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9/3

1

微观经济学

• 研究个体的选择行为和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中级微观经济学
商品束与商品空间

想象：

• 一个消费者在8月底为9月做消费方案
• 商品1买多少？
• 商品2买多少？
• ……
• 商品n买多少？

• 他在各种消费方案之间做选择，每个方案的形式都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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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束
设他只消费两种商品：商品1和商品2

一个商品束（消费计划，消费束）是
一个向量

≡ ,
其中， 0和 0分别为商品1和
商品2的数量。

一个商品束是第一象限 中的一个点

商品束

• 4,4 的含义是什么？
• 	 0,8 的含义是什么？
• 8,0 的含义是什么？
• 0,0 的含义是什么？

商品空间

商品空间 由所有可能的商品束
构成

≡ , 0, 0

商品空间为整个第一象限（包含
两条坐标轴的相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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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束
如果消费者消费n种商品呢？

一个商品束（消费计划，消费束）是一个向量

≡ , , … ,

其中， 0为商品 的数量。

一个商品束是n维非负空间 中的一个点

商品空间 是n维非负空间

中级微观经济学
定义在商品空间上的偏好关系

（弱）偏好关系≽

• 设 ≡ , 和 ≡ , 是两个商品束。

• 如果消费者认为 不比 差或 与 至少一样好，则说在 与 之间，
消费者（弱）偏好 ，写为 ≽ 。

• 对任意商品束 ∈ 	，≽ ≔ ∈ ≽ 被称为 的上优集，其
中的每个元素（商品束）都不比 差。

∈≽ ⟺ ≽

• 对任意商品束 ∈ 	， ≽≔ ∈ ≽ 被称为 的下劣集，其
中的每个元素（商品束）都不比 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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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差异关系∼

• 消费者认为商品束 与 无差异，写为 ∼ ，当且仅当 ≽ 且 ≽ 。

• 过 点的无差异曲线由所有与 无差异的商品束构成，数学表达式为

∼ ≡ ∈ ∼

∈∼ ⟺ ∼ ⟺ ≽ 且 ≽

• 问题：对任意商品束 ，存在与它无差异的商品束？

严格偏好关系≻

• 消费者认为商品束 严格优于商品束 ，写为 ≻ ，当且仅当 ≽

且无 ≽

• 对任意商品束 ∈ 	，≻ ≔ ∈ ≻ 为 的严格上优集，其

中的每个元素都比 好。

• 对任意商品束 ∈ 	， ≻≔ ∈ ≻ 为 的严格下劣集，其

中每个元素都比 差。

偏好公理

• 完全性

• 传递性

• 连续性

• 严格单调性

• 凸性与严格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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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公理之完全性公理

≽是完全的，如果对所有的 , ∈ ， ≽ 或 ≽ 。

• 含义：对任意两个商品束，都能用≽排列而不存在无法用≽排列
的情况。

• 含义：对任意两个商品束 , ∈ ，对任一消费者，或者认为 不
比 差或者认为 不比 差。

• 反例：布里丹之驴?

• 反例：不了解 或 时

∼ 和 ≻不具有完全性

• 任取 , ∈ 。因为 ≽ 具有完全性，因此， ≽ 或 ≽ 。

• 三种情况：

1. ≽ 且 ≽ ⟹ ∼

2. ≽ 且 ≽ ⟹ ≻

3. ≽ 且 ≽ ⟹ ≻

• 无法用无差异关系∼处理情况2和情况3

• 无法用严格偏好关系≻处理情况1

偏好公理之反身性公理

≽是反身的，如果对所有的 ∈ ， ≽ 。

• 意义： ∼

• 意义：对任何商品束，至少有一个商品束与它无差异，就是它自

身。无差异曲线为非空集。

• 反例：两件完全一样的商品，你会认为一件严格劣于另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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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公理之传递性公理

