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录八 关于报酬递加的静态 假设的运用的局限性 

    第一节 严格的供给表的假设会导致多重均衡（稳定和不稳定的）位置的可能性。 

但是这一假设，就报酬遞加来说，与现实相距是如此之远，以致它只能在狭隘的范围内 

加以尝试性的运用。因此，在使用正常供给价格一词时，须加小心。 

    我们已经暗示了那些遵守报酬递增规律的商品的均衡理论所遭遇的困难。这些暗示 

现在需要加以进一步的发挥。 

    关键就在于，“生产边际”一词，在长期内就生产成本随着产量逐渐增加而减少的 

那些商起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而报酬递增的趋势在短期内一般是不存在的；因此，当 

我们讨论遵守报酬递增趋势的那些商品的价值的特殊条件时，“边际”一词应该避而不 

用。就需求上的短暂变动而论，它当然可以用于这些商品，像用于所有其他商品一样； 

因为适应这些变动的那些商品和其他商品的生产，遵守的是报酬递减而不是报酬递增规 

律。但是，在报酬递增趋势起有效作用的那些问题中，是不能给边际产品下明确的定义 

的。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得不选择较大的单位，我们必须考虑的是“代表性”企业而 

不是某个别企业的情况。尤其我们必须考虑的是整个生产过程的成本，无须把单个商品 

如一支来福枪或一码布的成本从中分出来。的确，如某工业部门几乎全部操于少数大企 

业的手中，则其中没有一个企业堪称为“代表性”企业。如果这些企业融合而成一个托 

拉斯，甚或彼此密切地联合起来，则“正常生产费”一词就没有精确的意义。如在下一 

本书中将充分论证的那样，表面上它必须被看成是一种垄断；而它的进程必须根据第五 

篇第十四章中的原则加以分析；虽然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表明，即使在这种场 

合下，竞争仍有大得多的作用，“正常”一词的使用不如原来似乎可能的那样不相宜。 

    第二节 续前。 

    我们再回到这个例子上，即因时髦运动而造成对无液气压表需求的增加，不久之后， 

它导致组织的改善，并使供给价格降低。当最后时髦力量消失时，气压表的需求又只建 

立在它们的实际效用的基础上；这个价格可能大于或小于相应生产规模的正常需求价格。 

在前一场合，资本和劳动对该业抱有戒心，在那些已经成立的企业中，有的也许继续营 

业，虽然所得纯利比它们所希望的要少些；而有的却渐渐转入某些比较兴盛的相近的生 

产部门。由于旧厂衰落，新厂起而代替者寥寥无几，生产规模也有所缩减；旧有的均衡 

位置也许显得相当稳定，而不易破坏。 

    但是，现在让我们考虑另一种场合，在这种场合下，已增产量的长期供给价格下降 

得如此厉害，以致需求价格仍居于它之上。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们展望着从事该业的 

某厂的寿命，考虑它成功和失败的机会，折算它的未来支出和未来收入，最后也许断定 

收入大大超过支出。资本和劳动迅速流入该业；而在需求价格的下降和长期供给价格的 

下降相等，并发现稳定的均衡位置以前，生产也许增加了十倍。 

    因为虽然在第三章说明供给和需求围绕一个均衡位置摆动中，的确像普通所暗示的 

那样，我们暗示了在一个市场内只能有一个稳定的均衡位置，但实际上在某些可以想像 

的、虽然极其罕见的情况下，可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真正供求均衡位置，其中任何一 

个均衡位置和该市场的一般情况同样是一致的，其中任何一个均衡位置一经确立，直到 

某种大的干扰出现，将会是稳定的。 

    第三节 续前。 

    但是，必须承认，这个理论是和现实生活脱节的，只要它所假定的是，如果某商品 

的正常生产增加，继而又减至原有的产量，则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格又回到它们在该产 

