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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消费者行为分析 　

【学习目标】

１．理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及其在经济分

析中的重要性。

２．掌握效用最大化的等边际原则。

３．理解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约束线如何决

定消费者均衡。

４．理解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引导案例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吃

兔子和猫无意间争论起一个问题：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吃。

兔子抢先说：“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就是萝卜，那股清香味儿，特别是秋

天的萝卜，吃起来还甜滋滋的。我一说就流口水。”猫不同意这个意见，他

说：“我认为世界上没有比鱼更好吃的东西了。你想想，那鲜嫩的肉、柔软的

皮，嚼起来又酥又松。只有最幸福的动物，才懂得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好

东西。”

它们两个都坚持自己的意见，争论了好久，还是得不到解决。最后只好去

找猴子来评理。猴子听了他们的意见，都不同意。他说：“你们都是十足的傻

瓜，连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都不知道。我告诉你们吧，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是

桃子！”

兔子和猫听了直摇头，说：“我以为你要说别的什么，没想到你会说桃子，那

玩意儿毛茸茸的，有什么好吃的？”

兔子、猫和猴子对“最好吃的东西”的认知差异巨大，自己认为最好吃的东

西，反而令其他动物觉得毫无美味可言。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别？也许经济

学中的效用理论可以帮我们进行解释。

　

本章探讨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就隐藏在你我所熟悉的消费行为中。作为消费者，

你和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以及你在超市里碰到的不相识的顾客，都只能把有限的收入

花费在你们需要的或想要得到的商品与服务上，你将如何选择商品的种类和数量？

哪些因素左右着我们的消费行为？为了说明消费者的消费决策过程，经济学家们使

用了边际效用和无差异曲线两种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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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基 数 效 用 论

　　当人们能够在许多种不同的商品和服务中进行自由选择时，消费者个人的兴趣

或偏好无疑是决定消费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毕竟，有人喜欢饮酒，有人却滴酒

不沾；一些人喜爱古典音乐，而另一些人则喜爱摇滚乐。正是这些偏好上的差异，导

致各个消费者在购买什么商品上作出不同的决定。为了更加准确地描述消费者偏

好，我们引入效用的概念，用以衡量消费者偏好的程度。

一、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一） 效用、总效用和边际效用
效用（ｕｔｉｌｉｔｙ）是消费者从商品或劳务的消费中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一种商品

或劳务对消费者是否有效用，不仅取决于物品本身所具有的满足人们某种欲望的能

力，还依存于消费者的主观感受。同一种物品对于不同的人效用是不同的，即使对于

同一个人，效用也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有些东西你孩童时期喜欢并不说明你现在也喜

欢。因此，我们也可以把效用理解为消费者对商品满足自己欲望的能力的一种主观

体验和评价。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效用本身并不具有伦理学的意义，一种商品是否

具有效用要看它是否能满足人的欲望或需要，而不涉及这一欲望或需要的好坏。

既然效用是用来表示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的，于是，就产生

了对这种“满足程度”（即效用）的度量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经济学家先后提出了基

数效用和序数效用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分析消费者行为的两种方法，即边

际效用分析方法和无差异曲线分析方法。

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至２０世纪初期，经济学家普遍使用基数效用的概念。基数效

用论者认为：效用如同长度、重量等概念一样，其大小可以用基数来具体衡量并加总

求和，具体的效用量之间可以进行比较。这样，效用的数值便有了重要的意义，它直

接度量了消费者的偏好。计量效用大小的单位叫作效用单位———尤特尔（Ｕｔｉｌｓ）。比

如，消费者感觉到一袋爆米花给自己带来的满足程度是１尤特尔，一场球赛给自己带

来的满足程度是２５尤特尔，那么一场球赛的效用就是一袋爆米花的２５倍，两者的效

用之和是２６尤特尔。

在运用效用来分析消费者行为时，我们要了解和区分两个重要的概念：总效用

和边际效用。总效用（ｔｏｔａｌｕｔｉｌｉｔｙ，ＴＵ）是指消费者从一定数量的商品或劳务的消费

中所得到的效用量的总和。边际效用（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ｕｔｉｌｉｔｙ，ＭＵ）是指消费者每增加一单

位商品或劳务的消费所得到的效用量的增量，换句话说，是额外的消费带来的额外满

足。现在以小明消费爆米花为例来分析总效用与边际效用之间的关系，如表３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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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　小明消费爆米花得到的总效用和边际效用

爆米花的消费量／份 总效用／尤特尔 边际效用／尤特尔

０ ０

１ ５ ５

２ ９ ４

３ １２ ３

４ １４ ２

５ １５ １

６ １５ ０

７ １４ －１

　　如表３ １所示，小明消费３份爆米花得到的总效用是１２尤特尔，它是小明从３

份爆米花的消费中得到的满足总量。相反，与这一总效用对应的边际效用是小明从

第三份爆米花的消费中得到的额外效用，它等于３份爆米花带给小明的总效用减去

前２份爆米花带来的总效用（１２尤特尔－９尤特尔＝３尤特尔）。类似地，消费５份爆

米花，小明将得到１５尤特尔，第五份爆米花只带给他１尤特尔的效用。

　　（二）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仔细观察表３ １，我们还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当小明消费较多的爆米花时，

