 ，厂商利润为零。

双重定价法：允许厂商对于一部分购买欲望较强的消费者收取较高的价格，且 p >

AC，厂商可以获得垄断（超额）利润，对那些购买欲望较弱的消费者仍按边际成本定价法

收取较低的价格，由于 p < AC，厂商亏损。从整体上看厂商垄断利润为零，但厂商还是愿

意继续经营。

6. 作业分析：一个行业是竞争行业还是垄断行业，部分地取决于技术的性质，如果最

低效率规模相对于需求是大的，那么市场就有可能是垄断的。如果最低效率规模相对于

需求是小的，行业中还存在供许多厂商活动的余地，那么，该行业就可能具有竞争性的市

场结构。

课后习题详解

1. 据称，海洛因的市场需求曲线高度缺乏弹性的，而海洛因的供给是被黑手党垄断

的，我们假定黑手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两个陈述是否相容？

【考察内容】垄断厂商的利润最大化问题。

【参考答案】这两个说法不相容。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垄断者从不在产品需求无

弹性的地方进行生产。

假设市场需求是 p（q），垄断厂商的成本函数是 c（q），垄断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即

maxp（q）q - c（q）

令目标函数关于 q 的一阶导数等于零，就有

dp
dq

q + p = MC

又因为
dp
dq

q + p = p dp
dq

·
q
p

+( )1 = p 1 -
1

| ε( )|
以及 MC > 0，所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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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 -
1

| ε( )|
> 0

于是解得

| ε | > 1

因此，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垄断者不会在无弹性的地方进行生产。

2. 垄断厂商的需求曲线为 D（p） = 100 - 2p，成本函数为 C（y） = 2y。它的最优产量

水平和价格是什么？

【考察内容】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法则。

【参考答案】它的最优产品水平是 48，价格是 26。

由需求曲线可得反需求曲线为 p（y） = 50 -
y
2

因此，总收益为

TR = p × y = 50y -
1
2

× y2

可知厂商的边际收益为

MR = 50 - y

又因为厂商的边际成本为 MC = 2。令 MR = MC，得出最优的产量为 y = 48，再代入

反需求函数，可得价格为 p = 26。

3. 垄断厂商的需求曲线 D（p）= 10p - 3 ，成本函数为 C（y）= 2y。它的最优产量水平和

价格是什么？

【考察内容】成本加成定价。

【参考答案】它的最优产量水平是
10
27

，价格是 3。

因为需求曲线具有固定的弹性 - 3，由成本加成定价

p（q） 1 -
1

| ε（q）[ ]|
= MC（q）

可得出 p =
MC

1 -
1

| ε（y）|

=
2

1 -
1
3

= 3

将价格代入需求函数，得出最优产量为 Q =
10
27

。

4. 如果 D（p） =
100

p
，C（y） = y2 ，垄断厂商的最优产量水平是多少？

【考察内容】成本加成定价。

【参考答案】最优产量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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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需求曲线的固定弹性 - 1，由成本加成定价

MR = p（q） 1 -
1

| ε（q）[ ]|
= 0

可知，所有产量水平的边际收益均为零。因此，它始终不会等于边际成本。

所以，垄断厂商的最优产量水平为 0。

5. 一个垄断厂商在 | ε | = 3 的产量水平上经营。政府对每单位产量征收 6 美元的从

量税。如果垄断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是线性的话，价格将会上升多少？

【考察内容】征税对价格的影响。

【参考答案】价格将上升 3 美元。

在需求曲线是线性的情况下，价格的上升相当于成本变化的一半。

所以当价格的上涨量为边际成本上涨量的一半时，政府对每单位产量征收 6 美元的

从量税，价格将上升 3 美元。

6. 如果上一题中的垄断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具有不变的弹性，答案将是什么？

【考察内容】成本加成定价。

【参考答案】如果厂商面临的是不变弹性的需求曲线，价格将增加 9 美元。

根据边际成本加成定价原则，P =
MC

1 -
1

| ε |

，所以 ΔP = ΔMC

1 -
1

| ε |

。

因为征税 6 美元，也即边际成本增加 6 美元。

当 | ε | = 3 时，由上式知，此时价格增加
3
2

× 6 = 9 美元。

7. 如果垄断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具有不变的弹性 2，那么垄断厂商在边际成本上的

加价将是多少？

【考察内容】成本加成定价。

【参考答案】垄断厂商价格的增加为边际成本增加的 2 倍。

根据边际成本加成定价原则，P =
MC

1 -
1

| ε |

，所以 ΔP = ΔMC

1 -
1

| ε |

。

当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具有不变的弹性 2，即 | ε | = 2 时，所以价格的增加为边际成

本增加的 2 倍。

8. 政府正在考虑对第 7 题中提到的垄断厂商的边际成本进行补贴。如果政府想要

使垄断厂商生产出社会最优产量，那么，政府应该选择怎样的补贴水平？

【考察内容】政府补贴对最优产量的影响。

【参考答案】政府应该补贴 50% 。

竞争市场的最优产量即为社会的最优产量水平，即

p（q） = MC（q）

而垄断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最优决策为 MR = MC。

在第 7 题中，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具有不变的弹性 2，所以厂商的边际收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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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 P 1 -
1

| ε( )|
=

1
2

p

即

1
2

p（q） = MC（q）

要达到社会最优产量，假设政府对每单位产品的补贴是 t，则垄断厂商现在的最优选

择应满足

1
2

p（q） = MC（q）- t

因此，政府的补贴为 t =
1
2

MC（q）。

9. 用数学方法证明，垄断厂商总是把价格确定在边际成本之上。

【考察内容】边际成本加成定价。

【参考答案】证明：由边际成本加成定价原则

p =
MC

1 -
1

| ε |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垄断厂商总是在富有弹性的区域进行生产，即有 | ε | > 1，0 < 1 -

1
| ε |

< 1。所以有 P > MC，即垄断厂商总是把价格确定在边际成本之上。

10. 对一家垄断厂商征税从量税总是会使市场价格上涨与税额相等的幅度。对还

是错？

【考察内容】税收对市场价格的影响。

【参考答案】这种说法是错的。

对垄断厂商课以一定量的税收，会增加厂商的边际成本，厂商会提高产品的价格来弥

补增加的成本，但在提高产品价格的同时会减少产品的销售量。

但征税以后垄断厂商仍然会以 MR = MC 来决定价格，但价格具体大小取决于需求函

数的性质，价格提高的幅度可能大于、小于或者等于税收额。

11. 一家监管机构在试图强迫一家垄断厂商索要完全竞争的价格时，会面临怎样的

问题？

【考察内容】价格的管制。

【参考答案】会引起一系列问题，包括决定企业的实际边际成本，确保能为所有消费

者服务，保证垄断厂商在新的价格和产量水平上不亏损。

12. 哪种类型的经济和技术条件有助于垄断的形成？

【考察内容】垄断的形成条件。

【参考答案】一些适合的条件是：

较大的固定成本和较小的边际成本，相对于市场来说大的最低效率规模，易于串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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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还有自然垄断，即由于一些行业的特殊性，其生产需要巨大的固定成本和很小的边际

成本，那么最先进入市场的厂商也可以利用这种成本上的优势来组织其他厂商的进入，造

成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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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章 垄 断 行 为

读 书 笔 记

1. 第一类价格差别：即完全价格歧视下，每个单位的产品都出售给对其评价最高，并

愿意按最高价格支付的人。

设 p = p（y）为市场需求函数的反函数，C = C（y）为垄断厂商的成本函数，π = π（y）

为厂商的利润函数，则：

π = π（y） = ∫
y

0
p（x）dx - C（y） = ∫

y

0
p（x）dx - ∫

y

0
MC（x）dx

= ∫
y

0
p（x）- MC（x( )） dx

第一类价格差别下，产量水平 yc 上的价格（即边际成本）是产品销售过程中的最低价

格，消费者全体剩余为零，消费者的利益完全被厂商剥夺。

2. 第二类价格差别：非线性定价，每单位产品的价格不是变，而是取决于购买的

数量。

3. 第三类价格差别：这类价格歧视意味着垄断厂商对不同的人按不同的价格出售产

品，但是，对于既定的团体，每单位商品都按相同的价格出售。

n 个分割市场的情形：

假定市场分割为 n 个相互独立的分市场，各个分市场的需求曲线各不相同。设第 i

个分市场的反需求函数为 p = pi（y），平均收益曲线为 ARi，边际收益曲线为 MRi，需求弹

性为 εi，销售量为 yi，价格为 pi = pi（yi）。

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MRi = pi + yi '（yi）yi = MC（i = 1，2，⋯，n），即各个分市场的

边际收益都要等于厂商的边际成本。各个分市场的价格 pi 应为

pi =
MC

1 - | εi |
（i = 1，2，⋯，n）

当 MC > 0 时，pi < pj 当且仅当 | εi | < | εj | （i，j = 1，2，⋯，n）。

结论：需求弹性越小的分市场，其价格越低。

4. 实行价格差别和不实行价格差别的区别：假定 n = 2，即垄断厂商面临两个潜在市

场。厂商可以实行价格差别，对每个市场规定一个价格。也可不实行价格差别，两个市场的

价格一致。

不实行价格差别，厂商需求曲线是由两个市场的需求曲线水平叠加得到的，于是，厂

商根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决定出垄断价格 pm 和垄断数量 ym。记 p =



min｛p1（0），p2（0）｝，y = max｛p- 1
1 （p），p- 1

2 （p）｝，则当 ym ≤ y 时，垄断厂商必然会放

弃这两个市场中的较小者；只有当 ym > y 时，两个市场才都不会被厂商放弃。

实行价格差别，厂商依据 MRi = MC（i = 1，2）原则决定出两个市场上的价格 p1 和

p2 ，及两个市场上的供给量 y1 和 y2 ，于是厂商的产品产量为 y1 + y2 ，一般不会等于垄断产

量 ym。

5. 垄断竞争：

（1）垄断竞争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根本区别在于产品的差别性。

（2）垄断竞争市场上的短期均衡的条件：

MR = SMC，d = D

此时，厂商可能有超额利润、亏损或只得到正常利润。

（3）垄断竞争市场上的长期均衡的条件：

MR = MC；P = AR = AC

垄断竞争厂商在长期只能获得正常利润。

6. 产品差异化的一个区位模型———区位竞争：

产品差别的区位模型：区位的竞争。

唯一的均衡配置是两小贩都在中间，导致对顾客争夺的低效率区位模式。

课后习题详解

1. 垄断厂商将会独自提供帕累托有效率的产量水平吗？

图 25 1

【考察内容】完全价格歧视。

【参考答案】是的，如果允许它进行完全价

格歧视的话。

完全价格歧视是指每一单位产品都卖给对

其评价最高，并愿意按最高价格支付的消费者。

因此，在这样的市场上不会产生消费者剩余，而

且也是帕累托有效率的。即如果垄断厂商采取

完全价格歧视，那么垄断厂商将会独自提供帕累

托有效率的产量水平，如图 25 1 所示。

2. 假定一家垄断厂商向两组具有不变弹性需求的消费者销售产品。他们的不变需

求弹性分别是 ε1 和 ε2 。假定生产的边际成本在 c 的水平上保持不变。厂商对每一组消

费者索要的价格是多少？

【考察内容】三级价格歧视。

【参考答案】厂商对每一组消费者索要的价格是 pi =
εi c

1 + εi

，对于 i = 1，2

对于实行三级价格歧视的垄断厂商，其在两个市场上的定价必定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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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y1） 1 -
1

