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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

内容概要

《微观经济学》首先从现代经济学发展的角度优化传统教学体系，强化经济原理分析的系统化理解，
并尽量简化不必要的数理推导分析过程。例如，在供求均衡和弹性分析的基础上，按照等边际法则、
最优化分析模式，分别说明消费者需求的形成、生产者供给的决定，再从市场竞争和垄断博弈的市场
结构中分析价格决定的效率；按照从产品市场到要素市场的分析次序，从收入分配到一般均衡，直到
市场失灵的揭示逐步推进，体现出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基本进程。其次，从最新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选
取典型问题、案例，便于多种教学形式的开展，活跃微观经济学教学过程；从经典著作、网络和其他
众多媒体中导人相关资料，以资料链接、拓展阅读的形式增强趣味性和知识的延展性，满足多样化的
学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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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如果其他条件变化了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总是强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这一假设前提。例如，在考察一个消费者的行为时，通常假定消费者的收入和其他商品的价格保持
不变，在此基础上分析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及其经济结果。同样地，在考察某一产品或要素市场
均衡和价格决定时，则把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仅仅看成其本身价格的函数，而其他相关经济变量则通过
比较静态方式影响市场均衡价格。那么如果允许其他条件变化，结果会怎么样呢？ 10.1一般均衡理论
10.1.1一般均衡的含义 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知道在市场机制中，任何一种产品（包括生产要素，下
同）的价格与供求之间有这样的相互依存关系：价格规定或会影响有关经济主体的需求和供给；经济
主体的需求和供给则决定着产品的成交价格。这样，产品的价格与其供求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现实生
活中就不是互为因果，循环推理。相反，任一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和均衡供销数量，确实是在
相互作用中同时决定的，均衡价格出现了，均衡的供求数量也同时得出来了。 在实际生活中，社会经
济的各个部门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可以这样说，一个经济系统中，任何一种变化都
会产生3种效应：由于任何原因引起的对A部门的需求变化，首先对A产生冲击效应；这种效应将扩散
到其他部门，从而使其余部门受到冲击而发生变化；这些部门的变化将反馈到A部门而使A部门再发生
变化。如此循环往复，永无止境。例如，就产品市场而言，某种产品A的价格上升将引起其替代商品B
和补充商品c的需求曲线右移和左移，从而使B价格上升和c价格下降。进一步分析，B和c的价格变化一
方面会继续影响它们各自的替代商品和补充商品的价格，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影响产品A的价格。于是
，某种产品价格的变化将波及其他产品市场。同样地，就要素市场而言，某种要素的价格变化将改变
其替代要素和补充要素的需求曲线的价格。进一步分析，这些替代要素和补充要素的价格变化也会继
续影响它们各自的替代要素和补充要素价格的变化，并反过来影响初始要素的价格。于是，某种要素
价格的变化也将波及其他要素市场。最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产
品价格的提高将提高相应要素的需求曲线，而要素价格的提高则降低相应产品的供给曲线。 所谓一般
均衡分析是经济分析中所采用的一种（与局部均衡相对应的）理论分析方法。它假定一个社会的所有
各种产品的供给、需求和价格，所有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需求和价格，以及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供求
和价格，都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同局部均衡分析一样，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也是从微观经济主体
（作为消费者的个人或家庭、作为生产者的厂商和各种产品市场）的行为角度出发，来考察每一种产
品和每一种要素的供给与需求同时达于均衡状态所需具备的条件以及相应的均衡价格和均衡供销量应
有的量值。而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在分析任一商品的供求和价格时，抽象掉其他商品的价格（和供求）
对该商品的供求和价格的影响，也就是假定影响该商品的价格（和供求）的所有其他因素是既定不变
的，这包括其他商品的价格以及人们的收入和偏好等。这样，任一种商品价格的变化，唯一地取决于
该商品供求的变化，而该商品供求的变化，唯一地由该商品价格的变化所决定。 10.1.2瓦尔拉斯的一
般均衡模型 由上一小节可知，任何一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实际上不仅取决于该商品本身的价格高低，
而且取决于许多其他商品的价格高低。因此，每种商品的供求均可以看成所有价格即所谓价格体系的
函数。与局部均衡分析相似的一个问题便是：是否存在一组均衡价格，在该价格体系中，所有商品的
供求均相等呢？这就是所谓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问题。法国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斯在经济学说史上最
先充分地认识到一般均衡问题的重要性，他在1 874年出版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一书中首先提出
了一般均衡的数学模型并试图解决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问题。 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体系是按照从简单到
复杂的路线一步步建立起来的。他先撇开生产、资本积累和货币流通等复杂因素，集中考察所谓交换
的一般均衡。在解决了交换的一般均衡之后，他加入更加现实一些的假定——商品是生产出来的，从
而讨论了生产（以及交换）的一般均衡。但是，生产的一般均衡仍然不够“一般”，它只考虑了消费
品的生产而忽略了资本品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瓦尔拉斯进一步提出关于“资本积累”的第三个一
般均衡模型。他的最后一个模型是“货币和流通理论”，该模型考虑了货币交换和货币窖藏的作用，
从而把一般均衡理论从实物经济推广到了货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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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观经济学》的编写思路是编者在多年经济学教学实践中，经过问题总结、深刻思考、大胆设想、
局部尝试而形成的，绝不是某一个人的贡献，而是一个积极进取、精诚合作、科研和教学相互促进的
教学团队集体经验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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