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交易与生产和消费的最优选择 

文/李松涛 

生产者行为理论与消费者行为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而在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多讨论
厂商生产两种产品的条件下，厂商如何安排最优的产品生产组合，以使其收益最大化。在分析消费
者最优选择时，大都分析消费者在既定收入下，用其货币收入全部购买某些商品时如何实现所购买
商品组合给消费者带来满足最大化，这时，消费者支出额等于既定的收入额。同时，在分析生产、
消费及市场交易活动时，往往省略了经济活动中的货币支付关系，仅仅保留该过程中的物物交换
(barter)关系，把货币仅仅看作交易的媒介，都不考虑货币收入的调整及货币持有量的最优，即货
币持有量的收益或效用的最大化。然而现实生活中，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货币经济，无论是
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在市场交易活动中，都是一个货币与商品的不完全替代过程，是一个寻求自身
“资产”最优组合的活动过程。因此，本文利用商品与货币组合无差异曲线分析法来分析市场交易
与生产、消费的最优选择，即生产者如何实现货币与商品组合的收益最大化，消费者如何实现货币
与商品组合的效用最大化或收益最大化，并对其利益加以分解。 

一、不存在市场条件下的最优生产与消费：最优生产点与消费点的统一 
假定不存在市场交易条件，某一经济主体只生产一种商品，由于其不能用所生产的物品交换其

他商品，所以他既是单一产品的生产者，又是该产品消费者。同时假定，其在生产与消费行为中追
求的是货币与商品组合收益最大化。如图1所示，横轴X代表产品产量，纵轴M代表生产者所持有的
货币数量，U代表消费无差异曲线，即生产者作为消费者时对持有货币和消费产品数量的偏好。同
一条消费无差异曲线表示能够带来相同满足程度的货币持有量与产品消费量的不同组合，消费无差
异曲线越靠右上方代表的效用水平越高。由于商品X及货币M的边际效用递减，因此，消费无差异曲
线凸向原点。 

  
M0X0曲线为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即生产者在把货币资产投在一种产品的生产时，该产品与货币

之间的转换的轨迹。若假定M0(M0,0)点为禀赋点(Endowment point)，生产者若想增加对X产品的生
产，必须减少对货币的持有，或者要增加目前对X产品消费，必须减少对X产品未来的消费(保持一
定量的货币)。因此，M0X0线上的反映的生产者在既定资源条件下能够生产产品X与持有货币财富M
的最大数量组合点。由于X产品的边际机会成本递减，因此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右上方凸起。 

消费无差异曲线上点的斜率，即商品与货币的边际替代率为MRSxm=-dm/dx。由于效用函数为
U=U(x,m) ，则U=U(x,m)=c代表一条无差异曲线的方程，在等式两边取全微分，有(?u/?x)?dx+(?
u/?m)?dm=0，-dm/dx=(?u/?x)/(?u/?m)=MUx/MUm，(MUx、MUm分别为商品和货币的边际效用)，可得
MRSxm=MUx/MUm。 

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点的斜率即边际转换率为MRTxm=-dm/dx，令总成本函数为TC=TC(x,m)，则
dTC=(?TC/?x)dx+(?TC/?m)dm，由于生产能力或资源既定，即总成本为一常数，故dTC=0，-dm/dx=
(?TC/?x)/(?TC/?m) =MCx/MCm（MCx、MCm分别为商品和货币的边际成本），可得MRTxm=MCx/MCm。
如果我们不考虑货币的机会成本(利息)，则 MCm=1即单位货币。那么MRTxm=MCx。 



 

由于同一坐标系中有无数条消费无差异曲线，生产可能性曲线必然与一条消费无差异曲线U1相
切E点(公切线mx为等价值线，对生产者而言是等收益线，对消费者而言是等支出线，其斜率为产品
X价格，见后)时，生产者实现了生产最优，同时，也实现了消费最优，最优组合为(xe,me)。因
此，不存在市场交易条件下最优生产与消费的条件是：MRTxm= MRSxm或MCx= MUx/MUm。 

根据产品边际效用MUx与货币边际效用MUm的含义，可知，MUx/MUm实际上为产品X的需求价格
Pd，即消费者自己若购买此产品时所愿支付的最高价格，也是最后一单位产品所带来货币价值（即
边际收益MRx）。而MCx是生产者为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所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即供给价格Ps。故
在不存在市场交易条件下生产与消费的最优条件也可以表述为Ps=Pd或MCx=MRx。 