　图３ １　边际效用递减示例

他的总效用趋向于增加。然而，当他消费得越来越

多时，他得到的总效用却会以越来越慢的速度增加。

总效用增加减缓，是因为小明从消费爆米花中得到

的边际效用随着爆米花消费量的增加而减少。英国

经济学家阿菲里德·马歇尔把“人类本性的这一平

凡而基本的倾向”称作“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

效用递减规律指出：随着个人消费越来越多的某种

物品，他从中得到的新增或边际效用量是下降的，如

图３ １所示。

生活中有许多例子可以对这一规律加以说明印证。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你就

是那个在沙漠中徒步前行而极度干渴的人，一杯清凉的水会带给你怎样的愉悦？当

你的口渴稍有缓解，第二杯、第三杯水给你带来的满足程度与第一杯水相比呢？当你

口渴已完全消除，不想再喝水时，水的边际效用即为零。假设有这么一个奇怪的人，

他强迫你继续喝水，水就会给你带来生理上的不适，造成某种痛苦，此时，水的边际效

用就表现为负效用（ｄｉｓｕｔｉｌｉｔｙ）。

根据表３ １作出图３ ２、图３ ３，可以进一步说明总效用与边际效用的关系。

横轴表示爆米花的消费量，纵轴表示效用量，犜犝曲线和犕犝曲线分别为总效用

曲线和边际效用曲线。在图３ ３中边际效用曲线犕犝向右下方倾斜，表明边际效用

微课：边际效
用递减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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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递减的，同时在图３ ２中总效用曲线犜犝以递减的速度先上升后下降。当边际效

用为正值时，总效用呈上升趋势；当边际效用递减为零时，总效用曲线到达最高点；当

边际效用继续递减为负值时，总效用呈下降趋势。我们一般只研究总效用达到最高

点以前的情况。

图３ ２　总效用曲线
　　　

图３ ３　边际效用曲线

思考一下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于消费爆米花这类物品时体现得较为明显，当你新买

了一台电脑时，存在这种现象吗？应如何解释？

二、效用最大化原则

在解释人们面对不同的可能性应如何进行选择的过程时，根据经济人假设，理性

的行为主体具有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会最大限度实现其目标的选择倾向。分析消费

者行为时，这一假设便体现为理性的消费者总是倾向于选择在他们看来具有最高价

值的物品或服务，即努力实现效用最大化。

经济学家用“消费者均衡”一词，来描述消费者达到效用最大化的一种均衡状态。

它表明在商品的价格和消费者的收入都既定不变的条件下，只有在均衡点消费者才

能获得最大满足。除非商品的价格与消费者的收入发生变化，否则消费者达到均衡

状态后就不愿意变动其购买选择。

专栏３ １　知识链接 　

关 于 “均 衡”

在西方经济学中，均衡是一个被广泛运用的概念。均衡一般是指经济事物中有

关的变量在一定条件的相互作用下所达到的相对静止的状态。在微观经济分析中，

市场均衡可以分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是对单个市场或部分市场的供求

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和均衡状态进行分析。一般均衡是对一个经济社会中所有市场的

供求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和均衡状态进行分析。一般均衡假设的各种商品的供求和价

格都是相互影响的，一个市场的均衡只有在其他所有市场都达到均衡的情况下才能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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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和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是均衡概念的较早引入者和均衡

分析方法的创立者。马歇尔运用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研究价格，建立了均衡价格论。

他主要考察了单个市场上某一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以及由供求所决定的商品的均

衡价格和均衡数量，或单个市场的均衡的建立与破坏。这种分析称为局部均衡分析。

瓦尔拉斯在研究价格时，考察了所有各个商品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注重各个商品市场

之间、各个要素市场之间以及各个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间价格和数量的相互影响和

相互联系，或所有各个市场的均衡的建立与破坏。这种分析方法被称为一般均衡分

析。在现代经济学中，均衡和均衡分析方法得到广泛运用和发展。

　　（一） 单一商品消费的效用最大化
连续消费一种商品时的效用分析是相对简单的。由于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现

象，随着个人消费某种物品的数量不断增加，他从中得到的边际效用（也就是新增的

效用）是下降的。所以我们不难推断出，当边际效用为零的时候，总效用会达到什么

状态？

　　（二） 多种商品消费的效用最大化
若消费者同时消费几种商品或服务时，等边际准则（ｅｑｕｉ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是其

