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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需求理论 

一、需求、需求量、需求表、需求曲线 

（一）需求（demand, D） 

需求是指家庭在经济社会的某一特定时期内，面对商品或劳务的不同价格水平时所

愿意购买和能够购买的商品或劳务数量。 

理解需求这一概念时需要注意两点：一是需求是不同价格水平和商品或劳务数量的

一一对应关系，是一种映射关系，可以运用需求表、需求函数和需求曲线来表现；二是

有效需求必须是购买意愿和支付能力的统一，二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有购买欲望没有支

付能力，则说明消费者对该商品或劳务只有需要，而没有需求，例如，一个售楼人员会

向哪些人群推销商品房？显而易见，穷光蛋和有房户都不会是他的选择目标；如果只有

支付能力而没有购买欲望，则消费者也不会对商品或劳务产生需求。 

 

阅读材料 1：鸦片战争后，英国洋布为什么不能进入中国市场？ 

鸦片战争后，英国商人为了打开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而欣喜若狂。当时英国纺织工

业的中心曼彻斯特商人估计，中国有 4 亿人，假如有 1 亿人晚上带睡帽，每人每年用两

顶，整个曼彻斯特的棉纺厂日夜加班也不够。于是他们把大量的洋布运到中国。结果与

他们的梦想相反，中国人没有戴睡帽的习惯，衣服也是自产的土布或丝绸，洋布根本卖

不出去。 

按当时中国人的收入，并不是没有购买洋布的能力，起码许多上层社会人士的购买

力还是相当强的。英国人的洋布为什么完全卖不出去呢？关键在于中国人没有购买洋布

的欲望。 

购买意愿或欲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消费时尚所决定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

仍然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保守、封闭甚至排外的社会习

俗。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和保

守封闭的意识形态，也没有改变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消费时尚。当时，上层人士以穿丝绸

为荣，一般群众以穿自家织的土布为主。洋布和其他洋货受到冷落主要不在于价格高，

也不在于人们的收入太低，而在于没有购买欲望。这种购买欲望又是当时消费时尚以及

抵制洋货心理的结果。可见，购买意愿对需求的决定是极为重要的。 

构成需求的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两者缺一都不能称其为需求。所以，需求预测既

要考虑购买力，又要考虑购买意愿。英国人仅考虑到购买能力，而没有考虑到购买意

愿，这正是他们的洋布在中国没有市场的原因。 

 

需求可以分为个人需求和市场需求两种：个人需求是消费者在某个特定时期内并在

不同的价格水平下购买的某种商品或劳务的数量；市场需求是在某一特定市场和特定时

期内所有消费者在不同的价格水平下购买的某种商品或劳务的数量。个人需求是市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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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商品的价格 

相关商品主要是指替代品和互补品。替代品是指商品在使用功能相近或相似，可以

相互替代的。例如面包与馒头，公交车与出租车等。假如面包的价格上涨，相对而言，

馒头本身的价格便下降了，此时，馒头的需求量便上升了；反之，则使得下降。互补品

是指两种商品的使用功能是互补的，必须同时使用，来共同满足消费者的欲望。例如，

汽车与汽油，电脑与软件等。假如汽车的价格上升，消费者对汽车的需求量会下降，进

而消费者对汽油的需求量也会减少；反之，则增加。所以，我们可以结论：一种商品的

价格与其替代品的需求量呈同方向变动，一种商品的价格与其互补品的需求量呈反方向

变动。 

（3）消费者的收入水平 

对于大多数商品和劳务来说，当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提高时，消费者便会增加对这些

商品的需求数量；相反，当消费者的收入水平下降时，就会减少对这些商品的需求数

量，即商品的需求量与收入水平呈正方向变动。一般来说，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量（食

