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录六 物物交换 

   在物物交换中，市场交易的不稳定性比使用货币的地方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某人一 

般地能够以货币形式付出或收回一定量（非一充的百分比）价值，而不会大大地改变货 

币对他的边际效用，而以单一商品的形式则不然。 

    让我们考虑两个人进行物物交换的那种场合。假如甲有苹果一篮；乙有胡桃一篓； 

甲需要一些胡桃，乙需要一些苹果。乙从一个苹果所得到的满足也许超过他割让十二个 

胡桃所失去的满足。而甲也许从三个胡桃所得到的满足超过他割让一个苹果所失去的满 

足。交换将在这两个比率中间的某一点开始。但是，如果交换继续进行，则甲所割让的 

每个苹果将增加它对他的边际效用，并使他不愿意再割让更多的苹果，而他每增加一个 

胡桃将减低胡桃对他的边际效用，并使他不愿要更多的胡桃；乙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最 

后，甲对胡桃的热中和苹果相比不再超过乙；而交换势必停止，因为一方所愿意提供的 

任何条件都不利于他方。直到这一点，交换增加了双方的满足，而不能有所再增。均衡 

出现了；但其实它不是唯一的均衡，而是一种偶然均衡。 

    但是，有一种均衡交换率，可以叫做真正均衡率，因为一旦遇着这种交换率，则它 

会被保持到底。很明显，如果始终要用许多胡桃交换一个苹果，则乙愿意交换的极少， 

而如果要用很少的胡桃交换一个苹果，则甲愿意交换的也极少。必须有一种中间比率， 

在这种比率下，双方都愿意进行同样程度的交易。假定这个比率是六个胡桃换一个苹果； 

甲愿意以八个苹果换四十八个胡桃，而乙愿意按照那个比率收受八个苹果；但是，甲不 

愿意用第九个苹果再换六个胡桃，而乙不愿意再用六个胡桃换第九个苹果。这就是那时 

的真正均衡位置；可是，没有理由假定实际上会达到这种均衡。 

    例如，假定甲的篮子里原来有二十个苹果，乙的篓子里有一百个胡桃，假定开始时 

甲诱使乙相信他不大愿意要胡桃；从而设法以四个苹果换了四十个胡桃，以后又用二个 

苹果换了十七个胡桃，再以后又用一个苹果换了八个胡桃。假定当时达到了均衡，进一 

步交换对双方都不利。甲拥有六十五个胡桃，不愿意再用一个苹果甚至来换八个胡桃； 

而乙因为只有三十五个胡桃，所以对它们的估价很高，不愿意用八个胡桃再换一个苹果。 

    另一方面，如果乙交易有术，他也许可能诱使甲以六个苹果换十五个胡桃，然后又 

以二个苹果换七个胡桃。那时甲让出八个苹果而得到了二十二个胡桃。如果开始时的条 

件是六个胡桃换一个苹果，他用八个苹果换得了四十八个胡桃，则他也许不肯再用一个 

苹果甚至来换七个胡桃。但是，因为他拥有的胡桃这样少，他急想多得到一些，并且愿 

意再用二个苹果换八个胡桃，然后再用二个苹果换九个胡桃，再用一个苹果换五个胡桃； 

于是又达到了均衡；因为乙只有十三个苹果和五十六个胡桃，也许不肯以多于五个胡桃 

之数换一个苹果，而甲所剩苹果无几，以一个苹果换不到六个胡桃，也许不干。 

    在这两种场合，交换，就其所及，增加了双方的满足；当它中止以后，进一步交换 

势必至少减少其中一方的满足。在各个场合，都达到了均衡；但它是一种任意的均衡。 

    其次假定，有一百个人和甲所处的地位相同，每人都约有二十个苹果，和甲对胡桃 

都具有同样的欲望；在对方也有一百个人，和乙最初所处的地位相同。市场上最机敏的 

卖主也许有些在甲方，有些在乙方。不论市场上是否可以互通声息，交易的平均数多半 

不会远离六个胡桃换一个苹果的比率，像在两个人交易的场合那样。但是，多半没有我 