效用最大化的基本条件。等边际准则是指，在消费者的收入固定和他面临的各种物

品的市场价格既定的条件下，当花费在任何一种物品上的最后一单位货币所得到的

边际效用正好等于花费在其他任何一种物品上的最后一单位货币所得到的边际效用

的时候，该消费者就得到最大的满足和效用。

现在，我们假定消费者用既定的收入购买狀种商品，犘１，犘２，犘３，…，犘狀分别为狀

种商品的价格，犙１，犙２，犙３，…，犙狀分别表示狀种商品的消费量，犕犝１，犕犝２，犕犝３，…，

犕犝狀分别表示第狀种商品的边际效用，犐表示消费者的收入，则上述消费者效用最大

化的均衡条件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犘１犙１＋犘２犙２＋犘３犙３＋…＋犘狀犙狀＝犐 （３ １）

犕犝１

犘１
＝
犕犝２

犘２
＝
犕犝３

犘３
＝…＝

犕犝狀

犘狀
（３ ２）

其中公式（３ １）是限制条件，用来说明收入是固定的，公式（３ ２）中
犕犝狀

犘狀
表示花费在

第狀种商品上的最后一个单位货币所得到的边际效用。

为什么必须符合这一条件呢？如果
犕犝ｘ

犘ｘ
＜
犕犝ｙ

犘ｙ
，对消费者来说，同样的一单位

货币，用于购买商品Ｘ所得到的边际效用小于购买商品Ｙ所得到的边际效用。理性

的消费者必然会调整这两种商品的购买数量，减少对商品Ｘ的购买，增加对商品Ｙ

的购买。在这样的调整过程中，消费者的总效用是增加的。同时，在边际效用递减规

律的作用下，商品Ｘ的边际效用会随其购买量的不断减少而递增，商品Ｙ的边际效

用会随其购买量的不断增加而减少。当消费者一旦将其购买组合调整到同样一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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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购买这两种商品所得到的边际效用完全相等时（即达到犕犝ｘ
犘ｘ

＝
犕犝ｙ

犘ｙ
），他便得

到了由减少商品Ｘ的购买和增加商品Ｙ的购买所带来的全部好处，即消费者此时获

得了最大的总效用。

我们用表３ ２对这一原则作进一步说明。

　　　　表３ ２　消费者消费不同数量的商品犡和商品犢的边际效用 单位：尤特尔

消　费　量
犕犝ｘ

犘ｘ

犕犝ｙ

犘ｙ

１ ９ ４

２ ７ ３

３ ４ ２

４ ３ １

５ ２ ０

　　如果消费者的收入是４元，他将购买多少种商品？显然，消费者支付的第１元将

购买商品Ｘ，因为它将带给他９个单位的边际效用。他的第２元也将用于商品Ｘ，因

为第２元的商品Ｘ将带来７个单位的边际效用（从２元的商品Ｘ中得到的总效用＝

９＋７＝１６）。如果第３元他继续用于商品Ｘ，边际效用是４个单位，用于商品Ｙ也是４

个单位边际效用。假设他选择了更多的商品Ｘ（从３元支出中得到的总效用＝９＋

７＋４＝２０），最后１元怎么用呢？如果还是购买商品Ｘ，边际效用是３个单位，而如果

购买商品Ｙ边际效用是４个单位，这样他将把它花在商品Ｙ上（从所有的４元支出

得到的总效用＝９＋７＋４＋４＝２４）。

显然，理性的消费者将用其收入的３元购买商品Ｘ，１元购买商品Ｙ。这是均衡

的商品组合，此商品组合可以实现最大化的消费者满足。如表３ ２所示。购买商品

Ｘ的最后１元和购买商品Ｙ的最后１元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
犕犝ｘ

犘ｘ
＝
犕犝ｙ

犘ｙ
＝４（ ）。

专栏３ ２　专题阅读 　

５犌优势：高速率、低延时、高系统容量、高运行速度

５Ｇ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简称，也是４Ｇ的延伸。与前几代通信技术相比，具

有高速率、低延时、高系统容量、高运行速度等优势。

高速率：５Ｇ网络拥有极高的传输速率，约为１０Ｇｂ／ｓ，是４Ｇ网络的数百倍。假

如下载一部１０ＧＢ的高清电影，如果使用５Ｇ网络，仅需要大约１０秒的时间；如果使

用４Ｇ网络，需要的时间约为１０００秒。

低延时：５Ｇ网络的延时约为毫秒级以下，而４Ｇ网络的延时约为５０毫秒，约是

５Ｇ网络的５０倍。５Ｇ网络延时的快速下降将为车联网、物联网、远程医疗、智能网点

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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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系统容量：更高的系统容量即更高的网络吞吐量。５Ｇ网络的吞吐量约

