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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供给曲线和地租的决定

地租的决定

土地的市场供给曲线

土地的市场供给等于所有单个土地所有者
的土地供给在每一价格水平上的加总。

由于单个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供给曲线都是
垂直的，因此土地的市场供给曲线也是垂
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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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的决定及其产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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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的决定

地租的产生

地租完全由土地的需求曲线决定，与土地
的供给曲线无关。

地租随土地的需求曲线上升而上升，随土地
的需求曲线下降而下降。

地租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土地需求曲线的
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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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的决定

地租的产生

土地需求曲线移动的原因

技术进步

–土地的边际生产力得到提高
人口增加

–对土地产品（如粮食）的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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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供给曲线和地租的决定

地租的决定

地租的产生

结论

地租产生于土地边际生产力提高和土地产品
的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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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供给曲线和地租的决定

租金、准租金和经济租金

租金

供给数量固定不变的一般资源提供的服务
价格。

地租是资源为土地时的租金

租金是一般化的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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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供给曲线和地租的决定

租金、准租金和经济租金

准租金

所谓准租金就是对供给量暂时固定的生产
要素的支付，即固定生产要素的收益。

着重生产的短期



第七章 第9页

准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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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供给曲线和地租的决定

租金、准租金和经济租金

经济租金

租金的另一种含义

固定供给意味着要素价格的下降，进而要素
收入的减少不会减少要素的供给量，租金便
是这样一种要素收入。

–租金（或地租）有时被看作是单位要素的
价格，有时又被看作是一定单位要素的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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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供给曲线和地租的决定

租金、准租金和经济租金

经济租金

经济租金的实质

许多要素的收入尽管从整体上看不同于租金
，但其收入的一部分却类似于租金，如果从
该要素的全部收入中减去这部分收入并不影
响要素的供给，我们将这一部分要素收入称
为经济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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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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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供给曲线和地租的决定

租金、准租金和经济租金

经济租金

经济租金的实质

经济租金等于要素收入与其机会成本之差。

–经济租金是要素收入的一个部分，该部分
并非为获得该要素于当前使用中所必需，
它代表着要素收入中超过其在其他场所可
能得到的收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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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供给曲线和地租的决定

租金、准租金和经济租金

经济租金

经济租金的大小取决于要素供给曲线的形
状。

供给曲线越陡峭，经济租金越大。

–租金是经济租金的特例，是要素供给曲线
垂直时的经济租金。

如果供给曲线为水平线，则经济租金便完全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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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供给曲线和利息率的决定

资本和利息

资本

特征

1)资本可以通过人们的经济活动被生产出
来，因而其数量是可变的。

资本与劳动和土地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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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供给曲线和利息率的决定

资本和利息

资本

特征

2)资本被生产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
的商品和劳务。

资本与一般消费品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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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供给曲线和利息率的决定

资本和利息

资本

特征

3)资本被作为要素进入生产过程以生产更
多的商品和劳务。

资本与储蓄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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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供给曲线和利息率的决定

资本和利息

资本

定义

由经济制度本身生产出来并被用作投入要素
以便进一步生产更多的商品和劳务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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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供给曲线和利息率的决定

资本和利息

利息

两种价格

资本作为一种物品，本身具有一个价格，可
称为资本价值。

资本作为生产要素被租借使用，因而具有一
个使用价格或称为资本所有权的价格，即利
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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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供给曲线和利息率的决定

资本和利息

利息

利息率
一台价值为10000元的机器被使用一年得到
的收入为1000元。

%10
10000
1000

=

用年收入除以机器本身的价值得到的就是该
机器每单位价值的年收入，即该机器的年利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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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供给曲线和利息率的决定

资本和利息

利息

利息率

资本的使用价格即利息率等于资本的年收入
与资本价值之比。

Z——资本的年收入
P——资本价值P

Z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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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供给曲线和利息率的决定

资本和利息

利息

利息率
在使用资本的过程中，资本价值（资本的自
身价格）发生了变化，则利息率必须调整。

ΔP——资本价值增量，
可以大于、等于

或小于0。P
PZ ∆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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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供给曲线和利息率的决定

资本和利息

利息

利息率

尽管不同资本的价值或年收入可能不同，但
他们的使用价格即利息率却有相等的趋势。

–利息率的差别影响着资本的需求，进而影
响着资本价值，最终导致不同资本的利率
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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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供给曲线和利息率的决定

资本的供给

资本数量的变化

个人可以在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通过储蓄
增加自己的资本。
在土地和劳动的供给中不存在这种情况

–一个人购买更多的土地总是伴随着其他人
拥有的土地的等量减少，因而整个土地市
场的供给不变。

–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因而个人不可能
无限度提供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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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供给曲线和利息率的决定

资本的供给

资本数量的变化

资本数量的可变性使得资本供给问题变成
首先确定最优资本数量，然后才是对既定
资本在供给和自用之间进行选择。

在土地和劳动供给问题中，都是直接面对既
定资源在供给和自用之间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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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供给曲线和利息率的决定

资本的供给

长期消费决策

确定最优资本数量意味着对现有资本存量
的调整，就是个人进行储蓄或负储蓄。

最优资本数量的确定就变成最优储蓄量的
确定。

储蓄是未来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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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供给曲线和利息率的决定

资本的供给

长期消费决策

所以，最优资本数量最终是消费者在当前
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选择问题，即长期
消费决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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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供给曲线和利息率的决定

资本的供给

长期消费决策

假设

1)一个人只有两个时期：挣钱时期和退休
时期。

2)个人可以自由借入或借出。
3)在生命期结束时，没有负债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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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供给曲线和利息率的决定

资本的供给

长期消费决策

假设

Y=一生收入 r=利息率
C0=当前消费 S0=当前储蓄
C1=未来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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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供给曲线和利息率的决定

资本的供给

长期消费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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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消费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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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收入为OD；当前消费为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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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消费决策

r
储蓄或贷款供给曲线向后弯
曲在于利率变化带来的替代
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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