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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微观经济学鸟瞰 

工资、地租、利息（利润）

劳动、土地、资本、管理

产品和服务

产品价格

产品市场

要素市场

公众企业

4-74-7章：生产者行为章：生产者行为

理论和市场理论理论和市场理论

33章：消费者行为理论章：消费者行为理论

88章：分配理论章：分配理论

99－－1010章：一般均衡论、福利经济学章：一般均衡论、福利经济学

1111章：微观经济政策章：微观经济政策

22章：价格理论章：价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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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uu市场出清：市场上的供市场出清：市场上的供
求均衡，无资源闲置求均衡，无资源闲置

商品价格具有充分的灵活性，能
使需求和供给迅速达到均衡的市
场。

信息是充分的和完全相同的，能
迅速获得各种信息且获取信息不
需要任何代价。

有限度的理性
uu完全理性：个体的最优完全理性：个体的最优
化行为化行为Economic ManEconomic Man

uu完全信息完全信息

3



2.市场经济应具备的条件

价格机制调节经济的条件
p各位经济单位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存在
p存在市场
p市场竞争的完全性与公平性

价格的作用（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u作为指示器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
u调节需求和供给；
u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

v 企业是独立的经济单位
v 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
v 价格调节经济

3.价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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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求曲线  The Demand CurveThe Demand Curve 

1.1.需求需求  DemandDemand

u需求：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水平，
人们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商品量。

uu““愿意愿意————购买欲望购买欲望

””
u需求
u是购买购买

欲望欲望和支支

付能力付能力的

统一 
uu““能够能够————支付能力支付能力

””

两个条件两个条件
缺一都不缺一都不
构成需求构成需求

5



2.影响需求的因素

影响需求的因素:

导致需求增加的因素：

v 商品本身价格下降

v 互补品价格降低

v 消费者收入增加

v 消费者偏好增强
v 预期某物品价格要上升

u商品本身的价格
u相关商品的价格

u消费者的收入及社会分
配的公平程度

u消费者偏好（嗜好）
u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

u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变动
u政府的消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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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品是指在消费中可以相互补充以满足消
费者某种欲望的商品。
替代品：是指在消费中可以相互替代以满足
消费者某种欲望的商品。 

对于互补品来说：当一种物品的价格上升时，
对其互补品的需求将减少，二者之间成反方
向变化。
对于替代品来说：当一种物品的价格上升时，
对其替代品的需求将增加，二者之间同方向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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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需求函数 Demand FunctionDemand Function

v 需求的数学表达式

v D=f（a，b，c，d，n）

v a，b，c，d，…n代表上述影响需求的因素。

l将问题简化，假定其他因素保持不变，仅仅分析价格对该

商品需求量的影响，需求函数就可以用下式表示：

    Qd  =  f（P）

nP为商品的价格；Qd为商品的需求量。

p需求函数：商品需求数量和各种影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
p影响需求数量的各个因素是自变量，需求数量是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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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需求表

n 需求表：某种商品的各种价格水平和与之相对应的该商品
需求量之间关系的数字序列表。

n 用数字表格的形式来表示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之间的函数
关系。

价格—数量组合 A B C D E F G

价格(元) 1 2 3 4 5 6 7

需求量(单位数)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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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简化分析

v在不影响结论的前提下，

v大多使用线性需求函数。 PP

OO
QQ

QQdd

αv Qd  =  α－β（P）

p 其中α、β为常数，α为截
距，β为斜率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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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需求曲线和需求定理

0

价格

P 元

量

Q斤

D

。a

。b

向右下向右下
方倾斜方倾斜

v 需求定理:

v The Law of Demand：

v 需求量与价格呈反方
向变动。

比如，应对能源危机，减
少汽油消费量的办法是
u提高汽油的价格

�P，Q；
�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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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需求量的变动和需求的变动

(1)需求量变动。Shift in the Demand Curve

0

价格

P 元

量

Q斤

D

。a

。b

P0

Q0

P1

Q1

v其他因素不变，

v商品本身的价格变化，

v引起需求曲线上点的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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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需求的变动。 Shift of the Demand Curve Shift of the Demand Curve 

u商品本身的价格不变

u其他因素变化（收入变）

u引起需求曲线的移动。 

0

P 

Q

D0

P0

Q0Q1

D1

Q2

D2
需求曲线向
右上移动：

�需求增加

�收入增加

n收入减少，

n需求曲线向左移动，

n需求减少。

变动主体 价格P 其他因数 图形表现

需求量变动 Q 变化 不变 曲线上点的移动

需求变动 D 不变 变化 整条曲线的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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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需求定理的特例

u（1）吉芬物品：需求量与价格成

同向变动的特殊商品。 P→Q

l 英国人吉芬发现1845年爱尔兰发生灾荒，土豆价格上升，
但需求量却反而增加。

l 在当时被称为“吉芬难题”。

n原因：土豆涨价引起英国靠工资生活的低收入者购买更多

的土豆，而不是买得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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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炫耀性物品。 Conspicuous goodsConspicuous goods