ε1（y1
[ ]）

= p2（y2） 1 -
1

ε2（y2
[ ]）

= MC

由题意知道，他们的不变需求弹性分别是 ε1 和 ε2 。生产的边际成本为 c，因此厂商对

每一组消费者索要的价格为

p1 =
c

1 -
1

ε1（y1
[ ]）

p2 =
c

1 -
1

ε2（y2
[ ]）

化简整理得到 pi =
εi c

1 + εi

，i = 1，2。

3. 假定娱乐园的业主能够对不同的娱乐项目索要不同的价格，从而实施一级价格歧

视。假定所有娱乐项目的边际成本为零，并且，所有消费者拥有相同的嗜好。业主可以参

与娱乐项目收费而对进入乐园免费，或者对进入乐园收费而对参与娱乐项目免费，在哪一

种情况下，业主的境况较好？

【考察内容】完全价格歧视。

【参考答案】如果他能够实施完全价格歧视，他就能攫取全部的消费者剩余；如果他

收取门票，他的境况相同。因此，垄断厂商在两种定价策略下的境况相同。（实际上，收取

门票要比对每一个项目索要不同的价格来得容易。）

4. 迪斯尼乐园对南加利福尼亚的居民提供入场费的折扣（在乐园门口向门卫出示你

的邮区号）。请问，这是一种怎样的价格歧视？有关南加利福尼亚居民对迪斯尼乐园中娱

乐项目的需求弹性，这种做法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考察内容】三级价格歧视。

【参考答案】这是第三级价格歧视，很明显，迪斯尼乐园的经营者相信，加利福尼亚南

部居民比公园的其他游客具有更大的需求弹性。

迪斯尼乐园对加利福尼亚州和其他地区收取的价格不同，即在不同的市场上对同一

种商品采取了不同的价格差异，因此是第三级价格歧视。

同时，根据三级价格歧视的定价规则：

pi（yi） 1 -
1

| εi（yi）
[ ]|

= MC，i = 1，2

又由题意知，对加利福尼亚州的居民提供折扣，因此收取的价格低，又上式可以得出

其市场需求弹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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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章 要 素 市 场

读 书 笔 记

1. 产品市场上的垄断：

边际产品收益（MRP）：投入的边际增加对于收益的影响。

竞争市场上，MRP x = pMP x；

在垄断情况下，MRP x = P 1 -
1

| ε( )|
MP x ≤ P·MP x。

在要素的任何就业水平上，垄断厂商追加一单位投入的边际价值小于竞争厂商追加

一单位投入的边际价值。

其中：

MRP x = ΔR
Δx

= ΔR
Δy

Δy
Δx

= MRy × MP x

= P（y）+ ΔP
Δy[ ]y MP x

= P（y） 1 +
1[ ]ε

MP x

= P（y） 1 -
1

| ε[ ]|
MP x

表面上看，垄断厂商比竞争厂商获得更多的利润，即垄断厂商的总要素投入比竞争厂

商更有价值。但是在既定的产量水平上，要素使用量的增加将使产量增加，并使垄断厂商

能够索要的价格下降，而竞争厂商的产量增加却不会使它能够索要的价格发生变化。因

此，在边际上，垄断厂商使用的要素的微小增加，比竞争厂商使用的要素的微小增加价值

要小。

要素的边际产品（MP）：产量增量对要素投入增量的比率。

MP x = Δy
Δx

=
f（x + Δx）- f（x）

Δx

边际收益（MR）：产量增加引起的收益的变化。

MRy = ΔR
Δx

=
R（y + Δy）- R（y）

Δy

2. （卖方）垄断厂商的要素需求原则：



所有厂商要素需求原则：增加一单位要素的边际收益等于使用这一单位要素的边际

成本。

竞争厂商的要素决定公式：pMP（xc） = w。

垄断厂商的要素决定公式：MRP（xm） = w。

因为边际产品收益曲线（MRP）位于边际产品价值（pMP）曲线之下，所以垄断厂商的

要素需求一定小于按竞争方式行动时的要素需求。

3. 买方垄断：

假设：要素 x，生产函数 y = f（x），（反）供给函数 w（x），其中 w（x）是 x 的增函数。竞

争要素市场上厂商面临的是平坦的要素供给曲线，买方垄断厂商面临的是向上倾斜的要

素供给曲线。因为竞争市场上的厂商是价格接受者，买方垄断厂商是价格制定者，其面临

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max
x

pf（x）- w（x）x。

利润最大化条件：使用 1 额外单位要素带来的收益等于该单位的边际成本。

边际产品收益：pMP x。

要素边际成本：MCx = w 1 +
x
w

Δw
Δ[ ]x

= w 1 +
1[ ]ε

。

根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我们可以确定最优要素需求量 x，从而可以确定

均衡的要素价格。

4. 上游垄断和下游垄断：

上游垄断厂商：若一家垄断厂商按不变的边际成本 c 生产 x 产量。

下游垄断厂商：若一家垄断厂商按价格 k，把 x 要素出售给另一家垄断厂商，则该厂

商就是下游垄断厂商。

利润最大化问题：设下游垄断厂商使用 x 要素按生产函数 y = f（x）生产 y 产量，然后

在反需求函数为 p（y）的垄断市场上出售。这里设反需求函数为线性 p（y） = a - by，同时

简化生产函数为 y = x。

（1）下游垄断厂商的利润最大化问题

max
y

p（y）y - ky = ［a - by］y - ky

要素需求函数

x =
a - k

2b

（2）上游垄断厂商的利润最大化问题

上游垄断厂商关键是确定使之利润最大化的 x 水平，因为前面下游垄断厂商的利润

最大化的解已经给出了要素生产函数，因此解出 x 即可。

k = a - 2bx

由厂商收益函数可知边际收益为 MR = a - 4bx。

令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有 a - 4bx = c，即 x =
a - c

4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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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生产函数 y = x，所以这也就是所生产的最终产品总量：y =
a - c

4b
。

课后习题详解

1. 我们知道垄断厂商决不会在产品需求无弹性的地方进行生产，买方垄断厂商会在

要素供给无弹性的地方进行经营吗？

【考察内容】买方垄断厂商的利润最大化问题。

【参考答案】买方垄断厂商会在要素供给无弹性的地方经营，因为买方垄断厂商可以

在任何供给弹性水平上进行生产。

对于买方垄断的市场，即有

pMP x = MCx = w 1 +
x
w

Δw
Δ[ ]x

= w 1 +
1[ ]ε

因此买方垄断的市场上对要素供给弹性无限制。

2. 在最低工资的例子中，如果劳动市场由买方垄断厂商支配，并且政府规定的工资

图 26 1

高于竞争性工资，那么情况会发生什么变化？

【考察内容】买方垄断下最低工资法对市场均

衡工资和就业的影响。

【参考答案】因为按照这个工资，劳动供给将

超过劳动需求，所以会出现失业。

如图 26 1 所示，在买方垄断情形，当 w0 > w

时，就 业 量 将 由 y → yS，就 业 会 增 加。但 仍 然

会有就业缺口。除非最低工资等于完全竞争时市

场均 衡 工 资，如 果 w0 太 高 了，则 又 会 出 现 新

的失业。

3. 在对上游垄断厂商和下游垄断厂商的考察中，我们推导出了总产量的表达式。均

衡价格 p 和 k 的合宜表达式是什么？

【考察内容】上游垄断和下游垄断的利润最大化问题。

【参考答案】均衡价格 p（y） =
3a + c

4
，k =

a + c
2

。

因为 p（y） = a - by，所以我们可由 y =
a - c

4b
得到

p（y） = a - by =
3
4

a +
1
4

c

又因为 k = a - 2bx，而且 x = y，代入可以得到

k = a - 2bx =
1
2

a +
1
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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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章 寡 头 垄 断

读 书 笔 记

1. 寡头垄断的策略选择：

寡头垄断的市场条件：厂商较少，只有两个厂商时为双头垄断，他们是价格寻求者；

产品是同质的或异质的；整个行业进入不易。其中有连续对策：价格领导者，价格追随

者，产量领导者，产量追随者；联合对策：联合定产，联合定价；合作对策：串谋。

2. 产量领导———斯塔克尔伯格模型：

假设：

（1）厂商 1 是领导者，它选择的产量是 y1 ；

（2）作为反应，厂商 2 选择产量 y2 ；

（3）两家厂商都明白均衡市场价格取决于总产量；

（4）反需求函数 p（y）表示作为行业产量 Y = y1 + y2 的函数的均衡价格。

追随者的利润最大化

max
y2

p（y1 ，y2）y2 - C2（y2）

追随者的利润取决于领导者的产量选择，并视之为常量。追随者选择的产量水平必

须满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

MR2 = p（y1 + y2）+ Δp
Δy2

y2 = MC2

追随者的反应函数：对于作为领导者的厂商 1 的每一个产量选择，作为追随者的厂

商 2 的利润最大化产量，y2 = f2（y1）。

领导者的利润最大化问题

max
y1

p（y1 + y2）y1 - C1（y1）

将厂商 2 的反应函数 y2 = f2（y1）代入领导者利润最大化公式，有

max
y1

p（y1 + f2（y1））y1 - C1（y1）

从中可以解出厂商 1，2 的产量。

3. 价格领导：在价格领导模型中，一家厂商制定它的价格，另一家厂商对按这个价格

它将提供给多少产量做出选择。再次地，领导者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必须考虑追随者的

行为。

4. 联合定产———古诺均衡：每家厂商都在对另一家厂商产量选择的预测既定的情况



下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且这些预测被证实处于均衡状态：每家厂商的最优产量选择正是

另一家厂商预期它生产的产量。

5. 多家厂商的古诺均衡：假设处于古诺均衡的厂商有 n 家，令 Y = y1 + ⋯ + yn 为行

业的总产量，厂商 i 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条件就是

p（Y） + Δ p
Δ Y

y
i

= MC（yi）

整理可得

p（Y） 1 + Δp
ΔY

Y
p（Y）

y
i[ ]

Y
= MC（yi）

令 Si =
yi

Y
代表厂商 i 在市场总产量中所占有的份额，上式简化为

p（Y） 1 -
Si

| ε（Y）
[ ]|

= MC（yi）

或 p（Y [） 1 -
1

| ε（Y）|
S

]
i

= MC（yi）

这里可以把
| ε（Y）|

Si

看作厂商所面临的需求曲线的弹性，厂商所占的市场份额越小，

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的弹性就越大。

6. 联合定价———伯特兰竞争模型：厂商选择它们的价格，让市场去决定销售的数量。

假设两个厂商生产同一产品，边际成本相等，则伯特兰均衡就是价格等于边际成本，为一

竞争均衡。

7. 串谋———卡特尔：诸多厂商先选择使整个行业利润达到最大的总产量，然后再在

它们之间进行瓜分利润。这些厂商被总称为卡特尔，它们的行为像单个垄断厂商一样，追

求它们利润总和的最大化。

两个厂商的利润最大化问题

max
y1，y2

p（y1 + y2）［y1 + y2 ］- C1（y1）- C2（y2）

最优条件

p（y
1 + y

2 ）+ Δp
ΔY

［y
1 + y

2 ］= MC1（y
1 ）

p（y
1 + y

2 ）+ Δp
ΔY

［y
1 + y

2 ］= MC2（y
2 ）

根据最优条件可以得出 MR1 = MR2 ，MC1（y
1 ） = MC2（y

2 ），因此，如果一家厂商具

有成本优势的话，从而它的边际成本曲线总是位于其他厂商边际成本曲线下面，那么在卡

特尔均衡解中，它就会生产更多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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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串谋的产量最小，价格最高。伯特兰均衡———竞争均衡———的产量最高，价