为１００万／Ｇｂｐｓ，而４Ｇ网络的吞吐量仅为１万／Ｇｂｐｓ。

更高的运行速度：５Ｇ网络可以保证在速度为５００ｋｍ／ｈ左右的情况下为用户提

供稳定的用户体验；而４Ｇ网络仅可以保证速度为３５０ｋｍ／ｈ左右的情况下为用户提

供稳定的用户体验。５Ｇ将为更高速运行的列车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撑。

三、消费者剩余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指出，随着消费者越来越多地消费某种物品，对该物品的评

价将逐渐下降，如果用货币表示，这一规律则体现为，消费者愿意为该物品支付的

货币量将逐渐减少。换句话说，对应于不同的消费量，人们愿意为新增一单位的消

费而支付不同的价格。但事实上，对于我们所购买的不同数量的同一商品，我们

支付的是相同的价格———市场价格。消费者剩余（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ｕｒｐｌｕｓ）就是用来表

示人们愿意为给定数量的商品支付的费用与他们按市场价格的实际支付之间的

差额。

消费者剩余是消费者自己感觉到的收益，表明我们的所得大于付出。举例来说，

如果你准备购买的商品是苹果，在你一点苹果也没有的情况下，为得到一个苹果你愿

意支付的价格是３．００元，当你得到一个苹果后，为得到第二个苹果你愿意支付的价

格是２．５０元，对于第三个苹果你愿意支付的价格为２．００元。如果市场上的价格是苹

果每个２．００元，那么，你为第一个苹果付出的代价只是苹果的市场价格，从而获得了

１．００（３．００－２．００）元的消费者剩余，从第二个苹果的购买中获得０．５０（２．５０－２．００）元

的消费者剩余，从第三个苹果的购买中获得的消费者剩余为０。我们可以借助表

３ ３来进一步说明。

表３ ３　消费者剩余 单位：元

苹果消费 市场价格 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 消费者剩余

第１个 ２．００ ３．００ １．００

第２个 ２．００ ２．５０ ０．５０

第３个 ２．００ ２．００ ０．００

第４个 ２．００ １．５０ －０．５０

第５个 ２．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第６个 ２．００ ０．５０ －０．５０

　　表３ ３中，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代表消费者对所购商品的支付意愿，当苹果

的市场价格高于消费者对苹果的支付意愿，消费者将不会继续购买。因而，苹果的市

场价格为２．００元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最优购买量为３个，此时，消费者对苹果的支付

意愿与市场价格相等，消费者获得的消费者剩余总量最大，为１．５（１＋０．５０＋０）元。

微课：消费者
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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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４　消费者剩余　

将表３ ３描绘在图３ ４中，横轴表示苹果的消费量，

纵轴表示苹果的价格，需求曲线衡量了消费者对商品

的支付意愿，阴影部分（区域犇犃犅）则是消费者从苹

果购买中获得的消费者剩余，等于消费者愿意支付的

数量（区域犗犃犅犆）减去他实际支付的数量（区域

犗犇犅犆）。

消费者剩余是表示人们从消费中获得福利的重

要概念，它常常用来评估政府的决策是否有效。如果

你是决策者，在制定计划时，应当考虑你的决策是否

有助于增加消费者剩余。需要注意的是，消费者剩余并不是实际收入的增加，只是一

种心理感觉。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者剩余大，因为消费者对此类物品的效用评价高，愿

意付出的价格也高，但此类物品的市场价格一般并不高。

专栏３ ３　知识链接 　

边 际 革 命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边际效用学派”的出现被认为是经济学中爆发了一场全面革命

的标志。这场革命被称为“边际革命”。它使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强调的生产、供给

和成本，转向现代经济学关注的消费、需求和效用。边际革命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初开

始持续到２０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洛桑学派的法国经济学家

瓦尔拉和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他们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初先后出版了各自的代表

作，并不约而同地讨论了同一个问题———价值由什么决定。

边际革命包含着两项重要内容，即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的广泛运用。

在杰文斯看来，价值由“最后效用”决定，门格尔认为价值由“最小重要的用途”

决定，瓦尔拉指出价值由“最后欲望满足的程度”决定，这也就是说在他们的代表作

中虽然没有使用“边际效用”这一概念，但他们都认为价值是由物品的最终效用决

定的。以物的最终效用去衡量价值的“边际效用价值论”，这种理论强调物对人的

满足程度，而满足程度完全是主观的感觉，因而“边际效用价值论”是主观主义的价

值学说。从这一点上说，它是不科学的。但必须指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提出使

经济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即消费领域，因为物的效用只有进入消费领域

后才能评价。

英国著名的经济思想史专家埃里克·罗尔指出：“边际效用的概念不仅被看作是

经济‘工具箱’的一种补充，并且还被看作是经济科学研究方法上的一项极其重要的

革新。”

边际分析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数学分析方法，也就是运用数学中的微积分去分

析经济问题。这一方法开始还不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研究

的实践，特别是经济资源“稀缺性”的提出，使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一方法，运用边际