盐、粮食等）对于消费者收入水平变化反应不大，只会少量地增加；而对于一些耐用消

费品和奢侈品的需求量来说，对收入水平反应很大，会加大幅度增加。但也有例外，一

些商品如劣等品的需求量同收入水平呈反方向变动。 

（4）消费者的偏好 

消费者的偏好是指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偏爱程度，会对该商品的需求量产生影响。

偏好程度越高，该商品的需求量越大；反之，则越小。消费者的偏好会受时尚、广告、

习惯等影响。例如，在我国，老年人对茶叶有着比较高的偏好，故而对茶叶的需求量

会较高，而年轻人对饮料、咖啡有较高的偏好，故而年轻人对饮料、咖啡有比较大的

需求量。 

（5）消费者对商品的价格预期 

如果消费者认为某种商品的价格未来要上涨，就愿意增加现在的购买量；如果预期

某种商品的价格未来要下降，就愿意减少现在的购买量，等到未来再购买。 

以上的影响因素是主要的因素，除此之外还存在特殊的影响因素。例如，季节、气

候、广告、时尚潮流等。 

（二）需求函数（demand function） 

需求函数是表示某种商品的需求量与影响该需求量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表

示为： 

 Qd=f (P、I、P1P2⋯、H、Pe、⋯⋯) （2-1） 

上式中，Qd为商品的需求量，是需求函数的因变量；P、I、P1P2、⋯、H、Pe、⋯⋯为影

响该商品的需求量的因素（分别为商品本身的价格、消费者的收入、相关商品的价格、

消费者的偏好、消费者的预期等），是需求函数的自变量。这些因素当中任何一个因素发

生变动，该商品的需求量便会发生变化。 

由于在这些影响因素当中，商品本身价格是影响和决定需求量的最重要的因素，

如果我们把除商品本身价格以外的其他影响因素看成其他条件，并使其保持不变，仅

仅研究商品本身价格与商品需求量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需求函数就可以用下面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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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表示： 

 Qd=f (P) （2-2） 

上式为简化的需求函数。 

 

阅读材料 2：需求定理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其他条件 

为什么演唱会的门票价格高需求也不减少？这是因为其他条件发生了变化，在实践

中，我们则要经常考虑“其他条件”。如果大雨连天，雨伞的价格上升，而其需求量也增

加了。从现象看，这显然是与需求定律不容，这是否意味着需求定律是错的？不是，因

为我们还没有考虑“其他条件”。依次类推，股票价格上涨，买的人反而多了，是因为存

在“其他条件”，如投资者预期该股票的价格还会上涨，有钱可赚。同理，在土豆价格上

涨，需求量反而上升，是因为消费者收入较低，买不起其他食品，或者说，消费的主食

因收入的限制而只好采用土豆，当土豆价格上涨时，他们预期价格还会涨，于是就去抢

购了，这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吉芬商品”。 

 

三、需求定理 

从上面对需求表与需求曲线的表述以及对影响需求量的因素和需求函数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得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种商品的需求量与其本身价格之间存在着

反方向变动的关系。即需求量随着商品本身价格的上升而减少，随着商品本身价格的下

降而增加。这种现象便称为需求定理。值得注意的是，需求定理的存在是以一定的假设

条件为前提，这个假设条件就是其他条件不变，在这里其他条件指的是除商品本身价格

以外的其他影响需求的因素。例如，当商品的价格上升时，同时消费者的收入水平也上

升，可能这种商品的需求量不会发生变动。 

 

阅读材料 3：吉芬之谜 

在经济学中，需求定理是指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一种商品价格上升，该商品需求量

减少。这是绝大多数人所共知的道理，也符合理性人行事的假定。但是，1845 年在爱尔

兰大饥荒时期，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马铃薯价格在上升，但需求量也在持续增加。英

国经济学家吉芬（Giffen）观察到了这种与需求定理不一致的现象，这种现象也就被经济

学界称为“吉芬之谜”，而具有这种特点的商品被称为吉芬商品。 

 

四、需求量的变动与需求的变动 

在分析需求问题时，同样要注意区分需求量的变动与需求的变动，它们的区别在

于引起这两种变动的因素是不相同的，而且，这两种变动在几何图形中的表示也是不

相同的。 

（1）需求量的变动 

需求量的变动指的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商品本身价格发生变化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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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量发生变化的现象。 

（2）需求的变动 

需求的变动指的是商品本身价格不变，由其他条件发生变化所引起的需求量发生变

化的现象。如消费者收入水平的变动、消费者偏好的变动、其他商品价格的变动等。 

从需求曲线的角度来看，需求量的变动表

现为在一条既定的需求曲线上点的位置的移

动，而需求的变动表现为整条需求曲线移动。

向左或向右平行移动，向左移动表示需求减

少，向右移动表示需求增加。如图 2-2 所示，

需求曲线 D1上的 a 点沿着需求曲线 D1移动到

b 点指的是需求量的变动，需求量的增加；而

整条需求曲线 D1向右平移到需求曲线 D2则指

的是需求的变动，需求的增加。 

举个现实生活例子来说明，政策制定者减

少吸烟者吸烟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提高消费税率，进而来提高香烟的价格，使得香烟