格最低。其他模型的结果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课后习题详解

1. 假定有两家厂商，它们面临的是线性需求曲线 p（y） = a - by，每家厂商边际成本

都为常数 c，试求古诺均衡中的产量。

【考察内容】联合定产：古诺模型。

【参考答案】古诺均衡时两个厂商的产量分别为 y1 = y2 =
a - c

3b
。

对厂商 1 来说，给定厂商 2 的产量 y2 ，它的利润最大化函数就是

max
y1≥0

［a - b（y1 + y2）］y1 - cy1

上式对 y1 求导并令其等于 0，即得到

a - 2by1 - by2 - c = 0

解得厂商 1 的反应曲线是

y1 =
1
2b

（a - c - by2） ①

同理得到厂商 2 的反应曲线是

y2 =
1
2b

（a - c - by1） ②

联立①式和②式解得：

y1 = y2 =
a - c

3b

整个行业的产量为 y1 + y2 =
2（a - c）

3b
。

2. 考虑这样一个卡特尔，其中每家厂商都具有相同的不变边际成本，如果这个卡特

尔要使整个行业的利润最大化，那么关于厂商之间的产量分配，这个假定前提隐含了些

什么？

【考察内容】卡特尔。

【参考答案】这个假定前提隐含着由于所有企业具有相同的边际成本，它们中的哪一

家生产产品无关紧要。

诸多厂商先选择使整个行业利润达到最大的总产量，然后再在它们之间进行瓜分利

润。这些厂商被总称为卡特尔，它们的行为像单个垄断厂商一样，追求它们利润总和的最

大化。现在考察两个厂商的利润最大化问题

max
y1，y2

p（y1 + y2）［y1 + y2 ］- C1（y1）- C2（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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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条件

p（y
1 + y

2 ）+ Δp
ΔY

［y
1 + y

2 ］= MC1（y
1 ）

p（y
1 + y

2 ）+ Δp
ΔY

［y
1 + y

2 ］= MC2（y
2 ）

根据最优条件可以得出 MR1 = MR2 ，MC1（y
1 ） = MC2（y

2 ），因此，如果一家厂商具

有成本优势的话，从而它的边际成本曲线总是位于其他厂商边际成本曲线下面，那么在卡

特尔均衡解中，它就会生产更多的产量。也就是说，应该让边际成本最低的厂商生产所有

的产品，其他厂商不生产。

在本题中，由于每家厂商都具有相同的不变边际成本，根据最优条件可知，在总产量

一定的条件下，每个厂商的产量可以任意分配。

3. 一个斯塔克尔伯格均衡情况下的领导者，会比它在古诺均衡情况下少得一些利

润吗？

【考察内容】斯塔克尔伯格模型。

【参考答案】一个斯塔克尔伯格均衡情况下的领导者，不会比它在古诺均衡情况下少

得利润。

因为任何情况下，领导者至少可以将产量定在古诺均衡产量的产量下，来获得古诺均

衡时的利润。

4. 假定有 n 家相同的厂商处于古诺均衡中，求证市场需求曲线的弹性一定大于
1
n

。

（提示：在垄断情况下，n = 1，也就是说，垄断者在需求曲线有弹性的部分经营。将我们

用来确定这个事实的推理过程应用于这个问题。）

【考察内容】n 个厂商的古诺均衡。

【参考答案】证明：假设处于古诺均衡的厂商有 n 家，令 Y = y1 + ⋯ + yn 为行业的总

产量，厂商 i 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条件就是

p（Y） + Δ p
Δ Y

y
i

= MC（yi）

整理可得

p（Y） 1 + Δ p
Δ Y

Y
p（Y）

y
i[ ]

Y
= MC（yi）

令 Si =
yi

Y
代表厂商 i 在市场总产量中所占有的份额，上式简化为

p（Y） 1 -
Si

| ε（Y）
[ ]|

= MC（yi）

或 p（Y [） 1 -
1

| ε（Y）|
S

]
i

= MC（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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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可以把
| ε（Y）|

Si

看作厂商所面临的需求曲线的弹性。由于 MC > 0，p > 0，必有

| ε（Y）|
Si

> 1

而又因为是 n 家相同的厂商，所以 Si =
1
n

，因此得到

| ε | >
1
n

图 27 1

5. 画一组导致不稳定均衡的反应曲线。

【考察内容】反应需求曲线。

【参考答案】只要使得 f2（y1）比 f1（y2）更陡峭

即可，如图 27 1 所示。

6. 垄断寡头生产的是有效产量水平吗？

【考察内容】垄断寡头。

【参考答案】一般情况下不会。只有在伯特兰

解中，价格才等于边际成本。

垄断寡头的模型有：产量领导模型（斯塔克尔

伯格模型），价格领导模型，联合定产模型（古诺模型），联合定价模型（伯特兰模型）以及

卡特尔。

一般的，具有相同固定边际成本的伯特兰均衡的产量最高，价格最低，特别的此时的

均衡就是竞争性均衡。而串谋的产量最小，价格最高。其他模型介于这两个模型结果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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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章 博 弈 论

读 书 笔 记

1. 博弈论的研究对象：博弈论研究企业或个人的策略行为，这些策略行为取决于其

他企业或个人的行动，互相依存又互相影响。

2. 纳什均衡：

（1）占优策略均衡：占优策略均衡就是指博弈中一个参与人的最优策略不依赖于其

他人的策略选择，不论其他人选择什么策略，他的最优策略是唯一的。

（2）纳什均衡：如果其他参与人不改变自己的策略，任何一个参与人都不会改变自己

策略的均衡状态。

纳什均衡与占优策略均衡的区别：每一个占优策略均衡一定是纳什均衡，但并非每

一个纳什均衡都是占优策略均衡。

3. 混合策略：选择混合策略就是选择一个概率分布，然后按照这个分布给出的概率

来选择各个纯策略。混合策略是用概率分布 x 来表示的，混合策略的变化完全反映为概

率分布 x 的变化。

4. 囚徒困境：囚徒困境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解释寡头垄断厂商的行为，关键是赋予合

作与背叛具体的经济含义。比如在双头垄断的情况下，合作可以解释为“保持索要一个高

价”，背叛可解释为“降价以争夺对手的市场”。

5. 重复的博弈：重复博弈是动态博弈的一种特殊情况，即在重复博弈中，同一个博弈

被重复多次。影响其结果的主要因素是博弈重复的次数。

有限次重复博弈：假定每个局中人都知道博弈将重复一个固定的次数（比如重复 5

次）。考虑最后一轮对策实施之前局中人给予的推理，此时每个人都认为他们在进行一次

性对策。

无限次重复博弈：当博弈的重复次数为无限时，局中人在每一个阶段都知道博弈至

少还要重复一次以上，因而合作大有前景，长期利益在望。在这种无限次重复的囚徒博弈

中，每个人的策略都是一个函数序列，它表明每个局中人在每个阶段是选择合作还是选择

背叛，都是作为此阶段之前博弈历史的函数。

6. 序贯博弈：序贯博弈是参与者相继行动，由于后行动者能够看到先行动者的决策

行为，所以后面的决策要受到以前决策行为的影响，每一个参与者都要根据在决策时所掌

握的全部信息来作出自己的最优策略，即每个人的策略是决策者在决策时所掌握全部信

息的函数。

注意：重复博弈仍然是同时决策，不是先后决策。



7. 进入制裁的博弈：

不可信的威胁：不可信的威胁影响不了纳什均衡的实现，定价对策的最终结局是双

方都执行纳什均衡策略，至于谁先采取行动，则是无关要紧的，没有先行动者的优势可言。

可信的威胁：可信的威胁可以使局中人双方达成一种协议，从而改变对策最终实现

的均衡，使发出威胁者在对策中获得优势。

课后习题详解

1. 考虑重复囚徒博弈中的针锋相对策略。假设当一个参与人意在采取合作策略时

却出了疏忽而选择了背叛策略，如果接下来两个参与人继续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结果会

怎么样？

【考察内容】针锋相对策略。

【参考答案】第 2 个参与人将以背信策略作为对第 1 个参与人采取的（错误）背信策

略的反应。然后第 1 个参与人又以背信策略做出反应，因此，每个参与人都不断地以背信

策略作为对另一个参与人采取的背信策略的反应。这个例子说明，当参与人在行动中或

在他们对另一个参与人的行动的理解过程中发生了错误时，针锋相对并不是一个很好的

策略。所谓针锋相对的策略，即博弈双方的每一方都采取另一方在前一局的策略。

2. 占优策略均衡总是纳什均衡吗？纳什均衡总是占优策略吗？

【考察内容】纳什均衡，占优策略均衡。

【参考答案】占优策略均衡是纳什均衡，但纳什均衡并不一定是占优策略。

一个参与人偏好占优策略而不考虑对手的策略（即使对方也采取占优策略）。这样，

如果所有参与人都采取占优策略，将会出现给定对方的策略正是他采用的最优策略的情

况，从而形成纳什均衡。不过并非所有的纳什均衡都是占优策略均衡，如表 28 1 所示。

表 28 1 非占优均衡的纳什均衡

参与人 B

左 右

参与人 A
上 2，1 0，0

下 0，0 1，2

在这个例子中，策略组合（上，左）是一个纳什均衡。但对参与人 A 而言，上并非是其

占优策略。同样，左也不是参与人 B 的占优策略。

3. 假定你的对手没有采取纳什均衡策略。那么，你还应该选择纳什均衡策略吗？

【考察内容】纳什均衡。

【参考答案】不一定会选择纳什均衡策略。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纳什均衡策略，是他在对手采用纳什均衡策略时可以选择的最优

策略。但是如果对手不这么做，那么，他就有可能还有更好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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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们知道，一次性的囚徒困境博弈所实现的占优纳什均衡策略是帕累托低效率

的。假设允许两名囚徒在服刑期满后可以相互进行报复。正式地，这将影响到博弈的哪

个方面？它会导致帕累托有效率的结果吗？

【考察内容】囚徒困境问题。

【参考答案】会导致帕累托有效率的结果。

从形式上讲，如果允许囚徒报复，博弈中的收益就可能发生变化。这会导致博弈产生

帕累托有效率的结果。例如，考虑两个囚徒都同意谁坦白就杀死谁，并且死亡的效用非常

低，比如设定为 - 90，则得到如表 28 2 的情况。

表 28 2 有报复的囚徒困境问题

参与人 B

坦 白 抵 赖

参与人 A
坦 白 - 90，- 90 - 90，- 6

抵 赖 - 6，- 90 - 1，- 1

从表 28 2 可以看出，（ - 1， - 1）将是该博弈唯一的均衡，而且是帕累托有效的

均衡。

5. 在一个囚徒困境重复博弈中，如果两个参与人都知道，博弈将重复 100 万次，那

么，这个博弈的占优纳什均衡策略是什么？如果你计划采用真人按上述情节做实验，你预

期他们会采取这个策略？

【考察内容】囚徒困境重复博弈。

【参考答案】这个博弈的占优纳什均衡策略是双方在每个回合都背信。在相当短的

时间内，经验证据似乎表明参与人很少采用这一策略。

这个策略是通过后向归纳过程得到的，这与推导有限的 10 回合所采用的方法相同。

在第 100 万次的博弈中，双方都选择背信，这样，给定第 100 万次博弈的结果是双方都选

择背信，第999 999次双方还是选择背信，以此类推，可知在该重复博弈中，双方每次都会

选择背信。

但现实中采用真人做实验，100 万次重复实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可以认为是

图 28 1

无限重复博弈。

6. 假设在本章所述的序贯博弈中，由参与人 B

而不是参与人 A 先采取行动。绘制出这个新博弈的

扩展形式，这个博弈的均衡又是什么？参与人 B 偏

好先采取行动还是后采取行动？

【考察内容】序贯博弈。

【参考答案】博弈的扩展型如图 28 1 所示。

博弈的均衡是 B 选择左边，参与人 A选择上边，

相应的支付是（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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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逆向归纳法，先看 A的选择：如果 B 选择左边，则 A 选择上边，因为获得的 9 大