≽是传递的，如果对所有的 , , ∈ ， ≽ 且 ≽ 蕴含 ≽ 。

• 意义：两条不同的无差异曲线不交

• 反例：

① 社会选择

② 当我们无法分辨出商品束之间的细微差异时

理性偏好关系：

≽是理性的，如果它是完全的和传递的。

∼ 具有传递性

• 设 , , ∈ ， ∼ 且 ∼ 	。求证： ∼

• 证明：

∼ ⟹ ≽
 ∼ ⟹ ≽   ⟹  ≽  

∼ ⟹ ≽
 ∼ ⟹ ≽

∼的定义

 ⟹  ≽  

≽具有传递性

⟹
∼的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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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传递性

• 设 , , ∈ ， ≻ 且 ≻ 	。求证： ≻

• 证明：首先证明 ≽ 。
≻ ⟹ ≽

 ≻ ⟹ ≽  
≻的定义

 ⟹  ≽

再来证明 ≽ 。反证，设 ≽ 。
因为 ≻ ⟹ ≽ ，因为 ≽ ，因此， ≽ 。
但是， ≻ 	 ⟹ ≽ 。

矛盾。因此， ≽

偏好公理之连续性公理

• ≽是连续的，如果对所有的商品束 ∈ ，

∈ ≽ 和 ∈ ≽ 都是闭集。

• 闭集概念

• 连续性的含义

• 简单理解：无差异曲线是条连续的线

两维空间中， 与
的定义

• , , ⟺ 且
。

• , , ⟺ ,
, 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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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公理之单调性与严格单调性公理

• ≽是（弱）单调的，如果 蕴含 ≽

• ≽是严格单调的，如果 蕴含 ≽ 且 蕴含 ≻

• 含义：

① 多多益善

② 无差异曲线向下倾斜。

③ 越高的无差异曲线越被消费者偏好。

• 反例？

偏好公理之凸性和严格凸性公理

• ≽是凸的，如果对每个商品束 ，≽ 是凸集。

• 意义：

① 无差异曲线严格凸向原点或为直线

② 平均优于极端

• ≽是严格凸的，如果无差异曲线严格凸向原点

• 完全性

• 传递性：不同的无差异曲线不交

• 连续性：为一条连续的线

• 严格单调性：向下倾斜

• 严格凸性：凸向原点

良好形态的偏好（无差异曲线）

过 , 点的无差异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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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单调递减，我们可以把这条
无差异曲线写为函数形式：

, 0

• 例如，

• 或者， ln

良好形态的偏好（无差异曲线）

过 , 点的无差异曲线

边际替代率的定义

定义：过点 的无差异曲线在点 的斜

率，称为消费者在点 上边际替代率写

为 。在这个点上，他愿意用一

件商品1交换多少件商品2？

如果过每一个点的无差异曲线在此点

都有斜率，则边际替代率是个函数：

: →

边际替代率的含义

点与 1, 在同一条无差异曲线上，
就是说，消费者认为这两个点一样地好，因此

• 认为1件商品1与 件商品2一样地好，

• 认为1件商品1价值 件商品2。

用商品2的数量衡量商品1对消费者的价值。

切线是割线的逼近，切线的斜率是割线斜
率的逼近。

1,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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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好单调，蕴含边际替代率为负

• 在任何一点 上，

为增加1件商品1，愿意放弃某一数
量（ 	）的商品2

为增加1件商品2，愿意放弃某一数
量（1⁄ ）的商品1

过 , 点的无差异曲线

• 思考：

• 在点 上，某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为
。

• 有人提议，用1件商品1与其交换 件
商品2。他愿意交换？

• 根据定义： ~ 1,

• 如果交换： 1,

• ≻ 1, ：不交换

• 1, ≻ ：交换
过 , 点的无差异曲线

• 偏好严格凸，蕴含在同一条无差异
曲线上，边际替代率的绝对值随
的上升而递减，随 	的下降而递增：
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

• 含义：沿无差异曲线向右下方走，
商品1数量增加，边际替代率递
减——商品1对消费者的价值下降。

过 , 点的无差异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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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良好形态的偏好之一：完全替代的偏好关系

在每个商品束上，消费者都以同
一比率（在图上为1：1）替代两
种商品。

例子：

不同牌子的矿泉水？

不同牌子的感冒药？

不同牌子的洗衣粉？

非良好形态的偏好之二：完全互补的偏好关系

两种商品按照固定比率（在图上
为1：1）搭配消费。

例子：
左脚鞋子和右脚鞋子？
电脑与操作系统与办公软件？

非良好形态的偏好之三：厌恶品

数量越少越好的商品为厌恶品。

例子：
噪音？
广场舞？
邻居家养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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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良好形态的偏好之四：中性品