的需求量减少，表现为需求曲线上的点沿着需求曲线向上移动，指的是需求量的变动，

因为除香烟的价格变化外，其他条件都没有发生变化；二是增加公益广告，或通过法律

手段要求香烟生产者在烟盒上印出吸烟有害健康的字眼或画面，使得香烟的需求量下

降，表现为整条需求曲线向左平移，指的是需求的变动，需求的减少，因为香烟的价格

没有变化，其他条件却发生了变化。 

第二节 供给定理 

一、供给、供给量、供给表、供给曲线 

（一）供给（supply） 

所谓供给是指生产者（厂商）在经济社会的某一特定时期内，在面对不同的价格水

平下愿意提供并且能够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数量。 

在理解供给这一概念应该注意两点：一是生产者必须要有提供欲望即出售商品的欲

望或者想要出售某种商品；二是生产者必须要有生产商品或提供劳务的能力，只有这

样，才能形成生产者对商品的供给。所以，有效供给是生产者的提供欲望和生产能力的

统一，二者缺一不可。 

供给分为个人供给和市场供给。个人供给是指单个厂商对某种商品或劳务的供给；

市场供给是指该商品和劳务市场所有个人供给的总和，即与每一可能的供给价格相对应

的每个厂商供给量的总和。 

（二）供给量（quantity supplied） 

所谓供给量是指指生产者（厂商）在经济社会的某一特定时期内，在面对特定的价

格水平下愿意提供并且能够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数量。它是在特定供给价格下的供给商

品和劳务数量，而供给是在不同的供给价格水平下的商品供给数量。反映在供给曲线

 

图 2-2 需求量的变动与需求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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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利润的减少，自然供给量会减少，即生产技术水平与商品的供给量呈正方向的变

动关系。 

（4）相关商品的价格 

相关商品价格的变化也会对商品的供给量产生影响。这里所说的相关商品是指厂商

用同样的生产要素可生产的两种不同的商品。如果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下跌，那么，厂

商为了避免损失就会去选择生产另一种商品。 

例如，有家厂商的机器设备和工作人员既能生产自行车，又能生产摩托车。开始时

生产自行车，当自行车价格下跌而摩托车价格不变或上升时，厂商为避开跌价造成的损

失，就会转向生产摩托车。所以相关商品的价格的上升与降低会影响本商品的供给量。 

（5）生产者对未来的预期 

生产者对未来市场的需求及竞争状况的预期，会影响商品的供给状况。如果生产者

预期商品价格将上涨，则他会增加商品供给；反之，则减少商品供给。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会对供给量产生影响。例如，供给的变动与时间因素密

切相关。一般来说，在价格变动之后的极短期内，生产者只能通过短暂性调整库存来做

出对价格的反应，商品的供给量变动不会很大。在短期内可以通过变更原料、劳动力等

可变生产要素的投入来调节供给量，商品的供给量变动会较大，较主动地对价格的变动

做出反应。在长期内，厂商可以通过变更厂房、设备等不变生产要素，进而改变厂商的

生产经营规模，使产品的供给量适应价格而充分变动。 

（二）供给函数 

供给函数是用来表示供给量和影响供给量的各个因素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函数。如

果把影响供给的各种因素作为自变量，把供给量作为因变量，则可以用函数关系来表示

“影响供给量的因素与供给量之间的关系”，即供给函数，用公式表示为： 

 Qs=f (P, Pr, C, T, E⋯⋯） （2-3） 

上式中，Qs为供给量；P, Pr, C, T, E⋯⋯为影响供给的因素（分别为商品本身的价格、相

关商品的价格、生产成本、技术水平、预期等）。在这里我们把除商品的供给价格以外的

其他影响供给量的因素都称之为其他条件，那么当假如其他条件不变，只考虑商品本身

的价格与该商品的供给量，则供给函数便为： 

 Qs=f (P) （2-4） 

上式表明，某商品的供给量 Qs是商品本身价格 P的函数，为简化的供给函数。 

三、供给定理 

所谓供给定理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某种商品的供给量与价格之间呈同方

向变动，即供给量随着商品本身价格的上升而增加，随着商品本身价格的下降而减少。

在理解供给定理时，要注意这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个假设前提。供给定

理是在假定影响供给的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说明商品本身价格与供给量之间的关

系。离开了这个前提供给定理也就无法成立。例如，当技术进步时，即使某种商品价

格下降，供给量也会增加。又如一个企业如果生产某种产品的目的不是为了利润最大

化，而是为了人道而生产残疾人用品，那么，商品本身的价格与供给量就不能呈同方

向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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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供给量的变动与供给的变动 