于选择下获得的支付 0；如果 B 选择右边，则 A 选择下边，因为获得的支付 2 大于获得的

支付 1。这样，如果 B 选左边，由于 A会选择上边，则 B 能得到支付 9；如果 B 选右边，则 A

会选择下边，那么 B 只能得到支付 1。所以 B 肯定只会选左边，从而 A就会选上边。因此

博弈的均衡是 B 选择左边，参与人 A选择上边，相应的支付是（9，1）。

参与人 B 愿意先采取行动，因为由此产生的收益是 9，而不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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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章 博弈论的应用

读 书 笔 记

1. 最优反应曲线：在一个一般的双人博弈中，行参与人可能选择 r1 ，⋯，rR，列参与人

可能选择 c1 ，⋯，cc。对于行参与人的每一个选择 r，bc（r）表示行参与人的最优反应。相应

的，对于列参与人的每一个选择 c，br（c）表示行参与人的最优反应。由此，纳什均衡是使得

以下两个式子成立的一个策略组合（r﹡，c﹡）：

c﹡ = bc（r﹡）

r﹡ = br（c﹡）

纳什均衡的概念体现了“相互一致性”的思想。相互一致是参与人的信念和行动。

在某些情况下，其中的一个参与人也许在几个最优反应之间无差异。因此只需“c﹡

是列参与人的最优反应之一，r﹡ 是行参与人的最优反应之一”。如果对于每一个选择，存

在唯一的最优反应，那么最优反应曲线就可以由最优反应函数表示。

2. 纯策略：如果每个行为人只作出一个选择并坚持这个选择，这种策略叫做纯策略。

混合策略：允许行为人使他们的策略随机化，即对每项选择都制定一个概率，按此概

率作出选择，叫混合策略。

3. 合作博弈（协调博弈）：

（1）协调博弈的定义性特征：参与人在他们协调行动时获得的收益大于不协调时的

收益。

（2）博弈的聚点：在协调博弈中，如果参与人完全有理由相信，其中的一个均衡相对

于其他均衡更为“自然”时，这个均衡就称作此博弈的聚点。

（3）博弈的种类：

普通的合作博弈包括：

性别战：博弈双方想做同一件事情而不是不同的事情；

囚徒博弈：最终的占优策略使双方都受到伤害；

保证博弈：只要参与人相信对方会采取合作的策略，他们都会选择合作；

斗鸡博弈，博弈双方会避免采取相同的策略。

4. 竞争博弈（零和博弈）：在这类博弈中，博弈一方的收益等于另一方的损失，且每

一个方格中的总收益为零，这就显示了参与人的得分完全相反。

如足球赛中，如果列参与人知道行参与人踢球的方向，他就拥有极大的优势。但行参

与人会竭力使得列参与人猜不透自己的意图，所以他采取的是一种混合策略。

5. 共存博弈：鹰—鸽博弈并不是指老鹰和鸽子之间的博弈，而是指涉及显示两种行



为的单一物种的博弈。

6. 承诺博弈：承诺博弈考察的是序贯行动的博弈。这类博弈的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

承诺。但是，对于另一个参与人而言，这个承诺的选择必须是不可撤销的和可观察的。

（1）绑架博弈：绑架博弈指的是当绑匪绑架了一名人质却发现得不到任何赎金时，

该释放还是该杀掉人质，以及一旦人质被释放后，人质是揭露绑匪还是不揭露之间的

博弈。

（2）智猪博弈：智猪博弈指的是支配猪与从属猪之间谁按食物控制杆的博弈。

（3）储蓄博弈：储蓄博弈指的是老年人该储蓄还是该挥霍，年轻人是否该赡养老人

之间的博弈。

（4）敲竹杠问题：在该博弈中，很明显，博弈均衡是（承包商敲竹杠，客户让步）。

7. 鲁宾斯坦讨价还价模型：

（1）模型假设：两个参与人 A和 B 一起分配 1 美元，他们同意最多用 3 天的时间协

商分配问题。第 1 天，A给出一个报价；第 2 天，B 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这个报价，如果他

拒绝，他要提出一个新报价；第 3 天，A 要提出最终的报价。如果他们不能在 3 天之内达

成协议，双方都将一无所获。同时假定两人具有不同的耐性：A对将来收益的贴现因子是

α /天；B 对将来收益的贴现因子是 β /天。如果一方在两个报价之间无差异，他将选择对

方最偏好的报价。

（2）分析方法：从博弈末端即博弈结束的前一天开始分析。

（3）结论：子博弈精炼均衡为：A获得 1 - β（1 - α）美元，B 获得 β（1 - α）。

课后习题详解

1. 在一个双人博弈纳什均衡中，每一个参与人都在针对什么做出最优的反应？在一

个占优策略均衡中，每一个参与人又都在针对什么做出最优的反应？

【考察内容】纳什均衡，占优策略均衡概念。

【参考答案】在一个纳什均衡中，每个参与人都对其他参与人的最优反应作出了自己

最优的反应。在一个占优战略均衡中，每个参与人的选择都是对其他参与人任何选择的

最优反应。

2. 在有关混合策略的章节中，行参与人和列参与人有最优反应函数吗？

【考察内容】混合策略概念及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参考答案】行参与人和列参与人没有最优反应函数。因为当 r =
1
3

时，存在无穷多

个最优反应，而不是像函数的数学定义所要求的那样，只有一个最优反应。

3. 在一个合作博弈中，如果博弈双方做出相同的选择，那么，结果对于他们都令人满

意。这个结论是否正确？

【考察内容】合作博弈。

【参考答案】这个结论不正确。

分析：这要取决于博弈的收益。比如在斗鸡博弈中，该博弈存在两个纯策略纳什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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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行转向，列不转向）和（行不转向，列转向）。如果双方都选择直线驾驶，他们将陷入

最糟糕的境况。

列参与人

转 向 不转向

行参与人

转 向 0，0 - 1，1

不转向 1，- 1 - 2，- 2

4. 本章正文指出，在均衡状态，行参与人在 62% 的时间内会得分。这个数值是如何

得到的？

【考察内容】竞争博弈（零和博弈）。

【参考答案】在均衡战略“行参与人按 0. 7 的概率踢向左方，而列参与人以 0. 6 的概

率扑向左方”中，这是行参与人的期望收益。我们必须加总行参与人在四个事件下的收

益；行参与人踢向左方且列参与人扑向左方的概率 × 行参与人在这种情况下的收益 + 行

参与人踢向右方且列参与人扑向左方的概率 × 行参与人在这种情况下的收益 + ⋯⋯即等

于在均衡状态，行参与人在 62% 的时间内会得分。分析如下：

0. 7 × 0. 6 × 50 + 0. 7 × 0. 4 × 80 + 0. 3 × 0. 6 × 90 + 0. 3 × 0. 4 × 20 = 62

5. 承包商说，他打算“降低要价，并在以后的修改要求中寻求补偿”。他的本意是

什么？

【考察内容】敲竹杠问题。

【参考答案】他表示他将出低价以赢得合同，但随后对任意的修改索要高价。客户只

得接受，因为在工作中途进行转换的成本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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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章 交 换

读 书 笔 记

1. 埃奇沃思方框图：设参与交换的行为人为 A和 B，所交换商品为商品 1 和商品 2。

我们用 X
A

= （X
1

A
，X

2

A
）来表示 A的消费束，用 XB = （X1

B，X2
B）表示 B 的消费束。XA 和 XB

这一对消费束称为一种配置。（w
1

A
，w

2

A
）和（w

1

B
，w

2

B
）表示初始禀赋分配。可行分配为

X1
A + X1

B = ω1
A + ω1

B

X2
A + X2

B = ω2
A + ω2

B

2. 帕累托有效配置：

帕累托最优状态：指不可能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使得经济社会在不使一些成员境况

变差的条件下改善另一些成员境况的状态。这种状态下的配置叫做帕累托有效配置。

帕累托有效配置具有如下的内涵：（1）无法使所有各方的境况都更好；（2）不可能

使某一方境况更好，而又不使另一方境况变坏；（3）从交易中能得到的所有收益都已取

尽；（4）无法进一步再做互利的交易。等等。

3. 契约曲线：埃奇沃思方框内的所有帕累托有效配置点的集合称为帕累托集，或契

约曲线。

交换的契约曲线上的每一点都表示既定的两种产品在两个消费者之间达到了最优分

配，即实现了帕累托最优，但是交换契约曲线上的任意两点却是不可比较的，只能说给定

任何不在交换契约曲线上的点，总存在比它更好的点。

4. 瓦尔拉斯均衡：也叫市场均衡或竞争均衡，即存在一组价格，按此价格每个消费者

选择他（或她）最偏爱的可行的消费束，而且每个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是相等的。

超额需求：也就是净需求。用 e1
A 表示 A对商品 1 的超额需求。设 A的总需求为 x1

A，禀

赋为 ω1
A，则有 e1

A = x1
A - ω1

A。瓦尔拉斯均衡实际上就是所有交易者对每种商品的总超额需

求为零。同样方式可以表示 B 对商品 1 的需求函数。并用 z1（p1 ，p2）表示商品 1 的总超额需

求。那么

z1（p1 ，p2） = e1
A
（p1 ，p2）+ e

1

B
（p1 ，p2）

= x
1

A
（p1 ，p2）+ x

1

B
（p1 ，p2）― ω1

A ― ω1

B

均衡状态即为满足

z1（p
1 ，p

2 ） = 0

z2（p
1 ，p

2 ） = 0



这两个式子的一组价格（p
1

，p
2

）。

5. 瓦尔拉斯法则：在一个只有两种商品的市场中，瓦尔拉斯法则表示为

p1 z1（p1 ，p2）+ p2 z2（p1 ，p2） = 0

这个式子只需要根据两个交易者的预算约束即可导出。该定律表明，由于每个交易

者超额需求值为零（因为他必须满足预算约束），所以所有交易者的超额需求总和之值也

为零。

根据瓦尔拉斯法则，在这个经济中，若一个市场处于均衡，如 z1（p
1 ，p

2 ） = 0，那么必

有 z2（p
1 ，p

2 ）= 0，也就是说另一个市场必然处于均衡。推而广之，如果有 K 种商品的市

场，我们只需要找到一组使（K - 1）个商品的市场处于均衡的价格。瓦尔拉斯法则意味

着在商品 K 的市场中需求与供给自动地相等。

6. 均衡的存在性问题：瓦尔拉斯认为，在一个有着 K 种商品的市场内，需要确定

K - 1 种相对价格，并存在着表明在每个市场内需求与供给相等的 K - 1 个均衡方程式。

由于方程式的数目等于未知因素的数目，于是存在一个能满足所有方程式的解。但是这

种观点很快就被证明是靠不住的，从数学上我们知道，这种观点成立的条件是方程式系数

矩阵的行列式不为零，而这并不是自动满足的。

7.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及其含义：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给定性状良好（连续的，凸的，严格单调的）的消费者偏好，在