数量多或少不重要的商品。

非良好形态的偏好之五：餍足偏好

距离餍足点越远的商品束越差

非良好形态的偏好之六：非凸偏好与凹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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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微观经济学
效用函数

效用函数

• 函数 : → 表示偏好关系≽，
如果对所有的 , ∈ ， ≽
当且仅当 。我们
称这个函数为表示偏好关系≽
的效用函数。

• 如何判断一个函数表示某个偏好
关系？

① 它是定义在商品空间上的实数
值函数：对每个商品束，赋予
一个数。

② ≽ ⟹
③ ⟹ ≽

设 : → 表示偏好关系≽，

则对所有的 , ∈ ，
≻ ⟺ 	

证明：
≻
⇕

≽ 且 ≽
⇕

且
⇕

且
⇕

则对所有的 , ∈ ，
∼ ⟺

证明：
∼
⇕

≽ 且 ≽
⇕

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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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示偏好关系≽

≽ 	严格单调⟺ ⋅ 严格递增
• ⟹ ≽ ⟹
• ⟹ ⟹ ≽
• ⟹ ≻ ⟹
• ⟹ ⟹ ≻

• ≽ 	严格凸⟺ ⋅ 严格拟凹

效用函数的存在性定理

如果偏好关系≽是完全的、

传递的和连续的，则存在连

续的效用函数 : → 表示

这个偏好关系。

效用函数具有单调正向转换不变性特征

• 证明：任取 , ∈ ，设 ≽ 。

• 是效用函数，因此，

• 是增函数，因此，

• 因此， ∘ 	 ∘  

设 是效用函数，表示偏好关系≽；设 : → 是增函数。则 和

的复合 ∘ 也是效用函数，表示同一偏好关系。

• 证明：取 , ∈ ， ∘ 	 ∘  

• 根据复合函数的定义：

• 是增函数，因此，

• 是效用函数，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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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函数具有单调正向转换不变性特征

设 是效用函数，表示偏好关系≽；设 : → 是增函数。则 和

的复合 ∘ 也是效用函数，表示同一偏好关系。

• 设 为效用函数， , 0为常数

• 求证： ln ln 也是效用函数，与 表示相同的偏好关系

• 证明：

• 自然对数函数ln ⋅ 为严格递增函数。

• ln ln ln ln ln ln

• 就是说， ln

一些常用效用函数

• 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 ,

• 完全替代的效用函数： ,

• 完全互补的效用函数： , min ,

• 替代弹性固定的效用函数： ,
⁄

• 拟线性效用函数 ,

边际效用

• , 为在商品束 , 上，增加一件商品1所增加的效用。

,

∆ →

∆
∆

∆ →

∆ , ,
∆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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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效用

• , 为在商品束 , 上，增加一件商品2所增加的效用。

,

∆ →

∆
∆

∆ →

, ∆ ,
∆
,

• , 0

边际替代率： ,
,

,

• 利用隐函数定理

• , 隐含地定义了一条无差异曲线

• 把 , 对 求导，得到

• , , 0

•
,

,

,

,

• ,
,

,

边际替代率 ,
,

,

• 利用全微分

• 沿着同一条无差异曲线，从 , 变化到 ∆ , ∆
, ~ ∆ , ∆ ⟹ ∆ 0

• 全微分：

∆ , ∆ , ∆

• , ∆ , ∆ 0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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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替代率 ,
,

,

• 利用边际替代率判断两个效用函数是否表示同一偏好关系

• 取点 , 。

• 如果利用两个效用函数求得的此点上的边际替代率相等，则表示同一偏好

• 如果利用两个效用函数求得的此点上的边际替代率不等，则不表示同一偏
好

通勤效用函数

, , 0.147 0.0411 2.24

• , , 0.147

• , , 0.0411

• , , 2.24

• , , ,
, ,

, ,

.

.
3.58

• , , ,
, ,

, ,

.

.
0.07

• , , ,
, ,

, ,

.