在分析供给问题时，同样要注意区分供给量的变动与供给的变动，它们的区别在于引

起这两种变动的因素是不相同的，而且，这两种变动在几何图形中的表示也是不相同的。 

（一）供给量的变动 

供给量的变动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由某商品的价格变动所引起的该商品供给数

量的变动。在几何图形中，这种变动表现为商品的价格—供给数量组合点沿着同一条既

定的供给曲线的运动。图 2-3 表示的是供给量的变动：随着价格上升所引起的供给数量

的逐步增加，A点经沿着同一条供给曲线逐步运动到 F点。 

（二）供给的变动 

供给的变动是指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由于其他条件变动所引起的该商品供给

数量的变动。这里的其他条件变动可以指生产成本的变动、生产技术水平的变动、相关

商品价格的变动和生产者对未来的预期的变化等。在几何图形中，供给的变动表现为供

给曲线的位置发生移动即整条供给曲线向左或向右平行移动，即供给的减少或增加。图

2-4 表示的是供给的变动。在图中原来的供给曲线为 S1。在除商品价格以外的其他条件

变动的影响下，供给增加，则使供给曲线由 S1 曲线向右平移到 S2 曲线的位置；供给减

少，则使供给曲线由 S1曲线向左平移到 S3曲线的位置。由供给的变化所引起的供给曲线

位置的移动，表示在每一个既定的价格水平供

给数量都增加或都减少了。例如，在既定的价

格水平 P0，供给增加，使供给数量由 S1 曲线

上的 Q1上升到 S2曲线上的 Q2；相反，供给减

少，使供给数量由 S1曲线上的 Q1下降到 S3曲

线上的 Q3。这种在原有价格水平上所发生的

供给增加量（Q2－Q1）和减少量（Q1－Q3），

都是由其他条件变化所带来的。譬如，它们分

别是由生产成本下降或上升所引起的。很清

楚，供给的变动所引起的供给曲线位置的移

动，表示整个供给状态的变化。 

 

阅读材料 4：需求定律与供给定律的发现 

西方有句谚语说：教会一个人成为博学的经济学者并不难，只要像训练鹦鹉那样让

它学会说需求和供给这两个名词就可以了。200 多年前，斯密发现了一只看不见的手——

价格，在对经济进行调节，也正是由于价格的调节作用，市场经济才能有序运行。价格

是由市场上的需求和供给决定的，因此，抓住需求和供给这两个因素，就能对市场经济

的运行做出科学的解释。 

需求定律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古诺发现的，他在 19 世纪 30 年代第一次做出了需求曲

线。法国工程师、经济学家杜普特最早把需求理论运用于实践，他运用这一理论来计算

建筑一座桥梁的收益，以及在桥梁已建成的情况下，使用这座桥梁应收多少过桥费。 

图 2-4 供给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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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均衡条件 Qd=Qs=Qe、Pd=Ps=Pe，得出 600-10Pd=10Ps=Qe、Pd=Ps=Pe，得出 Pd=Ps= 

Pe=30，将 Pd=Ps=Pe=30 代入需求函数得，Qd=600－10×30=300 或将 Pd=Ps=Pe=30 代入

供给函数得 Qs=10×30=300，可知均衡价格 Pe=30，均衡数量 Qe=300。 

二、均衡价格的形成 

下面我们用表 2-3 和图 2-5 来说明均衡价格的形成。当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为 40

元时，商品的需求量为 200 单位，供给量为 400 单位。这种供给量大于需求量的商品过

剩的市场状况，一方面会使消费者压低价格来得到他要购买的商品量，另一方面，又会

使生产者减少商品的供给量。这样，该商品的价格必然下降，一直下降到均衡价格 30 元

的水平。与此同时，随着价格由 40 元下降为 30 元，商品的需求量逐步地由 200 单位增

加为 300 单位，商品的供给量逐步地由 400 单位减少为 300 单位，从而实现需求量与供

给量相等；相反，当市场价格低于均衡价格为 20元时，商品的需求量为 400单位，供给

量为 200 单位。这种需求量大于供给量的商品短缺的市场状况，一方面，迫使消费者提

高价格来得到他所要购买的商品量；另一方面，又使生产者者增加商品的供给量。这

样，该商品的价格必然上升，一直上升到均衡价格 30 元的水平。在价格由 20 元上升为

30 元的同时，商品的需求量逐步地由 400 单位减少为 300 单位，商品的供给量逐步地由

200单位增加为 300单位，最后达到需求量与供给量相等。 

可见商品的均衡价格是商品市场上需求和供给这两种相反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它是在市场的供求力量的自发调节下形成的。 