一个充分竞争市场中（生产或消费都不存在外部效应），则所有竞争均衡（瓦尔拉斯均衡）

都是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

该定理的基本思想是，如果市场是竞争的，在分权型的体制下，个人不需要知道别人

的偏好，只要根据自己面临的价格决定需求或供给，在一定条件下会达到瓦尔拉斯均衡，

而且这种均衡必然是一种帕累托有效配置。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暗含了以下条件：

（1）每个交易者只关心其本人的消费，也就是说，不存在消费的外部效应。

（2）每个消费者确实在竞争。这要求存在足够多的交易者。

（3）竞争均衡确实存在。这要求每个消费者的消费量相对于市场规模充分小。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重要性在于它表述了一种可用来确保帕累托有效配置结果的

普遍机制———竞争性市场机制。它只关心效率，并不论及经济利益的分配问题，或者说

“公平”问题。

8.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及其含义：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其实是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

的逆命题。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给定形状良好（连续的，凸的，严格单调的）的消费者偏好，任

何一个帕累托最优配置都可以从适当的初始配置出发，通过完全竞争市场来实现。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需要回答的是如果我们希望实现某一帕累托最优配置，如果社

会将该帕累托最优配置作为一种目标来追求，那么，该帕累托有效配置可以通过自发的、

分散决策的市场机制来实现。即市场机制加上适当的再分配，可以实现一种合意的帕累

托有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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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习题详解

1. 是否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帕累托有效配置，这时有些人的境况比其在非帕累托有

效率配置中的境况更差？

【考察内容】帕累托有效配置。

【参考答案】有可能存在这样的帕累托有效配置，这时有些人的境况比其在非帕累托

有效率配置中的境况更差。

例如，设想一个某个人拥有一切资源的配置。这时，另一个人在这一配置中的境况比

在一个他多少有些资源的配置中要差。而且这个人拥有一切资源配置是一种帕累托有效

配置，因为他的福利不可能得到改进，而对另外一个人来说，任何改进其福利的分配又必

然会减少第一个人的资源，进而减少第一个人的福利。在这种情况下，另一个人的境况比

其在非帕累托有效率配置中的境况更差。

2. 是否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帕累托有效配置，这时每个人的境况比其在非帕累托有

效率配置中的境况更差？

【考察内容】帕累托有效配置。

【参考答案】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帕累托有效配置，这时每个人的境况比其在非帕累托

有效率配置中的境况更差。

因为这意味着在所谓的帕累托有效配置中，存在某种使每个人的境况改善的方法，这

与帕累托有效的假定相矛盾。而且我们知道，非帕累托有效的配置就是对此帕累托有效

图 30 1 帕累托有效配置

配置的一个改进。

3. 假 如 我 们 知 道 一 条 契 约 曲

线，我们就可以知道任何交易的结

果。这句话是对还是错？

【考察内容】契约曲线。

埃奇沃思方框内的所有帕累托

有效配置点的集合称为帕累托集，或

契约曲线。典型的情况下，契约曲线

将从 A的原点穿过埃奇沃思方框到

达 B 的原点（如图 30 1 所示）。

【参考答案】这句话是错的。

如果已知契约曲线，则任何交易都将出现在曲线上的某点，当然，我们并不知道在哪

点上。因为我们知道，交易的结果还与每个人的初始禀赋有关。如图 30 1 中所示，由于

初始禀赋不同，帕累托有效点也就不同。每一个初始禀赋点，对应一个交易点

4. 如果我们实现了帕累托有效配置，是否还能使有些人的境况变得更好？

【考察内容】帕累托有效配置。

【参考答案】能够使有些人的境况变得更好。

如果我们实现了帕累托有效配置，则可以使某些人境况变得更好，但是在以损害他人

·８０１· 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六版）课后习题详解



利益为前提的基础上。如果不损害他人利益而使有些人的境况变得更好，则我们知道，这

是帕累托改进，则原先的就不是帕累托有效配置，因此如果不降低他人的境况，则就不能

使有些人的境况变得更好。

5. 假如 10 个市场中有 8 个市场的超额需求值等于零，那么剩下 2 个市场的必然结果

是什么？

【考察内容】瓦尔拉斯法则。

【参考答案】剩下 2 个市场的超额需求的价值之和也等于零。

现在因为有 10 个市场，则由瓦尔拉斯法则得到：∑
10

i = 1

pizi（pi） = 0，i = 1，2，⋯，10

现在已知其中有 8 个市场的 zi = 0，所以就有剩下 2 个市场的超额需求的价值之和等

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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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章 生 产

读 书 笔 记

1. 鲁滨逊·克鲁索经济：

（1）鲁滨逊·克鲁索经济：在只有一个消费者、一个企业和两种商品的鲁滨逊·克

鲁索经济中，鲁滨逊既是一个消费者，又是一个生产者。在最优点上，无差异曲线的斜率

必定等于生产函数线的斜率，这意味着增加一单位劳动所得到的边际产品必然等于闲暇

和椰子之间的边际替代率。

（2）厂商：假定椰子价格为 1，劳动的工资率为 ω，若 C 为椰子的产量，L 为劳动的投

入，那么利润水平 π = C - ωL，即 C = π + ωL，这就是等利润线，斜率就是劳动的工资率。

（3）鲁滨逊问题：作为消费者，鲁滨逊通过椰子消费与闲暇享受之间的权衡来最大

化他的效用。最优选择点将位于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线相切处。

2. 生产与福利经济学两大定理：

（1）生产与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一个存在着生产的经济中，福利经济学第一定

理同样成立。也就是说，如果所有的企业均是竞争性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那么竞争

均衡就是帕累托有效的。

这一定理暗含了两个条件：第一，它排除了较大的规模收益递增的区域；第二，不存

在生产的外部效应和消费的外部效应。

图 31 1 生产可能性集合

（2）生产和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在一个包含生产的经济中，要使福利经济学第二

定理成立，除了纯交换经济中所要求的消费者偏好呈凸性以外，还要满足企业的生产集呈

凸性的条件。也就是要满足规模收益不变或递减。

3. 生产可能性：

（1）生产的契约曲线：生产契约曲线为两组等产量线间切点的轨迹，其上各点均表

示满足生产条件的生产效率点。

（2）生产可能性曲线：生产可能性曲线表

示一个经济社会在当前资源和技术条件下的

最优产出量的集合。

生产可能性曲线具有如下特点：

① 向右下方倾斜。这表示要增加一种产

品 X 的产量必须放弃一部分另一种产品 Y。

② 凸向原点。这表示边际转换率递增，也

就是说，随着 X 产量增加和 Y 产量减少，放弃

一单位的 X 所能增加的 Y 的产量增加。这是



由要素的边际回报递减所导致的。

③ 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点均表示帕累托最优组合，即在现有资源和技术条件下整个

经济所能达到的最大产出组合。

（3）边际转换率：生产可能性曲线的斜率表示边际转换率，也就是如果决定牺牲一

单位的一种产品所能获得的另一种产品增加的数量。

4. 比较优势：

绝对优势：如果一个生产者生产某种产品的单位要素投入低于其他生产者生产该种

产品的单位要素投入，则称该生产者在此种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

比较优势：如果一个生产者生产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其他生产者生产该种产品

的机会成本，则称该生产者在此种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5. 帕累托效率：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1）交换的最优条件：任何两种产品的边际替代率对所有的消费者都相等。用公式

表示即为 MRSA
XY = MRSB

XY。其中 X 和 Y是任意两种产品；A和 B 是任意两个消费者。

（2）生产的最优条件：任何两种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对所有生产者都相等。用公

式表示就是 MRTSC
LK = MRTSD

LK 。其中，L 和 K 是任意两种要素，C 和 D 是任意两个生

产者。

（3）生产和交换的最优条件：任何两种产品的边际转换率等于它们的边际替代率。

用公式表示即为 MRTXY = MRSXY。

当上述三个边际条件均得到满足时，称整个经济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

课后习题详解

1. 椰子的竞争价格是每磅 6 美元，而鱼的价格是每磅 3 美元，如果社会放弃 1 磅椰

子，能够多生产多少磅鱼？

【考察内容】边际转换率。

【参考答案】社会放弃 1 磅椰子能够生产 2 磅鱼。

每放弃一单位椰子就可释放出 6 美元的资源，而鱼的价格是每磅 3 美元，因此这能用

来生产 2 磅鱼，正好也是价格 6 美元的资源。

严格来说，由一般均衡的必要条件是：

ui

x1
i

ui

x2
i

= MRT =
p1

p2

，这里 ui 是第 i 个人的效用函

数，i = 1，⋯，N，这样如果椰子和鱼的均衡价格分别是 p1 = 6，p2 = 3，则
dx2

dx1 =
p1

p2

=

6
3

= 2，这就是说社会放弃 1 磅椰子可以生产 2 磅鱼。

2. 如果图 31 2 中描述的厂商决定支付较高的工资，会发生什么情况？

【考察内容】鲁滨逊—克鲁索经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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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2 利润最大化

【参考答案】厂商提高工资会打破市场

均衡。

如图 31 2 所示，较高的工资会形成一

条较陡的等利润线，这意味着厂商的利润最

大化水平出现在现有均衡的左方，低于均衡

产出水平，导致一个较低水平的劳动需求。

与此同时，消费者的预算线也更加陡峭，不过

在新的预算约束下，鲁滨逊打算供给大于需

要的劳动水 平，因 此 劳 动 市 场 就 处 在 非 均

衡中。

3. 从何种意义上讲竞争均衡对一个经

济是件好事或是件坏事？

【考察内容】综合考察竞争均衡，帕累托有效，公平和社会福利。

【参考答案】（1）从是否是帕累托有效的角度看，竞争均衡对一个经济是件好事。当

市场是竞争性均衡时，每个经济行为人都实现了利润或效用的最大化，一个处于竞争均衡

的经济是帕累托效率的，这也表明经济中不存在使任何人的情况改善而不影响其他人境

况的可能，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竞争性均衡对一个经济是件好事。

（2）从公平和社会福利的角度看，竞争均衡未必是件好事。因为有可能出现社会宁

可要一个不同的福利分配情况，即社会宁愿以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境况为代价使一部分人

的境况获得改善。比如说，可以通过对初始分配的调整，使得市场达到均衡时，少数人拥

有整个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而其余的大多数人只占有全部资源的一小部分。

4. 如果鲁滨逊的椰子和鱼之间的边际替代率是 - 2，而这两种商品的边际转换率是

- 1，如果他要增加效用，他应如何办？

【考察内容】经济系统的均衡条件。

两种物品的经济系统的一般均衡的必要条件是：

ui

x1
i

ui

x2
i

=

T
x1

T
x2

=
p1

p2

，这里 ui 是第 i 个人

的效用函数，i = 1，⋯，N，T（x1 ，x2）是产品的转换曲线。

【参考答案】他将生产更多的鱼。

他的边际替代率表明，他愿意为多生产 1 单位鱼而放弃生产 2 单位椰子。边际转换

率表明他只需为多得到 1 单位鱼而放弃 1 单位椰子。因此，通过放弃 1 单位椰子，他能多

得到 1 单位鱼。

5. 假定鲁滨逊和星期五每天都需要 60 磅鱼和 60 磅椰子。利用本章中所说的两人的

生产率（鲁滨逊的生产函数为：F = 10L1
f ，C = 20L1

c ；星期五的生产函数为：F = 20L2
f ，

C = 10L2
c）。如果两人不相互帮助，他们每天需要干多少小时？假定他们决定一起干并以

最有效率的方式工作，现在他们每天得干几小时？从经济学上如何解释时间减少的原因？

【考察内容】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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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如果两人不相互帮助，双方每天均需工作 9 小时。如果他们决定一起干