从生产者角度看，(xe,me)给生产者带来收益若全部用货币来衡量为m1，若全部以产品来衡量
为x1。从消费者角度看，(xe,me)给消费者带来的满足水平为U1，(xe,me)给消费者带来收益若全部
用货币来衡量为m1，若全部以产品来衡量为x1。无论是从生产角度看，还是从消费角度看，点E
(xe,me)都属于最优“资产”组合点，即最优生产点与消费点的统一为E点。 

总之，虽然不存在市场交易，但通过生产活动，可以使生产者“资产”组合由(M0,0)调整为
(xe,me )，生产者利益得以增加，净增利益从生产者或消费者主观角度来看为(m1-M0)。 

二、存在市场条件下的最优生产与消费：生产最优点与消费最优点的分离 
所谓存在市场条件是指生产者可以与其他经济个体交换自己所生产的一部分产品，以能使得生

产者与消费者获得更大的利益满足。我们仍然假定某一经济个体只生产一种商品X，且他既是单一
产品的生产者，又是该产品消费者之一。同时假定，点M0(M0,0)为该经济个体的资源禀赋点，且其
在生产与消费行为中追求的是货币与商品组合收益最大化。 

1. 等价值线（等收益线、价格线或市场交易线） 
等价值线表示在既定的市场交易条件下（产品X价格既定），X产品的数量与生产者或消费者所

持有的货币量m的组合所提供总收益相等。 
生产者的总收益 TR=M0=m+Px ?X 或即m= M0-Px?X。其中等价值线的斜率为-Px。在产品X市场

价格Px既定前提下，等价值线越向右上方平移，表示总收益水平越高。在总收益不变的前提下(M0
点固定)，等收益右旋表示产品X的价格降低，反之，表示X产品价格上升。（如图2）  

2. 存在交易条件下的最优生产点与消费点的分离 
如图3所示，不存在市场交易条件下，E点为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的生产与消费的最优点，其所

愿持有货币为me，所愿生产的X产品数量为xe，即最优生产点与消费点统一为点E(xe，me )，所带
来的效用水平为U1。如果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按照自己的供给价格(或需求价格)水平出售(或购买)
自己全部产品，其持有总收入为m1(线段Om1)。存在市场交易条件下，若假定市场交易条件既定
（即X产品价格为Px′），则等收益线斜率既定。若假定Px′大于不存在市场交易条件下生产者的
供给或需求价格(Px)，则当等收益线与生产可能曲线相切时，图中的P点为新的生产最优点；当等
收益线（相对消费而言即等支出线）与消费无差异线相切时，图中的C 点消费最优点。其中，xp、
xc分别为该经济个体的X产品的生产量与消费量，二者间的差额为市场出售量(xp-xc)，市场交易后
的货币收益为mc-mp，ΔCAP为市场交易三角形。 

从图形可以看出：作为消费者实现消费最优的条件为MRSxm=MUx/MUm=Px′，作为生产者实现生
产最优的条件为MRTxm=MCx/MCm=MCx=P x′，由于MUx/MUm=Pd′，MCx/MCm= Ps′（Pd′与Ps′分别
为产品的需求价格与供给价格），故存在市场交易条件下生产与消费的最优条件也可以表述为Ps′
= Pd′或MCx=MRx。 

对此，可用数学方法加以证明：在资源成本既定TC0=TC(x,m)，产品价格既定下(X产品价格为P 
x′)，最大收益的产品生产量与货币持有量的最优组合条件，即求MaxTR(x,m)，可构造拉格朗日函
数：L(m,x,t)= m+P x′?X +t[TC0 -TC(x, m )]，t为拉格朗日乘数，收益最大化一阶条件为：对
m,x,t三个变量分别求偏导数，并令偏导数值等于零，可得：MCm=1/t，MCx = Px′/t，故生产最优
必要条件为 MCx/MCm= Px′。若不考虑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即不考虑货币利息），由于从货币价
值角度看MCm =1，故t=1，因此，生产者收益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MCx=Px′。当我们用效用函数
来表示消费者的偏好时，消费者的最优选择就表现为“资产”组合等价值线上的效用最大化，即
MaxU(x,m)，“资产”约束条件：m=M0-Px′?X，利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求解，构造拉氏函数：L(m,x,
λ)= U(x,m)+λ(M0-Px?X-m)，λ为拉格朗日乘数，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对m,x,λ三个变量分别
求偏导数，并令偏导数值等于零，可得：MUm=λ，MUx=λPx′，故消费者实现消费最优的必要条件
为MUx/MUm=Px′。生产与消费同时最优的必要条件为：Ps′= Pd′=Px′或MCx=MRx。 