三、均衡价格的变动、供求定理 

从上面的论述可知，市场均衡是暂时的，不是稳定的，随着影响需求和供给的因素

发生变动进而使得需求和供给发生变动，市场均衡便会发生位置移动，均衡价格和均衡

数量也会改变。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需求变动、供给不变 

（1）需求增加、供给不变：由于需求增加，使新的均衡价格上升，均衡产量增加。 

（2）需求减少、供给不变：由于需求减少，导致新的均衡价格下降，均衡产量减少。 

结论：当供给不变，需求变动与均衡价格、均衡数量呈正方向变动关系。 

下面用图形来说明，在图 2-6 中，原来的市场

均衡点为 E 点，所对应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分别

为 Pe 和 Qe，当供给不变、需求增加后，需求曲线

向右平移到 D1 的位置，新的市场均衡点为 E1，新

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分别提高到 P1 和 Q1。同

样，当需求减少时，均衡点向左下方移到 E2 的位

置，此时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也就降低到 P2和 Q2。 

例如，2003 年中国“非典”期间，人们对于口

罩、消毒水等物品的需求大大增加，假定这时的供

给不改变，如果需求和供给长期处于非均衡的状

态，直接的市场后果是这些必需物品的价格飞涨，

 

图 2-6 需求变动、供给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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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供给商出于利益的要求也会增加供给。  

（二）供给变动、需求不变 

（1）供给增加、需求不变：由于供给增加使得均衡价格下降，均衡产量上升。  

（2）供给减少、需求不变：由于供给减少使得均衡价格上升，均衡产量下降。  

结论：当需求不变，供给变动与均衡价格呈反方向变动关系，与均衡数量呈正方向

变动关系。 

下面用图形来说明，在图 2-7 中，原来的市场

均衡点为 E，所对应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分别为

Pe和 Qe，当需求不变、供给增加后，供给曲线向右

平移到 S1的位置，新的市场均衡点为 E1，均衡数量

增加到 Q1，由于供给量增加，使均衡价格降低到

P1。同样，当供给减少时，市场均衡点向左上方移

到 E2 的位置，此时均衡数量减少到 Q2，均衡价格

提高到 P2。 

例如，假定消费者的手机消费量很稳定，新款

手机在刚进入市场时售价较高，但由于新技术的普

及速度很快，如果手机生产厂商为了获取高额利润

一味地提高生产量，只能导致最终的市场供给量大于消费者的需求量，使得均衡价格不

断下跌。 

（三）供求定理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需求的变动引起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同方向变动；供

给的变动引起均衡价格反方向变动而引起均衡产量同方向变动，这就是供求定理。 

在具体地分析某一经济事件时，我们可以按下面的步骤来进行分析。 

（1）判断这一事件或经济现象是影响需求还是影响供给，在图形上表现为需求曲线

移动、供给曲线移动还是两者共同变化？ 

（2）判断曲线移动的方向是向左还是向右？ 

（3）分析市场均衡发生变化前后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变动。 

 

阅读材料 5：歌星的高收入合理吗？ 

某歌星一场演唱会的出场费的收入是几十万元人民币，是普通人几年或几十年的收

入，老百姓难免有不平衡之感，歌星的收入主要来源是门票的收入。我们分析演唱会门

票的价格，如果想听演唱会的人增加了，而歌手的供给不变，则门票的价格就会上升，

由于演唱会举办方与歌手都能从高价格的门票中得到更多的收益，他们还增加演唱会的

场次；同理可以推出，如果没有那么多歌迷，需求减少，门票的价格必然下降，他们会

减少演唱会的场次。如果歌手增加，门票的价格也会下降，演唱会的场次增加；同理可

以推出，歌手减少，门票的价格也会上升，演唱会的场次会减少。这就是经济学分析的

供求规律。 

 

 

图 2-7 供给变动、需求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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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均衡价格的应用 

我们可以运用均衡价格理论来分析政府的各种价格政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方式主

要有支持价格和限制价格两种。 

（一）支持价格 

所谓支持价格又称最低价格或价格下限，是指政府为扶植某一行业或某种产品的生

产而对该行业产品规定高于均衡价格的最低价格下限。例如，为了扶持农业，或为了农

场主的利益，对农产品实行支持价格，即规定农产品的最低价格，使这种价格高于由市

场需求和市场供给决定的均衡价格。为了维持这

种支持价格，政府必须收购过剩的部分产品，如

图 2-8所示。 

在图 2-8 中，假设农产品的市场均衡价格为

Pe，均衡数量 Qe，但政府为了扶持该行业的发

展，而确定其产品价格为 P1，由于 P1高于市场均

衡价格 Pe，结果导致农产品的需求量减少至 Q1，

而农产品的供给量却增加至 Q2，这样就出现了供

大于求的局面，导致产品过剩，Q2－Q1 为供大于

求的部分，按照均衡价格理论此价格 P1 是难以维

持的，要维持此价格水平，政府部门就必须将过

剩供给（Q2－Q1）部分收购掉。 

 