并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工作，现在他们每天只需干 6 小时。每天的工作时间从 9 小时减少

到 6 小时是由于在每个人的比较优势基础上重新安排了生产。

分析：因为鲁滨逊的生产函数为：F = 10L1
f ，C = 20L1

c ，所以如果他每天需要 60 磅鱼

和 60 磅椰子，必须工作
60
10

+
60
20

= 9 小时；因为星期五的生产函数为：F = 20L2
f ，C = 10L2

c ，

所以如果他也每天需要 60 磅鱼和 60 磅椰子，则必须工作
60
20

+
60
10

= 9 小时。因此如果他们

不合作，每天都需要工作 9 小时。

现在假定他们开始合作，他们就是想使整个 L1
f + L1

c + L2
f + L2

c 最小。而又有他们必须满

足条件

10L1
f + 20L2

f = 120

20L1
c + 10L2

c =
{

120

因此得到 L1
f = L2

c = 0，L2
f = L1

c = 6，即他们只需工作 6 小时。

我们可以看出，两者合作之后，提高了效率，节省了时间，是因为比较优势，我们从他

们的生产函数（鲁滨逊的生产函数为：F = 10L1
f ，C = 20L1

c ；星期五的生产函数为：F =

20L2
f ，C = 10L2

c）可以看出，鲁滨逊擅长于生产鱼，而星期五擅长于生产椰子，所以所有的

鱼的生产应该交给鲁滨逊，椰子的生产应该交给星期五，这样会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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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章 福 利

读 书 笔 记

1. 偏好的加总：偏好的“加总”是指在所有经济行为人的偏好给定的情况下，通过一

定的方法用这些信息来描述社会对各种配置的偏好顺序。显然，这种排列还依赖于将众

多消费者的偏好进行“加总”的方法。

2.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

（1）当任何一组满足完全性、反身性和传递性的个人偏好集给定时，社会决策机制将

产生具有相同性质的社会偏好。

（2）如果每个人偏好选择 x 超过选择 y，那么社会偏好也将是 x 优于 y。

（3）x 和 y 之间的偏好唯一地取决于人们如何排列 x 和 y 的顺序，而不是人们如何排

列其他选择的顺序。

肯尼斯·阿罗证明了在非独裁情况下这样的社会决策机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著名

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如果一个社会决策机制满足性质（1）、（2）和（3），那么它必然是

一个独裁：所有的社会偏好顺序就是一个人的偏好顺序。

3. 社会福利函数：

构造社会福利函数：将每一个人的效用函数的表示方法固定下来，然后进行简单

加总：

∑
n

i = 1

ui（x） > ∑
n

i = 1

ui（y）

这样一种总函数就叫做社会福利函数，更一般地表示为 W（u1（x），⋯，un（x）），它是

各个人效用函数的增函数。典型福利函数：

（1）古典效用主义（边沁福利函数）：

W（u1 ，⋯，un） = ∑
n

i = 1
αiui

（2）最大最小社会福利函数（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

W（u1 ，⋯，un） = min（u1 ，⋯，un）

4. 福利最大化：用 xj
i 表示每一个消费者 i 所具有的商品数量 j，假定有 n 个消费者和

k 种商品。并且用 X1 ，⋯，Xk
表示商品 1，⋯，k 的总数。那么福利最大化问题为：

maxW（u1（x），⋯，un（x））



使得 ∑
n

i = 1

x1
i = X1



∑
n

i = 1

xk
i = Xk

5. 个人社会福利函数：个人社会福利函数又称为伯格森—萨缪尔森福利函数，其形

式为

W = W（u1（x1），⋯，un（xn））

6. 公平与平等：

嫉妒：如果某行为人 i 偏好行为人 j 的商品束甚于自己的商品束，我们就说 i 嫉妒 j。

平等：如果没有一个行为人对于任何其他行为人的商品束的偏好超过对他自己的商

品束的偏好，我们就说这种配置是平等的。

公平：如果一种配置既是平等的又是帕累托有效的，我们就说这是一种公平的配置。

进行公平分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所有商品平均地分配给个人。这种分配方法的

优点是对称，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商品束。然而，一般来说，平等的分配往往不是帕累托

有效的。因为人们的嗜好一般是不同的，这样就存在通过交换而获得帕累托改进的

可能。

课后习题详解

1. 假定一个配置 x 被认为比另一个配置 y 更为社会所偏好，仅当每个人都偏好 x 胜

过偏好 y。（有时这被叫做帕累托顺序，因为它同帕累托效率概念密切关联。）它作为社会

决策的规则有何不足之处？

【考察内容】偏好加总。

【参考答案】它作为社会决策的规则主要的缺陷是存在许多不能进行比较的配置（没

有办法在任意两个帕累托有效率配置间加以抉择）。例如：行为人有 A，B，C 三个，他们

对三种物品 X，Y，Z 的偏好顺序如表 32 1 所示。

表 32 1

行 为 人 A 行 为 人 B 行 为 人 C

X Y Z

Y Z X

Z X Y

可以看出大多人偏好 X 胜过 Y，大多人偏好 Y胜于 Z，大多人又偏好 Z 胜过 X，按照这

一规则，则无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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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罗尔斯福利函数只计算境况最差的行为人的福利水平。与罗尔斯福利函数相反

的是所谓的“尼采”福利函数———一种表明配置的值只取决于处境最好的行为人的福利

水平的福利函数。“尼采”福利函数的数学表达式应该是什么？

【考察内容】“尼采”福利函数的数学表达式。

【参考答案】由最大最小社会福利函数（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

W（u1 ，⋯，un） = min（u1 ，⋯，un）

可知“尼采”福利函数的数学表达式为

W（u1 ，⋯，un） = max｛u1 ，⋯，un｝。

3. 假定效用可能性集合是个凸集，消费者只关心自己的消费。哪种配置能代表尼采

福利函数的最大福利？

【考察内容】尼采福利函数。

【参考答案】在效用可能性曲线为凸集的情况下，最优的配置就是将所有资源都配置

给一个行为人，其他行为人得零。

由于尼采福利函数只关心境况最好的个人。因此，典型地，这一配置的福利最大化将

包括一个人得到一切。

4. 假定一种配置是帕累托有效率的，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消费，按正文描述的意义

证明必存在某些不“妒忌”他人的个人。

【考察内容】妒忌的概念。

【参考答案】（采用反证法）。假定不是这种情况，则每一个人妒忌某个其他人，创建

一个“谁妒忌谁”的名单。例如 A“妒忌”B，B 又“妒忌”C，等等。我们最终要发现的是哪

一个妒忌别人的人出现在名单最前列。假定循环为“C 妒忌 D，D 妒忌 E，E 妒忌 C”。再

假定有以下交易：C 得到了 D 的东西，D 得到了 E 的东西，E 得到了 C 的东西。循环中的

每个人都得到了他偏爱的组合，所以每个人的境况都得到了改善，但这样的话，最初的配

置就不可能是帕累托有效率的。

5. 安排选举课程的能力通常是一笔很客观的资产。假定社会票号由成对方式的大多

数投票决定，且表 32 2 所示的偏好成立，通过制定一个导致 y 取胜的选举日程来证明这个

事实。如果发现在一个日程下 z 为胜者，造成这一日程的社会偏好的相应特性是什么？

表 32 2 导致非传递性偏好的投票

消 费 者 A 消 费 者 B 消 费 者 C

x y z

y z x

z x y

【考察内容】偏好的加总。

【参考答案】导致 y 取胜的选举顺序为：首先在 x 和 z 之间投票，由于 B 和 C 都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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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z 胜于 x，所以 z 胜出。然后在胜者 z 和 y 之间投票，由于 A和 B 都偏好于 y 胜于 z，所以

y 胜出。或者首先在 x 和 y 之间投票，然后在胜者 x 和 z 之间投票。这样也能使 y 胜出。

造成这一日程的社会偏好相应特性是社会偏好的不可传递性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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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章 外 部 效 应

读 书 笔 记

1. 科斯定理：只要产权是明确的，并且其交易成本为 0，则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

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则资源都能达到有效配置。

外部效应的结果独立于产权分配，但行为人的偏好是拟线性的话，那么每一个有效解

图 33 1 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

都含有相同数量的外部效应。

2. 生产的外部效应：在有生产外部效应的

场合，最优生产形式与产权的分配没有关系，虽

然利润分配一般取决于产权分配。即使社会结

果独立于产权分配，企业所有制对什么是适合的

分配也可以有强有力的意见。

3. 公地的悲剧：公地的悲剧指的是公共财

产有被过分使用的倾向。公地的悲剧主要是用

来说明产权界定不清晰所产生的生产无效率。

4. 外部效应：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说明，在

没有外部效应的情况下，自由的竞争市场将产生有效率的结果，但如果有外部效应，竞争

市场的结果就不可能是帕累托有效率的。

纠正外部效应的办法有：征收庇古税，建立外部效应市场，仅仅许可企业合并，或以

其他方式转让产权。

课后习题详解

1. 产权的明确界定消除了外部效应问题，是对还是错？

【考察内容】外部性问题和产权。

【参考答案】这个说法是对的。

通常效率问题会受到产权情况的影响。当然，当我们施加产权时，同样也施加了禀

赋，它可以产生重要的分配结果。

外部效应是指一个经济行为人的行为影响到了另一个经济行为人，而这种影响又不

能通过收费或补偿另一个经济行为人的利益发生作用。但在产权明确界定的情况下，也

就对初始禀赋进行了分配，产生重要的分配结构，可以消除外部效应问题。

2. 拟线性偏好消除了划分产权的分配后果，是对还是错？

【考察内容】拟线性偏好的有效配置。



图 33 2

【参考答案】错误。

如果每个消费者的偏好都是拟线性

的，即效用函数为

U（x1 ，x2）= v（x1）+ x2

此时帕累托有效配置集就是一条水

平直线。因此，有效配置只有唯一的一个

外部效应量，如图 33 2 所示，O 点所对

应的即为唯一的一个外部效应量。

在此情况下，虽然每个有效解都有相

同数量的外部效应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有

效解中其他商品的分配与产权的分配无关。从图 33 2 中可以看出，另外一个商品的消

费量还是不同的。

3. 列举其他一些正负消费外部效应和生产外部效应的例子。

【考察内容】外部效应。

【参考答案】例如，一个人喜欢运动，经常穿着一双很臭的袜子，影响了别人的心情，

这是一个负的外部效应。一个人出手很阔绰，经常请室友吃饭，使大家都很开心，这是一

个正的外部效应。生活生产方面这种例子太多了，读者可以自己再试试。

4. 假设政府要控制公地的使用，有哪些办法可以实现有效的使用水平？

【考察内容】公地悲剧。

【参考答案】政府完全可以放弃最优数量的放牧权。还有一个替代方法是出售放牧

权。政府还可以征税。

比如征税时，假设每头牛的税率是 t，牛的有效数量是 c，则只要
f（c）

c
- a - t > 0 时，

牧民就会有喂牛的动力，会不断增加牛的数量。我们令 t =
f（c）

c
- a 即可达到喂养的有效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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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章 信 息 技 术

读 书 笔 记

1. 系统竞争：在信息经济学中，元件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使得他们要像关注竞争者那

样关注他们的互补者。从而使得信息产业的竞争战略有别于传统产业的竞争战略。

2. 协调定价：如果生产互补品的两家垄断供应商协调定价，那么，它们的价格就都会

低于单独定价时的价格。并且协调定价可以增加两家垄断厂商的利润，并改善消费者的

境况。

实现协调定价的方法包括：合并、协商、收益分享制和“使互补品商业化”。

3. 锁定：指在 IT 产业中，转换为一个不同系统的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至于要实现转