分析的方法去观察经济问题。“稀缺论”认为，财富的增长，人类福利的增进不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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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自由展现，而是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不是一切增量投入都是可取的，只有把

增量投入与增量产出联系起来分析才是可取的。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在以后的经

济研究中，经济学家提出了边际生产力、边际成本、边际收益、边际替代率、边际消费

倾向等范畴，极大地丰富了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因此，边际分析的广泛使用是经济学

研究的重大变革。

第二节　序 数 效 用 论

　　

提示：效用很难
用统一的标准

和具体的工具

或器械来测算。

　　基数效用论受到了序数效用论的质疑。序数效用论者认

为，基数效用论的假设条件过于严苛。由于效用涉及人的主观

感受，现实中情况是，效用很难用具体的工具和器械来测算衡

量。例如，你可以有把握地说周末更喜欢去海边发呆，而不是

参加宴会，但你可能说不出前者比后者多带给你多少好处。由

于“尤特尔测量仪”之类能准确度量效用的工具尚未被发明制造出来，基数效用论

面临着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为此，序数效用论提出效用之间的比较，只能通过顺

序或等级来表示。即并不要求具体衡量效用的多少，只要求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偏

好给不同的商品或商品组合的效用排列出一个顺序即可。这就把我们从基数效用

的假设中解放出来，因此现代经济学家通常采用序数效用的分析框架，无差异曲线

是其强有力的分析工具。

一、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约束线

序数效用论者对消费者偏好的性质作了以下假设：

第一，假设消费者对任意的商品组合，能够明确地说出自己的偏好程度。例如，

Ａ商品组合包括一张电影票和一袋爆米花，Ｂ商品组合包括一张唱片和一块巧克力，

消费者应能够决定自己是喜欢Ａ商品组合，还是Ｂ商品组合，或者Ａ、Ｂ两种商品组

合对他是毫无差别的。

第二，假设消费者偏好是可传递的。如果对于Ａ、Ｂ商品组合，消费者更倾向于

选择Ａ商品组合；对于Ｂ、Ｃ商品组合，消费者更喜欢Ｂ商品组合，那么，Ａ商品组合

与Ｃ商品组合相比，消费者将更偏好Ａ商品组合。与此相类似，如果Ａ和Ｂ商品组

合对消费者是无差别的，Ｂ和Ｃ商品对他也是无差别的，那么Ａ和Ｃ商品组合对他

也一定是没有差别的。

第三，假设消费者总是喜欢更多的商品而不是较少的。如果Ａ商品组合包括

２件新衣，Ｂ商品组合包括３件新衣，消费者将更青睐Ｂ组合，即 ＭＩＢ（ｍｏｒｅｉｓ

ｂｅｔ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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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３ ４　知识链接 　

消费者“偏好”

消费者偏好是指消费者按照自己的需求意愿对可供选择的商品组合进行的排

列。偏好实际上是潜藏在人们内心的一种情感和倾向，它是非直观的，引起偏好的感

性因素多于理性因素。

偏好是一种主观上的表现，有明显的个体差异，例如，南方人多食大米，而北方人

多吃面食；有人认为榴莲是自己的“至爱”，而有人则掩鼻快步离去；还有一些近乎极

端的例子，如有人好食玻璃。

偏好是相对的概念。同时偏好也是可以转移的，呈现出一定的群体特征，个人容

易受到所在群体的影响和外界因素的影响。

　　（一） 无差异曲线
无差异曲线（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ｕｒｖｅ）表示给消费者带来相同效用水平的不同的商品

组合，是消费者主观偏好的几何表现。它意味着如果你是消费者，各种组合对你是通

用可取的，如表３ ４所示的，即你并不在乎选择组合Ａ（１个Ｘ商品和７个Ｙ商品），

还是组合Ｂ（２个Ｘ商品和４个Ｙ商品），或是组合Ｄ（４个Ｘ商品和２．５个Ｙ商品），

得到它们之间的任何一种对你来说获得的满足程度是相同的。

表３ ４　无差异的商品组合

商 品 组 合 Ｘ商品 Ｙ商品

Ａ １ ７

Ｂ ２ ４

Ｃ ３ ３

Ｄ ４ ２．５

　　将表３ ４每个商品组合的点画在图３ ５（ａ）上。横轴表示Ｘ商品的数量，纵轴

表示Ｙ商品的数量。用平滑的曲线连接起来就得到无差异曲线，消费者沿着一条无

差异曲线移动，从消费的变化中得到的满足程度既不上升，也不下降。

图３ ５　无差异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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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消费者来说，可以有很多的无差异曲线，如图３ ５（ｂ）所示，每一条都代表不

同的满足程度，理论上可以假设一个消费者对于两种商品可有无数条无差异曲线存

在，离原点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所表示的满足水平或效用越高（因为它包括了更多的商