阅读材料 6：美国农产品的价格保护 

农民需要面对来自于自然环境和市场的风险。他们即便投入了很大的力气和金钱耕

种土地，恶劣的天气或严重的虫灾仍然有可能导致他们减产。另外，如果遇到少见的风

调雨顺的好天气，产量增加，供给曲线外移，从而引起均衡价格下降，照样给农民带来

损失。 

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一直致力于稳定谷物、棉花、大米、乳制

品、糖、羊毛、花生等农产品的价格，为此设立了一些非常复杂的程序，成为农场法案

的一部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做法遭到来自各农业州的国会议员和他们的政治

说客们的不满，法案被迫进行修订，以保证通过实施上述程序，农民最后可以享受的平

均价格实际上稍高于市场平均价格。换句话说，政府制定的有关程序相当于建立一定的

价格下限，而且正如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这引起了供给和政府农产品储备过剩。以 1988

年旱灾发生前的 1987年为例，美国联邦政府拥有的谷物、麦子和棉花储备分别相当于当

年产量的 57％，63％和 33％。 

每过 5 年左右，农场法案就会进行一次较大的修订。1990 年 11 月，当时的布什总

统签署了一个新的农场法案，其目标之一就是降低价格下限，逐步减少储备，使价格向

市场均衡价格移动。1991 年年中，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到 1996 年，新的农场法

案将使政府储备的谷物、麦子和棉花减少到分别相当于 1996 年产量的 18％，35％和

 

图 2-8 支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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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这一预计已经考虑到其间可能出现的天气和技术条件变化、美国向其他国家出口

的状况以及其他一些因素。 

无疑，政府适量拥有农作物储备，可以保护消费者免受旱灾或其他农业灾害可能带

来的农作物减产和价格急剧上升的风险，不过这一储备的数量应该尽可能缩小。通过逐

步减少储备，政府希望农民能逐步学会适应市场变化，并对市场变化做出应有的反应，

而不是完全依赖政府设立的价格保护政策。 

 

（二）限制价格 

所谓限制价格又称最高价格或价格上限，是指政府为了限制某些产品价格上涨而规

定的该产品最高价格上限，一般都低于均衡价格。实行限制价格后，会导致该产品供给

量减少，从而出现产品短缺，所导致的后果是：排队购买、抢购和黑市贸易等，政府一

般实行配给制来解决这一矛盾，如图 2-9所示。 

在图 2-9 中，假设某产品的市场均衡价格为

Pe，政府为了把其价格控制在较低的水平，规定其

最高价格为 P1，P1低于 Pe，结果导致需求量增加至

Q1；而供给者却由于产品价格较低而减少供给量至

Q2。这样就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导致产品短缺

现象，图中 Q1-Q2 部分为短缺部分。政府为了维持

此价格水平，只有通过票证供应或控制限额的方式

来限制需求。限制价格政策只运用于短期的特殊情

况，保持的时期过长会挫伤投资者的积极性，使短

缺变得更加严重，迫使政府放弃价格限制，最后价

格上涨将会更加严重。 

 

阅读材料 7：莫斯科歌剧院的票价 

苏联政府向观光客骄傲地宣称：为了使欣赏歌剧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我们最好座

位的票价只要４美元。纽约百老汇类似的演出，票价高达 60 美元。我们的低票价政策使

得所有的老百姓都可以看得起歌剧！ 

这似乎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事实。但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我们要问：当票价定得这

么低时，是不是每一个要看歌剧的苏联人民，都能买得到票呢？苏联政府的这种补贴是

否符合资源的有效利用呢？ 

事实上，当票价被人为地压低时，就会有很多观众买不到票，立刻产生了消费者

“买得起、却买不到”的缺票现象。在当时的苏联，谁能买到这种补贴的票呢？主要是两

类人：一类是苏联的特权阶级，另一类是持有外汇到苏联来参观访问的外国人。 

但是，稍有常识的人都会问：为什么要牺牲苏联人民本来已经够艰苦的生活，来补

贴外国人看歌剧？这不是慷慨，而是愚蠢。如果由自由市场的供需决定，假定票价变成

了 20美元。但为了使一些低收入者看得起歌剧，苏联政府可以每晚拨出二分之一免费券

给他们看。这样的调整会产生三个好处：第一，门票收入增加，政府收入增加；第二，

 

图 2-9 限制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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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不起票的平民现在反而不要花一分钱；第三，票价调整后，苏联的特权阶层及外国人

得不到苏联人民的补贴。 

可是，这种市场经济原则下的简单操作在苏联是行不通的。因为在“票价定得可以

使大家看得起歌剧”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下，真正得到好处的是那些可以买到票的特权阶

