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需求和供给的暂时均衡 

    第一节 欲望和劳作之间的均衡。在偶然的物物交换中一般不存在真正的均衡。 

    一个人用自己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一种需要时，就可以发现欲望和劳作之间的均衡 

的简单例证。当一个小孩采摘黑莓以供自己食用的时候，采摘工作本身也许暂时觉得有 

趣，时间稍长，吃的快乐除补偿采摘工作的辛苦外，而绰绰有余。但是当他大吃了一顿 

以后，就不愿多吃了。对采摘工作开始产生厌倦，它也许是一种单调的而不是疲劳的感 

觉。最后当他的玩兴和对采摘工作的厌恶与吃的欲望相抵销时，就达到了均衡。而他从 

采摘黑莓所能得到的满足达到了最高限度。因为，直到那时，每次采摘使他得到的满足 

多，而失去的满足少，那时以后，任何一次采摘都使他得到的满足少，而失去的满足多。 

    在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偶然交换，例如在两个林中居民以枪交换小船的时候，所谓 

真正的供求均衡是极其罕见的。因为双方也许都有满足不足的情况，头一个人如果不能 

用别的方法得到船的时候，除枪外他也许愿意用某种东西交换小船； 

    而第二个人在必要的时候也许用船以外的其他东西来交换枪。 

    在物物交换制下出现真正的均衡，的确是可能的；虽然物物交换在历史上比买和卖 

早些，但在某些方面是更加复杂的；而在较高文明阶段的市场上，可以看到真正均衡价 

值最简单的事例。 

    我们可以把那类曾经引起许多讨论的交易撇开不谈，因为它们实际上并不重要。它 

们和名画、古钱与无法“分级”的其他东西有关。其中各种东西的售价将取决于欣赏它 

的富人是否在场，如不在场，它也许被那些指靠它牟利的商人买去。 

    同一张画在前后售卖时的价格差异虽然很大，但如果没有职业买主的稳定影响，也 

许还要大得多。 

    第二节 在当地的谷物市场上一般可以建立真正的（虽然是暂时的）均衡。 

    那末，让我们来讨论现代生活中的日常交易并以某镇的谷物市场为例。为简单起见， 

让我们假定，市场上所有的谷物都是相同质量的。各个农户或别的卖主以任何价格所销 

售的数量，是由他需要现款和他对与自己有关的市场的目前情况和未来情况的估计所支 

配的。有些价格没有一个卖主会接受，而另外一些价格没有一个卖主会拒绝。此外，还 

有一些介于两者中间的价格，按这些价格许多卖主或所有的卖主都愿出售较多或较少的 

数量。人人力图摸透市场情况，并以此来支配自己的行动。让我们假定，实际上谷物所 

有者愿以三十五先令的低价出售的谷物只有六百夸脱。但是三十六先令会使谷物所有者 

多卖一百夸脱，三十七先令会使他们再多卖三百夸脱。我们再假定，三十七先令这一价 

格诱引买主只买六百夸脱，按三十六先令可以多买一百夸脱，按三十五先令还可以多买 

二百夸脱。这些事实可用表说明如下： 

    价格卖主愿意卖的数量买主愿意买的数量三十七先令一千夸脱六百夸脱三十六先令 

七百夸脱七百夸脱三十五先令六百夸脱九百夸脱当然，在那些实际上情愿接受三十六先 

令而不愿一无所售就离开市场的人们中间，有些人并不会立即表示是乐于接受那个价格 

的。同样，买主们也将有所防备，假装不十分热中的模样。因此，价格就像一个毽子， 

随着一方或另一方在“讨价还价”上得势而摆来摆去。但是除非他们势力悬殊，例如， 

除非一方对对方的力量估计不足，或不幸而估计不中的话，则价格多半与三十六先令相 

去不远；几乎可以肯定，收市时价格大致接近三十六先令。因为如果某卖主认为买主们 

实际上将能以三十六先令买到他们按该价格所愿买的全部谷物，则他将不愿放弃比该价 

格相当高的任何机会。 

    买主方面也将作同样的估计；不论什么时候价格如大大超过三十六先令，则他们将 

认为在该价格下供给将比需求大得多。因此，甚至那些宁愿支付该价格而不愿空手回家 

的买主也有所等待；而由于等待，他们促进价格的下降。另一方面，如价格远在三十六 

先令之下，则甚至那些宁愿接受该价格而不愿一无所售就离开市场的卖主，也将认为在 



该价格下需求将超过供给。所以，他们将有所等待，而由于等待，他们促进价格的上涨。 

    可见，三十六先令这一价格堪称真正的均衡价格。因为如果开始时就选定了这个价 

格，并且始终保持不变，则它恰使供求相等（亦即买主们以该价格所愿买的数量恰等于 

卖主们以该价格所愿卖的数量）；因为各个掌握市场情况的交易者也希望有那样的价格。 

如果他所见到的价格与三十六先令相去很远，则他预期不久将有所变动，由于这种预期， 