们在谷物市场所见的那种紧密依附该比率的可能性。交易时甲方的人很可能在不同程度 

上战胜乙方的人，因此，接着就用七百个苹果换了六千五百个胡桃；甲方的人既拥有这 

样多的胡桃，除了至少按一个苹果换八个胡桃的比率，也许不愿意再进行任何交易。而 

乙方的人因为每人平均只剩下三十五个胡桃，按照那个比率也许拒绝继续出售。另一方 

面，乙方的人交易时也许在不同程度上战胜甲方的人，结果不久就用四千四百个胡桃换 

了一千三百个苹果，那时乙方的人因拥有一千三百个苹果和五千六百个胡桃，除了按五 

个胡桃换一个苹果的比率，也许不肯多售，而甲方的人因为每人平均只剩下七个苹果， 

也许拒绝那个比率。在一个场合，按八个胡桃换一个苹果的比率达到了均衡，而在另一 

个场合，按五个胡桃换一个苹果的比率才达到了均衡。 

    借以达到均衡的那种比率，其所以不稳定间接地取决于这一事实，即一种商品和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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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商品交换，而不是和货币交换。因为货币既是一般购买手段，则似乎有许多人，他 

们能方便地收回或抛出大量的货币；这就有使市场稳定的趋势。但在物物交换盛行的地 

方，苹果很可能有时和胡桃交换，有时和鱼交换，有时和箭交换等等；使市场（其中价 

值表现为货币）统一的那些稳定因素是不存在的；我们不得不把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看 

成是可变的。的确，如果胡桃种植业是我们这个物物交换地区的主要产业，所有的买主 

卖主都存有大量的胡桃，只是甲方的人拥有苹果，那末，几把胡桃的交换，对它们的储 

量不会有显著的影响，对它们的边际效用也不会有显著的改变。 

    例如，设有某甲有苹果二十个，和某乙进行交易。设某甲愿意以五个苹果卖十五个 

胡桃，第六个苹果卖四个胡桃，第七个苹果卖五个胡桃，第八个苹果卖六个胡桃，第九 

个苹果卖七个胡桃，余此类推；因为胡桃对他的边际效用始终不变，所以，他恰愿以第 

八个苹果卖六个胡桃，余此类推，不论在以前的交易中他是否占了乙的便宜。同时假定 

乙购买头五个苹果宁愿付五十个胡桃，而不弃而不用，购买第六个苹果付九个胡桃，购 

买第七个苹果付七个胡桃，购买第八个苹果付六个胡桃，购买第九个苹果只付五个胡桃； 

因为胡桃对他的边际效用不变，所以他恰愿以六个胡桃买第八个苹果，不论他以前买的 

苹果是贱是贵。在这种场合，第八个苹果既然只卖六个胡桃，则交易势必以八个苹果的 

转移而告终。当然，如果甲开始时在交易中占了便宜，他也许用头七个苹果买了五十或 

六十个胡桃；而如果乙开始时在交易中占了便宜，他也许用三十或四十个胡桃换取了这 

头七个苹果。这和文中所述的谷物市场以三十六先令的最后价格出售七百夸脱左右的小 

麦这一事实相符；但是，如果卖主开始时占了上风，则所付的价格总额也许大大多于70 
0×36先令，而如果买主开始时占了上风，则价格总额也许大大小于700×36先令。交易 

理论和物物交换理论的真正区别是在于，在交易理论中，假定市场上所存的准备与另一 

种商品交换的某种商品数量很多，且操于许多人之手；因此它的边际效用实际上是不变 

的；这种假定，一般是对的；而在物物交换的理论中，这种假定一般却是错的。参阅数 

学附录中注12（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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