层。他们怎么肯提高价格来对付自己？最可怜的是那些老百姓，因为他们只知道“补贴

是好的”“低物价是对的”，不知道真正得到补贴好处的不是他们，因为他们买不到票。

但是货品短缺时，要耐心排长队的却是他们。 

 

第四节 弹性理论及其应用 

一、弹性的概念 

弹性是一个物理学的名词，指一物体对外部力量的反应程度。在经济学中，弹性指

的是在经济变量之间存在函数关系时，因变量对自变量变化的反应程度。 

弹性的大小可以用弹性系数 E 来表示。弹性系数是因变量变动百分比与自变量变动

百分比的比值，其公式为： 

弹性系数=因变量变动百分比（％）/自变量变动百分比（％） 

设两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为 Y = f (x)，则弹性公式为： 

 
/

/

Y Y Y X
E

X X X Y

 
 
 

 （2-5） 

式中，E为弹性系数；ΔX、ΔY分别为变量 X、Y的变动量或增量。 

需要注意的是，由弹性的定义公式可以清楚地看到，弹性是两个变量各自变化比例

的一个比值，所以，弹性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它和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度量单位无关，因

为在相除的过程中单位已经消去了。 

二、需求价格弹性 

（一）需求的价格弹性概念以及计算公式 

需求价格弹性又简称需求弹性，是指需求价格变动的比率所引起的需求量变动的比率，

即需求量变动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显然，需求价格弹性反映了消费者对该商品价格变化

的敏感程度。各种商品的需求弹性是不同的，一般用需求弹性的弹性系数来表示弹性的大

小。需求弹性的弹性系数是需求量变动的比率与价格变动的比率的比值。其公式为： 

 d

/

/

Q Q Q P
E

P P P Q

 
   

 
 （2-6） 

需要注意的是，在通常情况下，由于商品的需求量和价格是呈反方向变动的，
Q

P




为负值，为了使需求的价格弹性系数取正值，所以前面加了一个负号。另外需求价格弹

性与需求曲线的斜率
P

Q



呈反比，与 P/Q的值呈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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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求价格弹性的五种类型 

各种商品的需求弹性不同，根据需求弹性的弹性系数的绝对值大小，可以把需求的

价格弹性分为五类，如图 2-10所示。 

（1） dE =0，指的是需求完全无弹性。在这种情况下，无论需求价格如何变动，需求

量都不会变动；这种商品的需求曲线是一条和横轴垂直的曲线；例如，棺材、急救药等

这类商品是完全没有弹性的。即需求价格对其需求量的调节无效。 

（2）0＜ dE ＜1，指的是需求缺乏弹性。即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小于需求价格变动的

百分比，被称为需求缺乏弹性，此时的需求曲线比较陡直或者比较陡峭；例如，生活必

需品，即消费者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价格的变动不敏感。 

（3） dE =1，指的是需求单位弹性。即需求价格变动的百分比与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

相同，被称为需求的单位弹性，这时的需求曲线是一条正双曲线；例如，运输、住房服

务等。 

（4） dE ＞1，指的是需求富有弹性。即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大于需求价格变动的百

分比，被称为需求富有弹性，此时的需求曲线比较平缓或者比较平坦；例如，奢侈品

（金银首饰），消费者对这些商品的价格变动十分敏感。 

（5） dE =∞，指的是需求完全有弹性。即在指定的需求价格水平下，需求量可以任

意变动，被称为需求有无限弹性，此时的需求曲线是一条与横轴平行的线；例如，银行

以某一固定的价格收购黄金或者实行保护价的农产品。 

 

图 2-10 需求价格弹性示意图 

一般来说，这五种需求弹性在现实中比较常见的是需求缺乏弹性和需求富有弹性，

其他三种情况在现实中是很少的。 

（三）影响需求弹性的因素 

（1）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需求程度 

一般来说，消费者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强度大而稳定，所以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弹性

就小。像粮食、油、盐、蔬菜这类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弹性都较小。而奢侈品、高档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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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就较大。 

（2）商品的可替代程度 

如果一种商品有许多替代品，它的需求就富有弹性，因为，价格上升时，消费者会

购买其他替代品，价格下降时，消费者会购买这种商品来取代其他替代品。 

（3）商品在家庭支出中所占的比例 

在家庭支出中占比例小的商品，价格变动对需求的影响小，需求弹性也小。在家庭

支出中占比例大的商品，价格变动对需求的影响大，其需求弹性也大。 

（4）商品本身用途的广泛性 

一般来说，商品的用途广泛，需求弹性越大，用途小，则需求弹性也小。因为一种

商品的用途越多，则消费者的需求量在这些用途之间进行调整的余地就越大，需求量做

出反应的幅度也就越大。 

（5）商品耐用程度 

一般来讲，使用时间长的耐用消费品需求弹性大，而使用时间短的非耐用消费品需

求弹性小。 

（6）所考察的消费者调节需求量的时间 

一般来讲，所调节需求量时间越长，需求弹性越大，所调整的时间越短，需求弹性

越小。 

注意：在以上的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商品的需求程度或者必需程度、替代程

度和在家庭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某种商品的需求弹性到底有多大，是由上述这些因素