他促进该价格的迅速实现。 

    对我们的论证来说，买主与卖主都必须完全掌握市场情况确实是不必要的。买主中 

有许多人也许对卖主们的出售意向作了过低的估计，从而，暂时价格保持在可以找到买 

主的最高水平上；因此，在价格没有降到三十七先令以下，就可以出售五百夸脱。但后 

来价格势必下降，结果很可能再出售二百夸脱，并以三十六先令左右的价格收市。因为 

在出售七百夸脱之后，除了按高于三十六先令的价格，没有一个卖主急于想多卖一些， 

除了按低于三十六先令的价格，也没有一个买主急于想多买一些。同样，如果卖主对买 

主出高价的意向作了过低的估计，他们中间的有些卖主也许按他们所愿索取的最低价格 

开始出售，而不愿使他们的谷物留在自己手中，在这种场合下，按三十五先令的价格就 

会销售很多的谷物；但市场也许将以三十六先令的价格和七百夸脱的销售总额而告结束。 

    第三节 在谷物市场交易的过程中，对货币需要的强度通常没有显著的变化。但 

在劳动市场上确实有这种变化。参阅附录六。 

    上面的例证暗含着一个符合大多数市场实际情况的假设，但是这个假设应当加以明 

辩，以便使它不致潜入那些不应有的场合。我们曾暗中假定，买主们购买第七百夸脱谷 

物所愿付的货币额和卖主们出售第七百夸脱谷物所愿收取的货币额，是不受以前按较高 

或较低的价格成交这一问题的影响的。我们考虑到买主们对谷物的需要（它对他们的边 

际效用）随着购买量的增加而减少，但我们未曾考虑在他们不愿出手货币（它的边际效 

用）方面有任何显著的变化；我们曾假定不论以前支付的款额是多是少，货币的边际效 

用实际上是不变的。 

    就我们实际上所涉及的大多数市场交易来说，这个假设是站得住脚的。当一个人为 

了自己消费而购买某种东西的时候，他用在那种东西上的钱只占他总资金的一个很小的 

部分，而当他为了经商而购买的时候，他还要再卖它，因此，他的潜在资金并没有减少。 

无论在哪个场合下，在他出手货币的意向方面是没有显著的变化的。这对有些人来说也 

许并不适用。但肯定有一些拥有大量货币的人在场，他们的影响对市场起着稳定作用。 

    在商品市场上，这些例外很少，也不重要；但在劳动市场上，它们却屡见不鲜，而 

且也是重要的。如果一个工人有枵腹之虞，则他对货币的需要（货币对他的边际效用） 

是很大的。如果开头他在议价方面处于劣势，并以低工资受雇于人，则他对货币的需要 

仍然是很大的，他也许继续按低工资出卖他的劳动。这种可能之所以越大，是由于在劳 

动市场上议价方面的优势往往处于买主方面，而不处于卖主方面，但在商品市场上买方 

和卖方多半都有分沾这种优势的机会。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另一个区别是由于各劳动 

卖主只有可出售的一个劳动单位这一事实。这是许多事实中的两件事实，我们在讨论过 

程中用它们将会大体说明工人阶级对经济学家特别是对雇主阶级把劳动看作是商品而把 

劳动市场看作是一般商品市场的那种做法的本能的反抗。其实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区 

别，虽从理论的观点来看并不是根本的，但是十分显著的，而在实践中也往往是很重要 

的。 

    因此，当我们计及边际效用既取决于商品量又取决于货币量的时候，交易理论就变 

得更加复杂了。这种考虑的实际重要性并不是很大的。但在附录六中我们曾把物物交换 

和在每次交换中一方总以一般购买力形式出现的交易加以对比。 

    在物物交换中，某人所交换之商品量必须密切适应他个人的需要。如果他的存量太 

多，他也许没有适当的用途。如果他的存量太少，他也许很难找到满足其所需而用其所 

余的那样一个人。但是不论什么人，只要他拥有一般的购买力，一旦遇到有多余东西的 

人，就能获得他所需要的那种东西：他无须找到一个“一身而二任焉”的人，他可以供 

其所需，而取其所有。因此，各个人特别是经商的人，能存得起大量的货币，从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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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购买，而不会用尽他的存款，或使它的边际价值有很大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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