由凡勃伦提出。炫耀性消费：

v如果完全用价格来衡量需求程度，

v 在价格低时买得少，价格高时买得多。

P→Q

0

P价格

Q量

D

向右上方倾斜向右上方倾斜

需求定理的需求定理的特例特例

15



（3）表面上的“例外”。

n在价格大变动时由价格预期引起的高价多买，低

价少买。“买涨不买落”。

n 在经济波动时，收入发生变化，价格高多买，价格低少
买。如黑白电视价格下降买的人少。

n 价格高的同种商品需求可能大于价格低的商品，如名牌

商品与同种的非名牌商品；这应作二种不同的商品来对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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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供给曲线 The Supply CurveThe Supply Curve

u供给：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水
平，厂商愿意而且能够供应的商品量。

u供给是供给欲望与供给能力的统一 

p“愿意--- 供给欲望”
p“能够--- 供给能力”

这两个条件缺一都不构成供给。

1.供给 Supply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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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影响供给的因素

p商品本身的价格

p相关商品的价格

p生产要素的价格

p生产技术的变动

p政府的政策

p厂商的目标
p厂商对未来的预期

n商品自身价格不变，生产
成本上升会减少利润，使供
给量减少。
n在一般情况下，生产技术
水平的提高可以提高劳动生
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增加
生产者的利润，生产者会提
供更多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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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供给函数  Supply FunctionSupply Function 

p 即供给的数学表达式：
S=f（a，b，c，d，n）

p a，b，c，d，…n代表上述影响供给的因素。

n假定其他因素均不发生变化，仅考虑价格变化对其供给量

的影响，供给函数就可以表示为线性函数：

n  Q s  = －δ + γ（P）

n用函数关系来表示影响供给的因素与供给之间的关系，即
供给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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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供给表

n 供给表：某种商品的各种价格和与各种价格相对应的该商
品的供给数量之间关系的数字序列表。

n 用数字表格的形式表示商品的价格和供给量之间的函数关
系。

价格
—
数
量
组
合

A B C D E

价格
(元)

2 3 4 5 6

供给
量
单
位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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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供给曲线与供给定理

u供给定理：供给量与
价格呈同方向变动。

0

价格

P 元

量

Q斤

S

。a

。b

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

供给曲线：表示供给量与价

格之间关系的曲线。

uP，Q ；

uP，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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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供给量的变动和供给的变动

（1）供给量的变动

l 其他因素不变，

l 商品本身的价格变化，

l 引起供给曲线上点的移动。

0

价格

P 元

量

Q斤

S

。a

。b

P1

Q1

P2

Q2

鸡蛋的供给量增加是指：
鸡蛋的价格上升而引起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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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给的变动

p 商品本身的价格不变，

p 其他因素变化（成本、技术变
化）

p 引起供给曲线的移动。

0

P 

Q

S0

P0

Q0Q1

S1

Q2

S2

u成本上升，供给曲线；
u向左移动，供给减少。

u成本下降，供给曲线；
u向右移动，供给增加。

供给量变动与供给变动的区别：
u前者由价格变动引起
u后者由生产技术等变动引起

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的
原因是投入品价格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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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给规律的例外：

A、某种无法多生产的商品或孤品。其供给曲线

是垂直的，其斜率无限大。

B、劳动的供给。并不完全符合供给规律。

C、无规则变化；
P

0 q

qs

(a) (b)

P

0 q

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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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都说明了价格对于消费者的需求和生产
者的供给的决定。

四、供求均衡 Equilibrium of Supply and DemandEquilibrium of Supply and Demand

商品的价格决定：
n在商品的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这两种相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
形成。
n需求和供给曲线结合在一起，说明均衡价格的形成。  