品数量）。

无差异曲线通常具有下列特点：

第一，无差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斜率为负。这是因为在无差异曲线上任何一个

组合点都提供同等水平的满足，消费者要增加Ｘ商品的消费数量，就必须牺牲一定数

量的Ｙ商品；或者说，消费者放弃一定数量的Ｘ商品所遭受的损失，必须通过增加Ｙ

商品来弥补。两种商品不能同时增加或减少，这样，无差异曲线的斜率必然是负值。

　图３ ６　相交的无差异曲线

与假设矛盾

第二，任意两条无差异曲线不能相交。为了证明

这个结论，让我们先假设两条无差异曲线相交。如

图３ ６所示，两条无差异曲线犐１和犐２相交于犃 点。

这说明无差异曲线犐１上犆点的效用水平等于犃 点的

效用水平，犐２上犅点的效用水平也等于犃点的效用水

平，这样可以得出犅、犆两点的效用水平相等，即消费

者认为犅点和犆点是无差异的。但是，由于犆点的商

品组合所代表的两种商品的数量都大于犅 点，根据我

们前面的假设，消费者对犆点的偏好必定大于犅点的

偏好，看来我们合乎逻辑的推导过程，结论却是矛盾

的，所以在同一坐标平面上，两条无差异曲线是不能相交的。

第三，无差异曲线是凸向原点的。将曲线描述成这种形状是为了说明边际替代

率递减规律。边际替代率（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ｒａｔｅｏｆ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ＭＲＳ）是指在保持固定的满

足程度情况下，消费者接受额外的一单位商品Ｘ，所必须放弃的商品Ｙ的数量，即

犕犚犛ＸＹ＝－
Δ犢

Δ犡
（３ ３）

公式（３ ３）中有一个负号，这是因为Δ犡 和Δ犢的符号总是相反的，加了负号便可以

使边际替代率取正值，便于比较。

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说明，在维持效用水平不变的前提下，随着一种商品消费数

量的连续增加，消费者为了得到每一单位的这种商品而放弃的另一种商品的消费数

量是递减的。因此，在图３ ５（ａ）中从犃移动到犅，就意味着消费者愿意用７单位的

Ｙ商品中的３个单位来换取额外的１单位Ｘ商品，但是，从犅移动到犆，消费者只需

放弃剩下Ｙ商品中的１个单位得到第３个单位的Ｘ商品，即１比１的交换。为了得

到第４单位的Ｘ商品，消费者仅仅愿意放弃已经逐步减少的Ｙ商品的
１

２
个单位。

边际替代率之所以递减，是因为人们的偏好具有一种普遍倾向：当人们对某一

种商品的拥有量越是稀少，他们就越愿意较多地减少其他商品来增加这种商品。而

微课：无差异
曲线为什么不
能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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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对该商品的拥有量逐渐增加后，就会越来越不愿意放弃其他商品来进一步增

加这种商品。

　　（二） 预算约束线
直到现在，我们所讨论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消费者偏好基础上的，然而分析消费者

行为，不仅仅要考虑其偏好，各种商品的价格、消费者的收入水平都必须考虑到，因为

这些因素都限制了消费者所能购买的商品组合的内容和规模，消费者只能选择负担

得起的最佳商品组合。因此就有必要讨论消费者的预算约束线。

预算约束线（ｂｕｄｇｅｔ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ｌｉｎｅ）简称预算线，是一条表示在消费者收入和商

品价格既定的条件下，消费者的全部收入所能购买两种商品的不同数量组合的曲线。

如果以犐表示收入，以犘Ｘ和犘Ｙ表示Ｘ商品和Ｙ商品的价格，以犙Ｘ和犙Ｙ表示Ｘ商

品和Ｙ商品的数量，则预算线的方程为：

犘Ｘ犙Ｘ＋犘Ｙ犙Ｙ＝犐 （３ ４）

图３ ７　预算约束线　

如图３ ７所示，纵轴截点犃表示消费者的收入全

部用于购置商品Ｙ，横轴截点犅表示全部收入用于购

置商品Ｘ，这是两种极端的情况。连接犃、犅两点的直

线，即预算线上每一点都表示消费者的收入可能买到

的商品Ｘ和商品Ｙ的各种组合。在犃犅线的下面（如

犆点），表示消费者未花费其全部收入，在犃犅线以上

（如犇点），则是消费者目前条件下全部收入不可能达

到的购买量。犃犅斜率的绝对值为犘Ｙ／犘Ｘ，即Ｙ商品

价格和Ｘ商品的价格之比。

二、消费者均衡

从无差异曲线的特征来看，消费者总想通过购买，把心目中的无差异曲线推离原

　图３ ８　消费者均衡

点越远越好，以便获得更大的满足。但是，并非所有的商品组合都可以得到，预算约

束线表示消费者能够得到的商品组合。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把主观愿望和客观限制

结合起来，以求得在收入和价格既定条件下，使消费者得到最大满足。如图３ ８所

示，将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约束线结合起来，我们就可

以分析消费者选择行为的一般规律了。

消费者可以购买预算约束线上的任何一个商品

组合，如犃、犅、犆，但得不到像犐３那样的预算约束线

上方的商品组合。当然，他也不会选择犃 和犅 点，

因为犐１是位置低于犐２的无差异曲线，即犐１的满足水

平低于犐２，这样的购买不能给消费者带来最大满足。

一个理性的消费者必然会选择犆点，在犆点预算约

束线和无差异曲线正好相切，表示消费者选择的商

微课：消费者
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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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组合既在预算约束线上，又在一条尽可能高的无差异曲线上，该切点为消费者最大