从图中可以看出，市场交易条件（Px′）的出现，使生产最优点与消费最优点出现了分离，由
过去的E点（既是生产最优点，也是消费最优点）分离为P点(最优生产点)与C点(最优生产点)。最
优生产组合为P(xp,mp)点，若用货币来衡量其“资产”存量为Om2，若用产品来衡量其“资产”为
Ox 2（价值Px′·x2）。最优消费组合为C(xc,mc)点，其所带了带来的效用满足水平为U2，高于不
存在市场交易条件下的效用满足水平U1(U1这一效用水平若用货币或产品来衡量分别为me或xe)。 

市场交易条件(P x′)的出现使生产得以扩大，X产量由过去Oxe扩大为Oxp，货币“资产”存量

 



由过去的Ome降低为Omp。其中E、P点的连线EP斜率反映了生产者内部资源转换成本(me-mp)/(xp-
xe)。C、P点的连线CP(市场等收益线或市场交易线)的斜率反映了市场上产品与货币的转换成本
[(mc-mp)/(xp-xe)= Px′]。在市场交易条件P x′下，生产者所出售X产品数量为xp-xc(图中AP线
段)，换回的 “资产”货币为mc-mp(图中CA线段)，二者之间交易使得消费者的效用水平得以提
高，同时，使生产者交易后“资产”存量得以提高。 

三、存在市场交易条件下货币利益分解： 
在存在市场交易条件下，作为消费者其效用水平由U1增加到U2，若以货币来衡量，则由U1/ 

MUm增加到U2/MUm（假定MUm不变）；作为生产者其“资产”存量，若从市场角度并以货币来衡量，
由m1增加到m2。首先，过E点作一辅助线m3x3平行于m2x2线（即Px′线），则其必然与一条差异曲
线相切(假定与U2′相切于C′点)，则对于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货币利益的增加，我们可以分
解为市场交易活动的利益与生产分工活动的利益（如图4）。  

1、市场交易活动的利益：市场交易中的价格效应 
在不存在市场交易条件下，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利益得以增加，利益仅仅来自于封闭条件下生

产活动产生的利益，从生产者或消费者主观角度来看，其利益净增加量为(m1-M0)。 
在存在市场交易条件下，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利益的增加，从货币角度考察表现为由m1 增加

到m3，货币利益净增量(m3-m1)。其来源于在生产者资源配置不变(生产点P不动即产出不变)的情况
下，由于产品市场价格Px′大于不存在市场交易条件下生产者或消费者主观供给价格Ps或主观需求
价Pd。因此，生产者会把一部分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而额外获得的利益。作为消费者(也是生产
者)，其效用水平由U1增加到U2′，若以货币来衡量，则由U1/ MUm增加到U2/MUm(假定MUm不变)。
另外，由等价值线m1 x1可知，在不存在市场交易条件下，xe产品量在生产者自身看来只相当于
(m1-me)货币量，即线段m1me。又由等价值线m3x3可知，在存在市场交易条件下，生产者从市场角
度看xe产品量相当于(m3-me)货币量，即线段m3me。因此，市场交易的出现给生产者带来的净货币
利益为：(m3-me)-(m1-me)=m3-m1，即市场交易中的价格效应。 

2、生产分工活动的利益：市场交易中的收入效应 
除了市场交易出现带来利益之外，生产分工活动也会带来利益，从货币角度考察表现为由m3增

加到m2，作为生产者所获得的货币利益净增加量(m2-m3)，其来源于在市场交易条件不变（Px′不
变），生产者会重新配置资源，扩大对X产品的生产，由于MC递增，生产点在移至到P点，在P 点之
前，由于Px′-MCx>0，生产的扩大，导致货币“资产”增加，从消费者角度看，收入水平的上升，
图中表现为由m3x3 上升到m2x2，从而使得消费者效用水平由U2′上升到U2。若以货币来衡量，则
由U2′/MUm增加到U2/ MUm（假定MUm不变）。所以，生产分工活动的利益表现为市场交易中的收入
效应(作者单位:南京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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