换是难以想象的，这时终端用户就可能发现他们正处在一种被锁定的状态。

4. 网络外部性模型：

（1）模型假设：假设某显示网络外部性的市场上共有 m 个人，商品的价格为 p，v∧表示

某消费者“边际个人”，v 表示第 v 个人对这种商品的保留价格。同时假定该商品对第 v 个

人的价值是 vn，n 表示消费商品的人数，即与网络联系的人数。Vn 表明消费商品的人数

越多，每个人为获得这件商品而愿意支付的价格就越高。

（2）现有该消费者在购买和不购买商品之间无差异，即他对商品的支付意愿就等于

它的价格： p = v∧n ①

由于这个“边际个人”是无差异的，所以与v∧相比，具有较高 v 值的每一个人都会购买

商品。这意味着，想购买商品的人的数量等于 n = m - v∧ ②
联立①、②，可以得到一个描述这个市场的均衡条件：p = n（m - n）。

该等式给出了商品价格和使用者数量之间的关系。从这层意义上说，它是一种需求

曲线：如果有 n 个人购买商品，那么边际个人的支付意愿就由需求曲线的高度度量。

5. 权限管理模型：

（1）考察一个数字产品市场，在某些默认条款下，该数字产品的所有者将选择一个价

格及销售数量，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max
y

p（y）y ①

从而可以求得一个最优的价格—数量组合（p﹡，y﹡）。

（2）现销售商试图放松这些条款的限制：例如，将免费试用期从 1 个星期延长为 1 个月。

这对需求曲线有两个方面的影响：它提高了产品对每个潜在用户的价值，使需求曲线向上移

动，但同时也降低了销售的数量，因为对某些用户而言，较长的试用期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因此，可定义新的消费数量 Y = by，b > 1；新的需求曲线 P（Y）= ap（Y），a > 1。从而，

新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变为max
Y

P（Y）y。



把 Y = by 及 P（Y） = ap（Y）代入上式得

max
Y

aP（Y）
Y
b

= max
Y

a
b

p（Y）Y ②

显然，②式在本质上同于①式，只是②式前面多了一个常数
a
b

，这不会影响到最优选

择，所以可以得到 Y﹡ = y﹡。

（3）结论：

① 商品的消费数量 Y﹡ 与销售条款无关。

② 商品的生产数量
y﹡

b
小于 y﹡。

③ 利润是增加还是减少，要取决于
a
b

是大于 1 还是小于 1。如果购买产品的消费者

所获价值的增加能够抵补消费者数量的减少，那么利润就会上升。

6. 知识产权共享模型：诸如图书和影碟之类的信息产品既可以出售，也可以出租。

租赁或者销售都可能更为有利可图，这要取决于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之间的关系。

课后习题详解

1. 如果一个客户更换长途电话服务公司的成本是 50 美元，那么，长途电话服务公司

为获得一个新客户愿意支付多少？

【考察内容】具有转换成本的竞争模型。

【参考答案】长途电话服务公司为获得一个新客户最多愿意支付 50 美元。

因为这就是在长期内他们希望从这个客户身上所实现利润的现值。假设长途电话公

司的话费价格为 p，提供电话服务的成本为 d，消费者的转换成本为 s，市场利率为 r，如果

对新供应商支付的现值加上转换成本低于对原先供应商支付的现值，消费者就将更换供

应商，即需要满足不等式（p - d）+ s +
p
r

< p +
p
r

。

而供应商之间的竞争确保消费者在转换和不转换之间无差异，这意味着

（p - d）+ s = p

从而：d = s。

而一个客户更换长途电话服务公司的成本是 50 美元，这就意味着长途电话服务公司

为获得一个新客户最多支付 50 元。

2. 描述对文字处理软件包的需求是如何显示网络外部性的。

【考察内容】网络外部性模型。

【参考答案】用户将偏爱拥有最多使用者的软件包，因为这将使他们交换有关如何使

用程序的文件和信息更加方便。因此，一个软件的使用者越多，那么消费者对该软件的评

价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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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假定生产额外一张影碟的边际成本是零，并且租赁一张影碟的租赁成本也为零。

生产商出售影碟会获得较多的利润？租赁的情况又如何？

【考察内容】知识产权共享模型。

【参考答案】在这种情况下，利润最大化问题是一致的。如果两人共享一台录像机，

生产者将使价格翻番，从而得到相同利润。

假设某音像制品生产商选择生产 y 张影碟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max
y

p（y）y - cy - F ①

其中：p（y）表示反需求曲线，c 是（不变的）边际成本，F 是固定成本。

现假设每张影碟由 k 个人共享，那么观看的影碟数目就是 x = ky。从而边际个人的支

付意愿为 p（x） = p（ky）。但是租赁一张影碟会存在某些不方便，我们将其记为“交易成

本”t，所以边际个人的支付意愿变为 p（x）- t。

由于每一张影碟都是在 k 个用户之间共享，因此一家音像商店的支付意愿 P（y）恰好

就是边际个人的边际支付意愿的 k 倍。即 P（y） = k［p（ky）- t］。

因此，生产商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变为

max
y

P（y）y - cy - F = max
y

k［p（ky）- t］y - cy - F

= max
y

p（ky）ky -
c
k

+( )t ky - F

由 x = ky，所以可将上式变为

max
y

p（x）x -
c
k

+( )t x - F ②

可见①式与②式表示的最大化问题基本一致，只是边际成本有所区别。

结论：当且仅当
c
k

+ t < c 时，租赁能够比不能租赁产生更高的利润。

由题意知，c = 0 和 t = 0 同时成立时，①式和②式就变为

max
y

p（y）- F

max
x

p（x）- F

此时，生产和租赁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一致，所以两种方式的利润也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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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 章 公 共 物 品

读 书 笔 记

1. 公共物品的提供：假设存在两人 1 和 2，则两人对公共物品的购买必定是帕累托

改善的，即

u1（w1 - r1 ，1） = u1（w1 ，0） < u1（x1 ，1）

u2（w2 - r2 ，1） = u2（w2 ，0） < u2（x2 ，1）

预算约束：x1 + g1 = w1 ，x2 + g2 = w2

公共物品提供的条件：

必要条件：r1 > g1 ，r2 > g2 ；

充分条件：r1 + r2 > g1 + g2 = c。

什么时候提供公共物品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仅取决于人们的支付意愿和公共物品的

总成本；提供公共物品是否是帕累托改进，一般取决于初始的财富分配，因为保留价格一

般由财产分配决定。

2. 私人提供公共物品：如果 r1 > c，r2 < c，或 r1 < c，r2 > c，那么无论另一个人是否

愿意出资购买公共物品，保留价格大于成本的人肯定会购买（提供），于是就会出现另一

个的免费搭乘问题。

如果 r1 < c，r2 < c，则两人都不会独自提供公共物品；如果仍然 r1 + r2 > c，则两个人

有联合提供的可能，也有可能两人都想免费搭乘，导致公共物品无人提供。

3. 公共物品供给量：把消费者 2 的效用固定在某一水平u2 上，最大化消费者 1 的

效用：

max
x1，x2，G

u1（x1 ，G）

s. t. u2（x2 ，G） = u2

x1 + x2 + c（G） = w1 + w2

FOC：| MRS1 | +| MRS2 | = MC（G）

显然，这里帕累托效率的条件就是边际支付意愿相加之和必须等于多提供一单位公

共物品的边际成本。当货物为非连续时，不论提供产品与否，我们说有效条件就是支付愿

望相加之和至少应该和成本相等。在或者提供，或者不提供离散商品的情形下，有效条件

就是边际支付意愿相加之和应该等于公共货物数量为最优时的边际成本。无论何时只要



对公共货物的边际支付意愿相加之和超过边际成本，提供更多的公共货物就是正确的。

4. 私人货物与公共物品的边际替代率的区别：就私人货物而言，每个人的边际替代

率必须等于边际成本，每个人可以消费不同数量的私人货物，但他们对边际消费量的评价

必定全都相等，否则他们要进行交换；就公共物品而言，边际替代率相加之和必须等于边

际成本，每个人的消费量必定相同，但他们对边际消费量的评价可以各不相同。

5. 拟线性偏好与公共物品：当私人货物的配置发生变化时公共物品的最优数量一般

也会不同。但是如果消费者具有拟线性偏好，那么就每一种有效配置而言显然只存在一

个唯一的公共物品供给量。

6. 免费搭乘问题：搭便车问题指的是对个人的一种诱惑，即让别人去提供公共物品。

一般来说，由于搭便车问题，纯粹个人主义的机制不会产生最优数量的公共物品。

7. 投票：

（1）一致同意规则。一项集体行动方案只有在所有参加者都认可的情况下才能实

施。优点是能够充分保证每一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避免产生“免费乘车”问题，可以达

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不足是达成协议的成本太大且难以达成。

（2）多数规则。这是民主国家使用最为广泛的公共投票进行选择的原则。它是指一

项集体行动方案必须得到所有利益相关者中的多数认可才可实施。

在存在多个投票人时会出现多个均衡或周期多数循环无法确定结果，即投票悖论，阿

罗不可能定理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8. 需求显示方法：

（1）利用市场的或“拍卖”的方法来保证人们会正确地显示他们对公共货物的真实

评价。

缺陷：这种方法需要对偏好作一种特别的限制，即偏好应该是拟线性的。

（2）克拉克税：税收并不交纳给其他行为人，而是交纳给国家。只要税收不影响任

何其他人的决策，这笔税额进入谁的腰包无关紧要，最主要的是税收要由关键人物交纳，

以使他们能面临一种讲真话的适当的鼓励。

缺陷：① 仅适用于拟线性偏好；② 不会导致帕累托有效的结果；③ 公平与效率的

抉择问题。

课后习题详解

1. 在拍卖活动中，人们依次报价，每个人的报价必须比上一次报价至少高一美元，拍

卖品卖给开价最高者。如果拍卖品对第 i 个人的价值是 vi，成交价格为多少？哪一个人

将买到拍卖品？

【考察内容】竞价拍卖。

【参考答案】它将不是最高价格，很可能为拍卖的次高价格再加上 1 美元。愿意开最

高价格的人得到商品，而只需支付次高的价格再加上几美元。

由于竞价者自由报价，所以对第 i 个人而言，如果当前的价格加 1 美元仍低于他对该

商品的评价 vi，那么他就愿意再增加 1 美元报价，当拍卖品的价格上升到对其出价的次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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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时，那么对其评价为次高价格的竞拍者将不会继续报价，因此对其评价最高的人可以

再增加 1 美元获得该商品，并且该价格仍然低于他对拍卖品的评价，所以评价最高的人最

终以次高的价格再加上 1 美元获得该拍卖品。

2. 在几个人中不泄报价拍卖某一商品。令 vi 为第 i 个人对商品的评价。证明：如果

该商品按次最高出价卖给最高出价者，讲真话符合每个局中人的利益。

【考察内容】拍卖竞价中讲真话的情况。

【参考答案】这一论点和有关克拉克税的观点相似。假定他把出价提高到超过实际

价值，如果他是较高出价者，则不会改变他得到的商品的机会。如果他不是较高出价者，

则如果他把出价提高到足以超过较高出价的水平，他将得到商品，不过需按第二高的出价

支付，这对他来说超过了商品价值。对于出价低于实际价值也可得到相似观点。现证

明之。

3. 假定 10 个人住在同一条街上，每个人都愿意为每新增加的一盏路灯多支付 2 美元

而不考虑已提供的路灯数量。如果提供 x 盏路灯的成本为 c（x） = x2 ，达到帕累托有效的

路灯数量应是多少？

【考察内容】公共物品的提供数量。

【参考答案】达到帕累托有效的路灯数量应是 10。

公共物品供给达到帕累托有效率的条件是：边际替代率之和等于提供公共物品的边

际成本。即∑
n

i = 1

MRSi
G，x = MC（x），其中 MRSi

G，x 是第 i 个人的公共品对私人品的边际替代

率。由题意知，消费者为每新增加的一盏路灯愿支付 2 美元，而且有 10 个人，因此，MRS 的

和是 2 × 10 = 20，而边际成本 MC = 2x，这样方程为：2x = 20，解得：x = 10。

所以路灯的帕累托有效数量应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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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章 不 对 称 信 息