满足点或消费者均衡点。

在消费者均衡点上，预算约束线的斜率（两种商品价格之比）正好等于无差异曲

线的斜率（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因此，消费者均衡的条件是：

犕犚犛ＸＹ＝
Δ犢

Δ犡
＝
犘Ｘ

犘Ｙ
（３ ５）

问题思考 　

我们分析的消费者均衡，是以消费者的货币收入不变为条件的。而实际上

消费者的收入是一个变化的因素，收入的增加或减少都会直接影响到消费者对

商品和劳务的购买量。

假设消费者偏好和商品价格不变，而消费者收入发生变化，借助图形，分析

一下，均衡点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若我们再次假设，消费者的偏好和货币收入

不变，当某一种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化时，均衡分析图又会相应发生怎样的变

化呢？

三、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

一种商品价格的变化会引起该商品需求量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被分解为收入

效应（ｉｎｃｏｍｅｅｆｆｅｃｔ）和替代效应（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两个部分。

总效应＝收入效应＋替代效应

在名义收入不变的条件下，因一种商品价格变化，导致消费者实际收入变化，进

而导致消费者所购商品总量变化，称为收入效应。也就是说，价格变化通过对消费者

实际收入的影响，进而影响物品的需求量。更高的价格意味着用一定数量的钱只能

买到更少数量的商品。同样是１００元的收入，在一杯奶茶的价格为１０元时要比价格

为３０元时显得更多。

因而，当消费者的货币收入（名义收入）固定不变时，商品价格的上升将导致消费

者实际收入或购买力的下降，从而减少对物品的消费。

因商品价格变化而导致的消费者所购买的商品组合中，该商品与其他商品之间

的替代，称为替代效应。即当某一商品的价格上升时，消费者倾向于用其他商品来代

替变得较为昂贵的该种商品。关于这一选择倾向，我们不难理解。例如，由于收成原

因，今年的苹果价格特别高，消费者将减少对苹果的消费，转而消费更多的其他水果，

如橘子、香蕉。

有相近替代品的物品往往需求弹性较大，因为消费者从该种物品的消费转向其

他替代物品的消费较为容易。例如，黄油和人造黄油很容易互相替代。假设人造黄

油的价格不变，黄油价格上升，就会引起黄油销售量减少。与此相比，由于鸡蛋的替

代品很少，因而鸡蛋的需求弹性要小于黄油。

微课：收入效
应和替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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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共同作用，我们得到的需求曲线的形状是向右下方

倾斜的，反映了商品的价格和需求数量的变动是反方向的。

但情况是否总是如此？是否只要商品的价格上升，对这种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

在特殊情况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价格上升导致需求上升，这一例外情形最

早由１９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吉芬（１８３７—１９１０年）提出，他在研究爱尔兰的土豆销售情

况时发现，当土豆价格上涨时，人们对它的需求量也增加了。他还发现，贫民在面包

涨价时反而购买更多的面包。这些现象显然与我们得出的需求规律相矛盾，人们称

之为“吉芬之谜”，并把具有这种性质的商品称为“吉芬商品”。

吉芬商品的需求量与价格呈同方向变化关系，对这种反常现象的解释是：１９世

纪购买土豆的费用构成爱尔兰人生活支出中很大部分，土豆价格上涨，使得人们的处

境变得如此之坏，以致人们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不得不减少其他食品（如肉类）的

支出以增加土豆消费来代替，所以对土豆的需求量反而上升了。

需要强调的是，吉芬商品只是一种特例，在现实生活中，绝大部分商品并不是吉

芬商品，因而需求曲线的斜率为负是普遍的情况。

专栏３ ５　知识链接 　

“其 他 商 品”

（１）替代品。如果两种商品可以互相代替来满足消费者的同一种欲望，这两种

商品就是对方的替代品。

（２）互补品。互补品是与替代品相互对立的概念。互补品是指两种商品之间存

在某种消费依存关系，即一种商品的消费必须与另一种商品的消费相配套，如手机和

电池。

（３）条件品。它是指一种产品的购买以另一种产品的前期购买为条件。在这种

情况下，只有那些曾购买过某种产品的购买者才会成为另一种相关产品的潜在购买

者。例如，一个人要想购买计算机软件，他必须在先前购买硬件。在这里，两种产品

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４）独立品。与条件品相对应，独立品是指一种产品的销售状况不受其他产品