量上的原来位置。 

    不论某商品遵守的是报酬递减规律，或报酬递加规律，价格下降只能使消费逐渐增 



加。此外，某商品价格低时一旦形成使用它的那种习惯，当它的价格复涨时，是不能很 

快放弃的。因此，如果在供给逐渐增加之后，它的某些来源阻塞，或任何其他原因出现， 

从而使该商品稀少，则许多消费者将不愿放弃旧习。例如，美国战争时期棉花的价格很 

高，如果以前的低价格没有使棉花共同用来满足那些由于低价格所产生的需要，则它的 

价格也许不会那样高的。因此，对某商品生产的前进运动有效的需求价格表，很少适用 

于它的倒退运动，但一般将需要加以提高。 

    此外，供给价格表也许颇能代表供给正在增加时所出现的商品供给价格的实际下降； 

但是，如果需求减少，或如果由于任何其他原因供给必须减少，则供给价格不会沿着原 

道后退，而会采取较低的路径。 

    对前进运动有效的供给价格表，不适用于后退运动，而必须以较低的供给价格表来 

代替。不论商品生产所遵守的是报酬递减规律或报酬递增规律，这都是真的。但在报酬 

递增的场合下，它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生产遵守这一规律的事实，证明它的增加导 

致组织上的大加改善。 

    因为当任何偶然的干扰使某商品的生产有了很大的增加，从而，导致大规模经济的 

引用时，这些经济是不易丧失的。机械工具，劳动分工和交通运输的发展，以及各种组 

织上的改进，一旦被利用之后，是不会轻易放弃的。资本和劳动一旦从事于某特定工业 

部门，如果对它们所生产的商品的需求减我们从左向右所得出的第一个交点，可以是稳 

定均衡点，也可以是不稳定均衡点。如系不稳定均衡点，则这就表明所述商品的小规模 

生产将对生产者无利可图；因此，除非一时的事件暂时引起了该商品的迫切需求，或暂 

时降低了它的生产费用，或一个大展宏图的厂准备运用大量资本来克服生产上的初期困 

难，并按行将保证巨额销量的价格来生产这种商品，就决不会开始生产它的。 

    少，则它们的确可以贬值，但它们不能迅速转向其他职业；它们的竞争在短时间内 

将使已减少的需求不能提高商品的价格。 

    部分地由于这种原因，即使有关的商人能确定市场的全部实情，两个稳定均衡位置 

同时并存，作为可能更替的场合是不多的。但是，当某工业部门处于这样的情况时，即 

如果生产规模有某种巨大的增加，则供给价格迅速下降，那末，使该商品需求由以增加 

的那种短暂的干扰，可能使稳定均衡价格大大下降；此后，生产一个数量上比以前多得 

多的商品按比以前低得多的价格出售。如果我们把供求价格表向前推得很远，发现它们 

十分接近的话，这总是可能的。因为如果那些激增产量的供给价格略居于相应的需求价 

格之上，需求的适度增加，或稍微新的发明，或其他使生产低廉的方法，就可以使供求 

价格相遇，造成新的均衡。这种变动在某些方面类似从一个稳定均衡位置移向另一个均 

衡位置，但和后者有所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除正常需求或正常供给的情况有了某些变 

动时，它是不能出现的。 

    上述种种结果之难如人意，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还没有完善的分析方法，由于我们 

科学机器的逐渐改进，日后它的减少是可以设想的。 

    如果我们能把正常需求价格和正常供给价格表现为正常生产量和该产量成为正常产 

量的时间的函数，我们就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第四节 续前。 

    其次，让我们重申平均价值和正常价值之间的区别。在静态中，因为各生产工具所 

得的收入可事先加以准确的预计，所以，它是使该工具出现所需要的劳作与牺牲的正常 

尺度。 

    边际费用乘商品的单位数量，或把商品各部分的实际生产费相加起来，再加生产上 

的差异优势所得的全部地租，就求出生产费用总额。 

    生产费用总额既由这种种方法所决定，则平均费用等于生产费用总额除以商品数量； 

结果就是长期或短期的正常供给价格。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平均”生产费一词有些令人不解，因为制造某商品的大多 

数生产工具（物资的和人力的）很早就存在了的。因此，它们的价值多半不恰是生产者 

原来所期望的价值。它们的价值有的较大，有的较小。它们现在所赚取的收入，是由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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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产品的一般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它们的价值是这些收入的资本还原。因此，当我们作 

正常供给价格表时，它和正常需求价格表连接起来就是决定正常价值的均衡位置，如认 

为这些生产工具的价值已定，我们就不能不陷入循环论。 

    这种警戒，就有报酬递增趋势的那些工业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可用静态中也只是 

在静态中可能的那些供求关系的图解加以强调。在那里，各种特定的东西在一般成本中 

都负担它应有的份额；生产者除按总成本（其中包括建立典型厂的商业往来和外部组织 

的酬劳）的价格也许不值得接受某特定订货的。这个图解没有积极的价值，它仅仅防止 

在抽象推理中可能犯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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