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十节课



第九章

生产要素价格决定
的供给方面

生产要素价格决定
的供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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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要讨论的问题

概述

劳动的供给曲线和工资率的决定

土地的供给曲线和地租的决定

资本的供给曲线和利息率的决定

*欧拉定理

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



第九章 第4页

概述

要素所有者、最大化行为和供给问题

要素所有者及其行为目标

生产者

中间要素的所有者

追求利润最大化

消费者

原始要素的所有者

追求效用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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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要素所有者、最大化行为和供给问题

要素供给理论的合理构成

1)基于生产者利润最大化原则的中间要素的供
给理论。

可以归属于一般产品的供给问题

2)基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原则的原始要素的供
给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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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要素所有者、最大化行为和供给问题

要素供给理论的合理构成

结论

要素供给理论主要考察消费者的要素供给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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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要素所有者、最大化行为和供给问题

消费者的要素供给特点

消费者拥有的要素数量（简称资源）在一
定时期内总是既定不变的。

消费者只能将其中部分要素提供给市场，其
余留为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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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要素所有者、最大化行为和供给问题

要素供给问题

消费者在一定的要素价格水平下，将其全
部既定资源在“要素供给”和“保留自用”两
种用途上进行分配以获得最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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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要素供给原则（边际效用分析）

效用最大化条件

作为“要素供给”的资源的边际效用要与作
为“保留自用”的资源的边际效用相等。
若“要素供给”的边际效用小于“保留自用”的边
际效用，只要将用于要素供给的部分资源转
移到保留自用上去即可增大总效用。

–减少一单位“要素供给”所损失的效用小于
增加一单位“保留自用“所增加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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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要素供给原则（边际效用分析）

效用最大化条件

作为“要素供给”的资源的边际效用要与作
为“保留自用”的资源的边际效用相等。
若“要素供给”的边际效用大于“保留自用”的边
际效用，只要将用于保留自用的部分资源转
移到要素供给上去即可增大总效用。

–减少一单位“保留自用”所损失的效用小于
增加一单位“要素供给”所增加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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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要素供给原则（边际效用分析）

效用最大化条件

作为“要素供给”的资源的边际效用要与作
为“保留自用”的资源的边际效用相等。
只要“要素供给”的边际效用不等于“保留自用”
的边际效用，就会发生要素在两种用途间的
转移，然而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下，
二者最终趋于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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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要素供给原则（边际效用分析）

要素供给的边际效用

要素供给的效用是间接效用

消费者提供要素是为了获得收入，但最终目
的利用收入进行消费。

–提供生产要素并不能直接获得效用
–通过收入可以获得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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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要素供给原则（边际效用分析）

要素供给的边际效用

一般形式

ΔL=要素供给增量（以劳动为例）
ΔY=收入增量，ΔU=效用增量

dL
dY

dY
dU

dL
dU

L
Y

Y
U

L
U

⋅=⋅= 或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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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要素供给原则（边际效用分析）

要素供给的边际效用

特殊形式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单个消费者面临的要素
需求曲线是一条水平线，是既定要素价格的
接受者。

w
dY
dU

dL
dY

dY
dU

dL
dU

⋅=⋅=w
dL
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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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要素供给原则（边际效用分析）

自用资源的边际效用

自用资源既可带来直接效用也可带来间接
效用。

第一种情况：消费者利用自用时间做家务。

–这相当于消费者在做家务的时间里为他人
工作，然后将获得的报酬支付给为其做家
务的人。结果，这部分时间从根本上讲仍
不属于自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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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要素供给原则（边际效用分析）

自用资源的边际效用

自用资源既可带来直接效用也可带来间接
效用。

第一种情况：消费者利用自用时间做家务。

–或者，由于节省了本来需请他人来做家务
的开支，消费者收入相对增加，从而间接
增加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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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要素供给原则（边际效用分析）