综合决定的。而且，某种商品的需求弹性也因时期、消费者收入水平和所处的地区不

同而不同。 

（四）需求价格弹性的运用——需求价格弹性与总收益 

需求价格弹性的大小，同消费者购买该商品货币收入支出的变动和生产者的总收益

都密切相关。因为价格变动引起需求量的变动，从而引起了消费者货币收入支出的变

动。同时消费者的支出和生产者的收益在量上是相同的，即 P×Q。所以分析需求弹性对

总收益的影响实际上也是分析需求弹性对居民户总支出的影响。 

总收益也可以称为总收入，指厂商出售一定量商品所得到的全部收入。如果以 TR

代表总收益，Q 为销售量，P 为价格，则 TR=P×Q。按照这个公式，好像只要提高价

格，总收益就会增加；降低价格，总收益就一定会减少，但实际并不是这样。由于各种

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不同，所以，价格变化对总收益的影响也不一样。 

（1）需求富有弹性的商品需求弹性与总收益的关系 

如果一种商品的需求富有弹性，当该商品价格下降时，需求量（从而销售量）增

加的幅度大于价格下降的幅度，从而总收益（即总支出）会增加，当该商品的价格上

升时，需求量（销售量）减少的幅度大于价格上升的幅度，所以总收益（总支出）会

减少。 

结论：如果某种商品的需求弹性富有弹性，则价格与总收益呈反方向变动，即价格

上升，总收益减少；价格下降，总收益增加。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薄利多销”的

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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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需求弹性与总收益的关系 

如果某种商品的需求缺乏弹性，当该商品的价格下降时，需求量（从而销售量）增

加幅度小于价格下降的幅度，从而总收益（总支出）会减少，相反，当该商品的价格上

升时，需求量（销售量）的减少幅度小于价格上升的幅度，从而总收益（即总支出）会

增加，如图 2-11和图 2-12所示。 

                       

                   图 2-11 需求富有弹性              图 2-12 需求缺乏弹性 

结论：如果某种商品是缺乏弹性的，则价格与总收益同方向变动，即价格上升，总

收益增加价格下降，总收益减少。如“谷贱伤农”就是这个道理。在丰收的情况下，由

于粮价下跌，农民的收入减少了。因为农产品属于需求缺乏弹性，丰收造成粮价下跌，

并不会使需求量同比例增加，从而总收益减少，农民受损失。 

 

阅读材料 8：如何避免“谷贱伤农” 

近日，“苍南番茄烂大街”的消息引起了网友的关注，也“惊动”了央视。央视新闻

中心官方微博上发出呼吁“帮菜农转！温州西红柿滞销 别让他们流汗又流泪”，不少市

民纷纷表示要助农户一臂。 

从经济学中的供求关系原理上说，农民的种植业收入取决于产品的产量和价格，价

格是农民收入的关键所在。而任何一种农产品产量过高，都会导致价格下跌，使农民种

植积极性受到打击，也造成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 

前几年，全国番茄价格一路狂飙，在温州番茄价格最高时达到了 3.9 元/斤，让不少

农户尝到了甜头。这样一来，2014 年下半年，全国各地番茄种植面积都有所提高，温州

番茄种植面积也从原来的 5 万亩扩大到 6 万亩，因而导致番茄售价跳水。紧接着，伤透

了心的菜农们会不会一气之下放弃番茄种植，谁也不敢肯定。 

预防“谷贱伤农”悲剧重演，最直接的办法是根据各种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和需求情

况，合理规划种植面积。可是，在当前农产品价格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菜农只能被

动地接受市场的调节。当然，市场调节也不是万能的，当价格泡沫掩盖了市场真正的需

求时，得不到真实的市场信息的菜农，依然会放弃种植某种农作物，或盲目扩大某种农

作物的种植面积。 

据悉，在美国，各地方政府不仅要利用各种方式为农民提供信息服务，而且还要对

农民不合理的种植情况进行干预。一旦发现某种作物种植面积可能过多，将影响该作物

的市场价格，便会采取各种措施指导农民少种，甚至不惜采取由政府补贴而让农民休耕

的措施。这个经验虽好，但国情不同，所以并不一定完全适合我国。就目前情况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