.
0.0183

应用：通勤效用函数

, , 0.147 0.0411 2.24

• , , , 3.58

消费者愿意通勤时间增加3.58分钟而不愿意步行时间增加1分钟。

• , , , 0.07

消费者愿意为减少一分钟步行时间而支付7美分。

• , , , 0.0183

消费者愿意为减少一分钟通勤时间而支付1.83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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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微观经济学
预算线与预算集

消费者的决策环境 , ,

设消费者面对的两种商品的价格分别为 0和 0，

他的支出或收入为 0。

一个向量 , , 是一个决策环境。

消费者接受价格而不能改变价格。

的含义

给定 , , ，

• 是消费者能买到的商品2的 大数量

• 是用商品2的数量衡量的消费者的收入，称

为实际收入。为消费者的收入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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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义

给定 , , ，

•在市场上，一件商品1能够交换到 件商品2，

因此， 是商品1和商品2的市场交换率。

• 在市场上， 是用商品2的数量表示的商品1

的价格，被称为商品1的实际价格。

商品束 , 上的支出

•商品1上的支出为

•商品2上的支出为

•全部支出为

设 , , 	，

•如果 ，我们说消费者买得起商品束 ,

• 如果 ，我们说消费者正好买得起商品束 ,

• 如果 ，我们说消费者买不起商品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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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 , , 时的预算线

预算线由所有的正好买得起的商品束构成的集合

, ∈

, ∈

或者

或者

给定 , , 时的预算线

用货币的数量表示的价格与收入

用商品2的数量表示的价格与
收入；商品2被称为“计价商品”

当你只想探讨一种商品时，用
表示“其他一切商品”或“其他一切
商品上的支出”，价格为1。商品2
被称为“复合商品”

给定 , , 时的预算集

预算集由所有买得起的商品束构成的集合，
写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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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 , , ，如何判断商品束 ̅ , ̅ 是否买得起？

1、画出直线：

斜率 纵轴截距

2、在纵轴上找到 ̅

3、比较 ̅ 与 ̅ ：

̅ ̅ ⟺ ̅ ̅ 买不起

̅ ̅ ⟺ ̅ ̅ 正好买得起

̅ ̅ ⟺ ̅ ̅ 买得起还有剩钱

习题2：当 , , 变化时，

当

•  上升，

•  上升，

•  上升，

•  与 同比例上升，

•  与 同比例上升，

•  、 和 同比例上升时，

预算集和预算线如何变化？买得起的商品束的数量增加还是减少？

商品1价格上升，
商品1的 大购买量下降
商品2的 大购买量不变
斜率上升，预算线变得陡峭
预算线围绕着纵轴截距点向内旋转
选择机会减少

商品2价格上升，
商品2的 大购买量下降
商品1的 大购买量不变
斜率下降，预算线变得平坦
预算线围绕着横轴截距点向内旋转
选择机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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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上升，
商品2的 大购买量下降
商品1的 大购买量下降
斜率不变
预算线平行向内移动
选择机会减少

例题：税收

初始状态为 , , .

写出预算线的表达式并画图表示。

例题：税收

现在，政府对商品1征收从价税，

税率为价格的百分比 。

1

消费者实际支付的价格包括两个部分：

① 支付給卖方 ，

② 支付给政府 。

税后价格为 1

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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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税收

假设政府征收从量税税率

为每件商品 元钱。

每购买一件商品，消费者

发生的支付包括两部分：

① 给卖方

② 给政府

税后价格为

斜率=

例题：税收

假设政府决定征收所得税，
税率为 。

在消费者收入为 时，应交税为 。

他的可支配收入为

1

1

1

1

例题：税收

人头税，每人得缴税 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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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1979年前的食品券制度

食品购买量在

153美元以内时，

每件的价格为

0.163美元；当购

买量在153元以

上时，每件的价

格为1美元。 0.163 153
0.163 153 1 153 153

例题： 1979年后的食品券制度

家庭可免费获

得价值200美

元的食品券。

0 200
0 200 1 200 200

问题

• 消费者只能从预算集中做出选择，
• 但是，预算集中有无数多个商品束，
• 消费者如何做出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