销售变化的影响。它是需求相对独立的物品。更精确地说，其他条件相同时，如果物

品Ａ的价格变化对物品Ｂ的需求没有影响，我们则称Ａ、Ｂ是独立品。

本 章 小 结

　　效用可以具体地描述消费者的偏好。它表示消费者从不同商品的消费中获得的

满足程度。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指出，随着所消费的某一物品的量的增加，最后增加的

一单位量带给消费者的价值就越小。消费者要分配其有限的收入，以获得最大的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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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或效用。为了实现效用的最大化，消费者必须满足等边际准则，即用于每种商品的

最后一单位货币的边际效用相等。消费者剩余等于消费者对一种商品的支付意愿减

去他们实际为此所支付的量。我们可以用需求曲线与价格线之间的面积来衡量消费

者剩余。无差异曲线用于描绘偏好程度相同的消费组合点。无差异曲线有负的斜

率，并且同一坐标平面上的两条无差异曲线不会相交。高的无差异曲线上的市场组

合比低的无差异曲线上的市场组合会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满足。预算约束线说明了

给定消费者的货币收入和每种商品价格，以及能够购买的商品组合。该线的斜率取

决于两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之比，该线离开原点的远近取决于消费者的收入。在几何

图上，预算约束线与无差异曲线的结合，就可以决定消费者的最优选择。这两条曲线

相切之点即为消费者均衡点，此点上的商品组合是消费者在均衡条件下所能选择的

最优商品组合。

思 考 与 讨 论

一、案例分析

涉教育股疫时涨跌的背后：线下机构受创　巨头收割线上流量

自２０２０年２月３日以来，二级市场教育板块中，“教育”概念火热，相关教育公

司股价大幅上涨。从市场表现看，新东方在线仅２月７日一个交易日就涨了

１５．８１％，当前股价３７．３５港元，达到“史高点”；网易有道更是表现不俗，２月７日单

个交易日创造了２９．１２％的涨幅，股价达２１．１５美元；同样２０１９年在美股上市的跟

谁学，从２月３日开盘的３３．０２美元，涨至２月７日收盘时的３９．９２美元；美股老牌

在线语培机构５１Ｔａｌｋ则从２月３日开盘的１３．３美元涨至２月７日收盘的１７．７６美

元，涨幅超３０％。

而受打击最大的则是纯线下教育机构，已实现上市的龙头教育企业由于自身实

力雄厚，只要自身不出现低级失误，会逐渐加剧行业中“强者恒强”态势，中小型线下

教育机构资金流动性相对较差，在这波疫情中很可能倒掉一批，大型教育机构还是会

牢牢抓住“后疫情”的线下布局。但是，哪怕是出于风险防范，各大教育机构也会大力

发展线上教育，“只做纯线下的教育机构”会逐渐从市场消失。

要求：请认真阅读以上案例，结合本节所学内容，分析其背后的经济学知识。

二、实训项目

１．“钻石与水悖论”

众所周知，钻石对于人类维持生存没有任何价值，然而其市场价值非常高。相

反，水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其市场价值却非常低。这种现象被称为“钻石与水悖

论”。试用边际效用来解释这一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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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有空位时的机票价格

一家民航公司开辟从甲地飞往乙地的新航线，每运载一位旅客的全部成本是２６０

元，那么，当每次飞机有空位时，它能不能以每张１３０元的票价卖给学生呢？请说明

理由。

三、简答问题

１．假设某一年夏季天气特别热，人们想吃更多的冰激凌，则冰激凌市场的消费者

剩余会有什么变动？

２．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各自是怎样解释消费者均衡的，两者有何区别和

联系？

３．利用消费者均衡条件的公式，请进一步分析需求曲线的形成情况，并解释为什

么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

４．结合实例说明，消费者在消费一种商品或接受一种服务时，遵循何种原则可以

实现总效用最大呢？

四、计算题

１．小李每月为购买第一件饰品愿付１０元，第二件愿付９元，以此类推，第十件要

付１元，第十件就不愿付钱了。假如每件饰品须付３元，她将购买多少件装饰品？她

的消费者剩余是多少？

２．一位大学生即将参加三门功课的期中考试，他能够用来复习功课的时间只有

６小时。又设每门功课占用的复习时间和相应会有的成绩如表３ ５所示。

表３ ５　复习时间和相应的成绩

复习时间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经济学成绩 ３０　 ４４　 ６５　 ７５　 ８３　 ８８　 ９０

英语成绩 ４０　 ５２　 ６２　 ７０　 ７７　 ８３　 ８８

管理学成绩 ７０　 ８０　 ８８　 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为使这三门课的成绩总分最高，他应该怎样分配复习时间？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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