自用资源的边际效用

自用资源既可带来直接效用也可带来间接
效用。

第二种情况：消费者利用自用时间看电影或
休息。

–由于直接满足了消费者的娱乐和健康需要
，所以直接增加了消费者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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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要素供给原则（边际效用分析）

自用资源的边际效用

自用资源既可带来直接效用也可带来间接
效用。

第一种情况本质上与要素供给一样。

为了简单起见，假设自用资源的效用都是直
接的。

自用资源数量=l,
dl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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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要素供给原则（边际效用分析）

要素供给原则

w
dY
dU

dl
dU

⋅=

1
w

dYdU
dld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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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要素供给原则（边际效用分析）

总结

=消费者拥有的单一既定的资源总量
w=资源（要素）的价格
l=消费者自用资源数量

=要素供给量
Y=从要素供给中获得的收入=

L

lL −
)lL(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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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要素供给原则（边际效用分析）

总结

消费者的效用来自两个方面：自用资源和
要素供给的收入。

预算线

)l,Y(UU =

LwlwY,Ll)lL(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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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要素供给原则（边际效用分析）

总结

消费者的要素供给问题可以表述为：

在约束条件 下，使消
费者的效用函数 达到最大。

LwlwY ⋅=⋅+
)l,Y(U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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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要素供给原则（边际效用分析）

总结

建立拉格朗日函数

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LwlwY()l,Y(Uf ⋅−⋅++= λ

0LwlwYf
=⋅−⋅+=

∂
∂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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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要素供给原则（边际效用分析）

总结

0w
l
U

l
f

=+
∂
∂

=
∂
∂ λ

0
Y
U

Y
f

=+
∂
∂

=
∂
∂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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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要素供给原则（边际效用分析）

总结

w
Y
U

l
U

⋅
∂
∂

=
∂
∂

1
w

dYdU
dld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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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要素供给原则（无差异曲线分析）

预算线

效用函数

LwlwY ⋅=⋅+

)l,Y(U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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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供给原则的无差异曲线分析

L

LwlwY ⋅=⋅+

Lw

O l

消费者拥有的资源是既
定的，所以，无差异曲
线在右端是有边界的。

U0

U2

U1

Y*

l*

G*

消费者的要素供给原
则是：无差异曲线的
斜率等于预算线的斜
率，即dY/dl=-w。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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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要素供给原则（无差异曲线分析）

资源供给的边际替代率

消费者为增加一单位自用资源所愿意减少
的收入量。

dl
dYMRS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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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要素供给原则（无差异曲线分析）

要素价格的含义

消费者为增加一单位自用资源所必须放弃
的收入量。



第九章 第30页

概述

要素供给原则（无差异曲线分析）

要素供给原则

消费者为增加一单位自用资源所愿意减少
的收入量要等于必须减少的收入量。

w
dl
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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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要素供给原则（无差异曲线分析）

要素供给原则

1
w

dYdU
dldU

dl
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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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要素供给问题

根据要素供给原则，可以确定在一定的要素
价格水平上最优自用资源的数量，进而可以
确定最优的要素供给量。

要素供给原则给出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要素价格与要素供给量之间的关系。



价格扩展线和要素供给曲线

价格扩展线

要素供给曲线

O l

U2

Lw2

U1

Lw1

U0

L

Lw0

w

O lL −

w0

0lL −

w2

2lL −

w1

1lL −l2 l1 l0

Y

第33页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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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要素供给问题

注意

要素供给曲线不一定总是向右上方倾斜。

要素供给曲线形状取决于无差异曲线的形状
，亦即效用函数的特点。

–不论提供何种要素，由此所得的收入对效
用的影响是一样的。

–然而，自用资源的性质不同对效用的影响
有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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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要素供给问题

注意

要素供给曲线不一定总是向右上方倾斜。

某些资源保留下来即可增加效用，如时间。

某些资源保留下来未必增即效用，即使能够
增加效用，但也微不足道，如不存在其他用
途的土地。

某些资源保留下来不仅不能增加、反而减少
效用，如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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