1.1.均衡均衡

u均衡：一定条件下，经济事物中的有关变量，相互作用，
所达到的一种相对静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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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价格::

v商品的市场需求量和市场

供给量相等时候的价格。

P

Q

D S

P0

Q0

是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相

交时的价格。

EE

2.均衡价格

n均衡点上的价格和相等的供求量分别被称为均衡价格和均
衡数量。  

26



均衡价格的形成—由市场供求力量自发调节
形成：当市场价格背离均衡价格时，供求
双方力量会使它趋于均衡价格移动。

KH

P

Qs

0

E

Q0

P0

Q

Qd

P2

P1

Qd2Qs1Qd1

GF

Qs2

供给过剩

需求过剩

过剩与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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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供求定理 The Law of Supply and DemandThe Law of Supply and Demand 

（1）供给不变

Demand Shift

u需求增加则使需
求曲线向右上方移
动，均衡价格上升，
均衡数量增加；

u需求减少则使需
求曲线向左下方移
动，均衡价格下降，
均衡数量减少。 Q3

P2

P1

P
D1D3 D2

Q1 Q2 Q

需求的变动和均衡价格的变动

P3

E1

E2

E3

S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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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需求不变。 Supply ShiftSupply Shift

S1

S2

S3

供给的变动和均衡价格的变动

Q3

P2

P1

P D

Q1 Q2 Q

P3

E1

E2

E3

O

供给增加

u供给曲线右移

u均衡价格下降

u均衡数量增加

供给减少

u供给曲线左移

u均衡价格上升

u均衡数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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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供求规律或供求定理
 1）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与需求均呈同方向变动；

2）均衡价格与供给呈反方向变动，而均衡产量
与供给呈同方向变动。

                              

需求变动

                                

供给变动
                                   

均衡价格
                          

均衡产量

增加
减少
不变
不变
增加
减少
增加
减少

不变
不变
增加
减少
增加
减少
减少
增加

上升
下降
下降
上升
不定 

不定
上升
下降

增加
减少
增加
减少
增加
减少
不定
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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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济模型

1.经济模型（Economic  Model）

l 描述经济事物的有关经济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结构。

p以供求为例：抽象出供给量、需求量、价格，用数学表达
式概括其关系：
             Qd   =  α－β（P）
             QS  = －δ + γ（P） 

一般地，模型方程数目应与所包含的未知数数目相等，满足
有解的要求。 Qd=Q S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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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n 设某商品市场

n 需求函数为D=12—2P
n 供给函数为S=2P

n 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各是多少

？ 

pP=3

pQ=6  

uu详细请阅读课本详细请阅读课本P26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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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量

p变量：模型中涉及到变量等基本要素。

u外生变量：模型以外的其它因素决定的已知的变量。
（自变量）

u是作为参数（系数）、假设既定的，或过去已确定
的，或非经济力量决定的。

u外生变量发生变动，将引起内生变量值发生变化。

u内生变量：在模型内所要决定的变化数值。

u（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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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弹性   ElasticityElasticity

p价格的变动会
引起需求量的变
动，但需求量对
价格变动的反应
程度是不同的。

     

P

Q

D

P

D

Q

问题：两条需求曲线为什么不同？两条需求曲线为什么不同？

l反应程度小 l反应程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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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弹性

弹性系数：表示弹性的大小。
                              因变量变动的比率

                        ＝  —————————
                              自变量变动的比率

v弹性（elasticity）,  物理学名词  ,  指一物体对

外部力量的反应程度。

n弹性是相对数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百分数变动的比率，或者
说它是一个量变动1%，引起另一个量变动百分之多少（程度）
的概念。

n对于任何存在函数关系的经济变量之间，
都可以建立二者之间的弹性关系或进行
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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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需求价格弹性 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

（1）需求价格弹性：需求量变动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

注意：

p需求价格弹性值可以是正，
也可以是负。两个变量的变动

方向，若反方向变动，加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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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需求价格弧弹性。

u需求曲线上两点之间
的需求量的变动对价
格变动的反映程度。

u需求曲线上两点之间
的弹性。

Q

P

P

Q

P

P
Q

Q

×
D
D-=D

D

-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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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n图中需求曲线上a、
b两点价格分别为5

和4，相应需求量分
别为400和800。

n当商品的价格由5

下降为4时，或者当
商品的价格由4上升
为5时，

n应该如何计算相应
的弧弹性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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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a点到b点和由b点到a点的弧弹性数值不同  

n原因：
n尽管△Q和△P的绝对值都相等，但由于P和Q所取的基数

值不同，两种计算结果便不同。
n涨价和降价产生的需求的价格弹性便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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