读 书 笔 记

1. 逆选择：

产生的原因：逆选择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即交易的一方比另一方知道更

多的信息。如果信息对称，就不会出现逆选择。

解决办法：

（1）政府介入市场进行行政干预，避免逆选择的情况发生。

（2）占有信息多的一方向另一方提供更多的信息，以减小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2. 道德风险：

产生的原因：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

对策：从根本上来讲，可以通过制度设计，由个人自己来约束自己，避免出现道德

风险。

（1）区别对待：对于情况不同的投保人收取不同的保费。例如：对于防火、灭火设施

不完备的单位，让其交纳更多保费。在人寿保险中，让抽烟者交纳更高的保费。在汽车保

险中，一定时期内违反交通规则的人交纳更高的保费，没有违反过交通规则的人则交纳较

低的保费。

（2）风险共担：保险公司不提供全额保险，事故发生以后，保险公司只对损失提供部

分赔偿，使投保人承担一定的损失，即投保人要承担部分风险。

3. 发送信号：发送信号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当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出现的时候，某

些行为人会想要对能使他们与其他行为人区别开来的信号进行投资。

在市场上当不能区分质量优劣时，格雷欣法则就会发生作用（劣币驱逐良币）。这种

信息不对称的后果，不仅会伤害消费者，也会伤害生产者。对于生产者来说，发送信号就

是解决方法之一。

典型例子：质量保证；文凭。

4. 激励：有效激励计划使工人成为剩余索取者。这表明工人将使边际效益等于边际

成本。一般来说，适当的激励计划既能提供激励，又能分担风险。

激励计划：

（1）收取租金；

（2）雇佣劳动；

（3）要么接受，要么拒绝；

（4）分成制。

5. 信息不对称：不对称信息的引入使我们对激励方法的评价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



所有者不能察知劳动的水平，那么雇佣劳动就不可行。收取租金和要么接受，要么拒绝计

划使工人承担的风险太多。分成制是这两个极端的折中；它使工人有生产激励，却不使他

承担全部风险。

课后习题详解

1. 考虑本章二手车市场的模型，由市场均衡时的交易产生的最大消费者剩余数量是

多少？

【考察内容】逆选择的概念。

【参考答案】由市场均衡时的交易产生的最大消费者剩余为10 000美元。

在充斥着次车的市场上，因为消费者无法辨别哪个是次，哪个是好，只知道市场上好

车和次车各占一半，因此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为

0. 5 × 1 200 + 0. 5 × 2 400 = 1 800

因为好车的所有者愿意出售的价格为 2 000 美元，这样市场上好车就不会被出售，结果市

场上就充满了次车，好车将停止出售。所以均衡时只有次车被销售，因此创造的总剩余为

（1 200 - 1 000）× 50 = 10 000

2. 在同样的模型中，通过把汽车随机地分配给出售者而产生的消费者剩余是多少？

和第 1 题相比，哪种方法可以产生较大的剩余？

【考察内容】逆选择的概念。

【参考答案】通过汽车随机地分配给出售者而产生的总剩余是30 000美元，消费者剩

余小于总剩余，因此消费者剩余介于 0 到30 000美元之间。和第 1 题相比，通过把汽车随

机分配得到较多的剩余。

如果汽车是随机地分配给销售者，则卖者和买者获得信息都是一样的，即都不知道汽

车的质量，因此卖方的要价就是 0. 5 × 1 000 + 0. 5 × 2 000 = 1 500，而买者愿意花1 800 元

去购买汽车，因此每次交换的平均剩余就是 300 美元，而我们有 100 次交换。所以我们得到

的总剩余为（1 800 - 1 500）× 100 = 30 000，总剩余分为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所以消

费者剩余为 0 到30 000 美元之间。

通过把汽车随机分配给出售者，得到的总剩余为 30 000 美元，而第 1 题，通过市场产

生的总剩余为20 000美元，因此比第 1 题得到较多剩余。

3. 一个工人能够以 c（x） =
x2

2
的成本生产 x 单位产品。他在别处工作可以实现的效

用水平是u = 0。这个工人的最优雇佣劳动计划 s（x）是什么？

【考察内容】最优雇佣劳动计划。

【参考答案】这个工人的最优雇佣劳动计划为：s（x） = x -
1
2

。

最优激励计划的形式是：s（x） = wx + k。

由于工资 w 必须等于工人的边际产品，在这里即等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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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 k 要选得使工人在最优选择情况下的效用 u = 0。

因为 c（x） =
x2

2
，所以 mc = x。

由于 x 的最优选择发生在价格 1 等于边际成本 x 的地方，所以 x = 1。

在这点上，工人得到的效用为

u = x + K - c（x） = x + K -
1
2

x2 = 1 + K -
1
2

= 0

因此得到 K = -
1
2

所以这个工人的最优雇佣劳动计划为 s（x） = x -
1
2

。

4. 给定上述问题的条件。这个工人愿意为租用生产技术支付多少费用？

【考察内容】租用生产技术。

【参考答案】这个工人愿意为租用技术支付费
1
2

元。

根据第 3 题中，工资 w 必须等于工人的边际产品，在这里即等于 1，成本为 c（x） =
x2

2

因此得到的工人的收益目标为

max
x≥0

x -
1
2

x2

解得：x = 1，他的最优生产水平上的利润就是 1 -
1
2

=
1
2

。

因为 u = 0，所以工人愿意支付
1
2

来租用该技术。

5. 如果这个工人的备选就业机会可以使他获得效用 u = 1，你对上面这个问题的回

答会做什么变动？

【考察内容】租用生产技术。

【参考答案】如果工人要达到 1 的效用水平，厂商就必须一次性支付给工人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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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上海恩波及翔高教育联合举办的

考研辅导班课程

（一）考研公共课

政治

英语

数学

（二）全国统考专业基础课

心理学专业基础综合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历史学专业基础综合

金融联考

西医综合

工程硕士（GCT）

（三）上海各高校主考专业课

上海财经大学：西方经济学、法学综合、经济法

复旦大学：经济学综合基础（含单考生）、新闻传播学基础、新闻实务、传播实务、企业

管理综合理论与知识、文学语言综合知识、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中外文学与文艺理论、哲

学综合知识、政治学原理、国际关系、法学概论、民商法学、国际法学、生物化学（生科院）、

数据结构与操作系统

上海交通大学：结构力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自动控制理论、自动控制原理、微型

计算机原理与应用、控制理论基础、计算机通信网、电路基本理论、信号系统与信号处理、

数据结构、操作系统、编译原理、计算机组成与系统结构、生物化学、经济学、运筹学与概率

统计、管理学

同济大学：管理学概论、经济学、材料力学和结构力学数据结构与程序设计（C）、普通

化学、机械设计、通信系统原理、电路分析、自动控制原理、工程热力学

华东师范大学：西方经济学、文学基础、语言基础、翻译、高等代数、管理学、政治学

原理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综合、英汉互译、翻译综合、德语二外、法语二外、日语二外、英

语二外



华东理工大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生物化学、高分子化学和物理、控制原理、微机

原理、管理学原理

上海大学：现代经济学、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信号与系统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综合、国际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经济学综合、基础英语、翻译与写作

上海体育学院：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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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恩波及翔高教育联合编写的

考研专业课辅导书籍

（一）全国统考专业基础课

教育学：

《教育学统考内参》（双月刊）（免费发行）4、6、8、10、12 月初各 1 期

《2007 年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试题精解及 2008 年试题预测》（6 月后可在报名点免

费领取）

《2008 教育学统考最后八套模拟题》

心理学：

《心理学统考内参》（双月刊）（免费发行）4、6、8、10、12 月初各 1 期

《2007 年心理学专业基础综合试题精解及 2008 年试题预测》（6 月后可在报名点免

费领取）

《2008 心理学统考最后八套模拟题》

西医综合：

《西医综合内参》（双月刊）（免费发行）4、6、8、10、12 月初各 1 期

《西医综合历年试题详解（1995 ～ 2007）》

《2008 西医综合最后八套模拟题》

金融联考：

《2008 金融联考复习指南》

《2008 金融联考知识点汇编与冲刺背诵掌中宝》

《2008 金融联考最后冲刺全真模拟题》

《金融联考历年试题详解（2002 ～ 2007）》

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考点精要与习题精编（分微、宏二册）》

《曼昆〈宏观经济学〉（第五版）读书笔记与课后习题详解》

《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六版）读书笔记与课后习题详解》

（二）上海各高校主考专业课

上海财经大学：

《2008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考研复习指南（分微、宏二册）》

《2008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考研最后八套模拟题（第三版）》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考研历年试题详解（第三版）（2001 ～ 2007）》

《范里安〈微观〉（第六版）、曼昆〈宏观〉（第五版）读书笔记》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经济学综合基础历年试题详解（1999 ～ 2007）》

《2008 复旦大学经济学综合基础考研复习指南（分微、宏、国、政四册）》

《2008 复旦大学经济学综合基础最后八套模拟题》

《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基础历年试题详解（2001 ～ 2007）》

《2008 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基础模拟试题》

《复旦大学新闻实务历年试题详解（1999 ～ 2007）》

《2008 复旦大学新闻实务模拟试题》

《复旦大学传播实务历年试题详解（2003 ～ 2007）》

《2008 复旦大学传播实务模拟试题》

《复旦大学法学概论历年试题详解（1995 ～ 2007）》

《2008 复旦大学法学概论模拟试题》

《复旦大学政治学原理历年试题详解（1996 ～ 2007）》

《2008 复旦大学政治学原理模拟试题》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基础（Ⅰ）历年试题详解（2001 ～ 2005）》

《2008 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基础（Ⅰ）模拟试题》

《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基础（Ⅱ）历年试题详解（2001 ～ 2005）》

《2008 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基础（Ⅱ）模拟试题》

《上海交通大学自动控制理论历年试题详解（1996 ～ 2005）》

《2008 上海交通大学自动控制理论模拟试题》

《上海交通大学控制理论基础历年试题详解（1996 ～ 2005）》

《2008 上海交通大学控制理论基础模拟试题》

《上海交通大学信号系统与信号处理历年试题详解（1996 ～ 2007）》

《2008 上海交通大学信号系统与信号处理模拟试题》

《上海交通大学电路基本理论历年试题详解（1995 ～ 2007）》

《2008 上海交通大学电路基本理论模拟试题》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历年试题详解（2001 ～ 2005）》

《2008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模拟试题》

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现代经济学历年试题详解（1997 ～ 2007）》

《2008 上海大学现代经济学最后八套模拟题》

华东理工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物理化学历年试题详解（1996 ～ 2007）》

《2008 华东理工大学物理化学模拟试题》

《华东理工大学化工原理历年试题详解（1996 ～ 2007）》

《2008 华东理工大学化工原理模拟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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