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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均衡

均衡条件

消费者选择的商品组合必须在既定的预算约
束下使消费者能够实现的满足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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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均衡

均衡条件

消费者的最优购买行为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1)最优的商品购买组合必须是消费者最偏好的
商品组合。也就是说，最优的商品购买组合
必须是能够给消费者带来最大效用的商品组
合。

2)最优的商品购买组合必须位于给定的预算线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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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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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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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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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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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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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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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均衡

均衡条件

总结

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相切时，消费者实现
效用最大化。

无差异曲线的斜率等于预算线的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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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均衡

无差异曲线斜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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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均衡

问题：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两种商品
价格之比，或者无差异曲线的斜率等于
预算线的斜率，一定能使消费者获得效
用最大化吗？

回答：必须考虑消费者的预算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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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均衡

均衡条件

总结

在一定的预算约束下，为了实现最大的效
用，消费者应该选择最优的商品组合，使
得两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两商品的价格
之比。

I=P1X1+P2X2

MRS12=P1/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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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均衡

均衡条件

总结

在消费者的均衡点上，消费者愿意用一单
位的某种商品去交换的另一种商品的数量
，应该等于该消费者能够在市场上用一单
位的这种商品去交换得到的另一种商品的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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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均衡

考虑两组消费者，每组都愿意将2000元
花在彩电款式和性能的组合上。

两组消费者有着不同的偏好

设计新彩电（2）设计新彩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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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均衡

通过寻找每组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和预
算线的切点，彩电企业能够设计新产品
、制定市场营销计划。

市场细分

设计新彩电（2）设计新彩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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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新彩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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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消费者宁愿在彩电款
式上放弃更多的支出，用
于增加在彩电性能上的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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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新彩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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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均衡

一个角解一个角解

当消费者只有购买一种商品才能获得效
用最大化时，便存在一个均衡的角解。

最优商品组合对应于无差异曲线与横轴或纵
轴的交点

此时商品的边际替代率不必等于商品价格之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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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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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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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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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酸奶降价，消费
者仍不购买酸奶。

如果商品的边际替
代率明显大于价格
比率，酸奶价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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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均衡

问题：如果消费者
对酸奶过敏，那么
无差异曲线是什么
样的形状？此时酸
奶的价格对消费者
选择有无影响？

一个角解一个角解

B0

U1

酸奶
(杯/月)

无论酸奶价格多么低
，消费者根本不会考
虑购买酸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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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均衡

父母为了子女能够考上研究生额外提供
了一笔资金

父母要求这些钱只能用于学习。

但是，如果这些钱还可以被用于购买其它物
品，那么子女的消费偏好会发生变化。

家庭助学金家庭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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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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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助学金

问题：如果学生相对于其他用品更偏好
学习用品，家长对额外资助的要求有无
必要？

回答：无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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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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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均衡

贫困地区居民的支出主要用于生活用品

思考：

如果政府以现金形式发放扶贫款，能否实现
脱贫目的？

扶贫问题的经济学分析扶贫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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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生活用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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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金形式发放扶贫款
，使预算线向外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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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居民对生活用
品极度偏好，最优商品
组合是一个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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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商品组合仍然是
一个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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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以非现金形式发放扶贫
款，居民的最大效用水
平低于以现金形式发放
扶贫款时的水平。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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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生活用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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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均衡

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比较

在保持效用水平不变的前提下，消费者增加
一种商品的消费所带来的效用增加量和减少
另一种商品的消费所带来的效用减少量是相
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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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均衡

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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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均衡

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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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均衡

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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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均衡

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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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均衡

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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