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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微观经济学
SLUTSKY方程

商品1价格上升

预算线围绕着 0, 向内旋转 价格上升，可分拆为两个变化：

• 保持购买力不变，相对价格上升

• 保持相对价格不变，购买力下降

商品1价格上升

预算线围绕着 0, 向内旋转

价格上升，可分拆为两个变化：

• 保持购买力不变，相对价格上升

• 保持相对价格不变，购买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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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utsky分解

• （购买力不变时）相对价格的变化所导致的选择的变化，为替代效应

• （相对价格不变时）购买力变化所导致的选择的变化，为收入效应

• 初始价格-收入为 , ,

• 初始预算线为

• 消费者的选择为： ≡ ,

1. , , , ,

2.

3.

设需求函数为： ⋅,⋅,⋅ , ⋅,⋅,⋅

商品1价格上升

A
B



2018/9/12

3

• 最终价格-收入为 , ,

设 。∆ 0

• 最终预算线为

• 消费者的选择为： ≡ ,

1. , 	 , , ,

2.

设需求函数为： ⋅,⋅,⋅ , ⋅,⋅,⋅

商品1价格上升

A

B

C

构造Slutsky预算线，它

① 穿过初始选择点 ≡ , 	：相对于初始状态，购买力保持不变

② 与 终预算线平行，即斜率为 ：相对于初始状态，相对价格改变

设需求函数为： ⋅,⋅,⋅ , ⋅,⋅,⋅

Slutsky预算线为：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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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utsky预算线： + ∆

• 所定义的决策环境为 , , ∆

• 消费者的选择为： ,

1. , , ∆ , , ∆

2. + ∆

3.

设需求函数为： ⋅,⋅,⋅ , ⋅,⋅,⋅

商品1价格上升的替代效应

• A是初始预算线下的选择，B是Slutsky预算线下的选择，

• 从初始预算线到Slutsky预算线，购买力不变但相对价格改变

• 从A到B的变化，为替代效应

• 在商品1上，替代效应为

∆

• 在商品2上，替代效应为

∆

商品1价格上升的替代效应：一种解释

• 在A点，

• 因为商品1价格上升，

• 因此，

• 在Slutsky预算线上，在A点，消费者将减少商品1的数量，增加商品2

的数量， 终到达B点。

• 因此，∆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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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1价格上升的替代效应：另一种解释

A

B

C

商品1价格上升的收入效应

• B是Slutsky预算线下的选择，C是 终预算线下的选择，

• 从Slutsky预算线到 终预算线，相对价格不变但购买力改变

• 从B到C的变化，为收入效应

• 在商品1上，收入效应为

∆

• 在商品2上，收入效应为

∆

Slutsky分解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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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

初始环境为 , ,

消费者的选择为：

A= , 	
1
2

,
1
2

终环境为 , ,

消费者的选择为：

C= , 	
1
2

,
1
2

Slutsky预算线为：
+ +

消费者的选择为：

B= , 	
1
2

+
,
1
2

+

商品1价格上升的替代效应

• A是初始预算线下的选择，B是Slutsky预算线下的选择，

• 从初始预算线到Slutsky预算线，购买力不变但相对价格改变

• 从A到B的变化，为替代效应

• 在商品1上，替代效应为

∆
1
2

+ 1
2

1
2

1
2

1
2

• 在商品2上，替代效应为

∆
1
2

+ 1
2

1
2

+ 1
2

 
1
2

例子： ,

商品1价格上升的收入效应

• B是Slutsky预算线下的选择，C是 终预算线下的选择，

• 从Slutsky预算线到 终预算线，购买力下降但相对价格不变

• 从B到C的变化，为收入效应

• 在商品1上，收入效应为

∆
1
2

1
2

+ 1
2

1
2

+ 1
2

• 在商品2上，收入效应为

∆
1
2

1
2

+ 1
2

1
2

+ 1
2

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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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1价格上升的总效应

• A是初始预算线下的选择，C是 终预算线下的选择，

• 从初始预算线到 终预算线，购买力下降且相对价格改变

• 从A到C的变化，为总效应

• 在商品1上，总效应为

∆
1
2

1
2

• 在商品2上，总效应为

∆
1
2

1
2

0

例子： ,

例子： ,

替代效应 收入效应 总效应

商品1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商品2
1
2

1
2

0

例子： , ln

初始环境为 , ,

消费者的选择为：

A= , 	 ,

终环境为 , ,

消费者的选择为：

C= , 	 ,

Slutsky预算线为：
+ +

消费者的选择为：

B=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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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1价格上升的替代效应

• A是初始预算线下的选择，B是Slutsky预算线下的选择，

• 从初始预算线到Slutsky预算线，购买力不变但相对价格改变

• 从A到B的变化，为替代效应

• 在商品1上，替代效应为

∆

• 在商品2上，替代效应为

∆ +

例子： , ln

商品1价格上升的收入效应

• B是Slutsky预算线下的选择，C是 终预算线下的选择，

• 从Slutsky预算线到 终预算线，购买力下降但相对价格不变

• 从B到C的变化，为收入效应

• 在商品1上，收入效应为

∆ 0

• 在商品2上，收入效应为

∆ + +

例子： , ln

商品1价格上升的总效应

• A是初始预算线下的选择，C是 终预算线下的选择，

• 从初始预算线到 终预算线，购买力下降且相对价格改变

• 从A到C的变化，为总效应

• 在商品1上，总效应为

∆

• 在商品2上，总效应为

∆

例子： , 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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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 ln

替代效应 收入效应 总效应

商品1 0

商品2 + +

Slutsky分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lutsky分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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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品 价格上升 元钱，
所导致的需求量的变化

∆
∆

商品 价格上升 元钱
的替代效应

（ ）

∆
∆

,

商品 价格上升 元钱
的收入效应

∆
∆

商品 价格上升 元钱，
所导致的需求量的变化

∆
∆

商品 价格上升 元钱
的替代效应

（ ）

∆
∆

,

商品 价格上升 元钱
的收入效应

设商品1是正常商品：
∆
∆

0

∆
∆

1
∆
∆

1
∆
∆

, 1

⇓
∆
∆

⇓
商品1是一般商品

需求法则：

如果商品是正常商品，则它是一般商品

∆
∆

1
∆
∆

1
∆
∆

, 1 

符号不确定

设商品1是低档商品：
∆
∆

0 如果商品1非常低档，即收入上升一元钱

导致需求量下降很多，收入效应压倒替

代效应，则右边项符号为正，于是，左

边项符号为正，商品1就是吉芬商品

如果商品1不很低档，即收入上升一元钱

导致需求量下降不多，替代效应压倒收

入效应，则右边项符号为负，于是，左

边项符号为负，商品1就是一般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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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1是吉芬商品：
∆
∆

0

∆
∆

1
∆
∆

1
∆
∆

, 1

商品1就是低档品

商品1是一般商品：
∆
∆

0

∆
∆

1
∆
∆

1
∆
∆

?
?

, 1

∆
∆

商品 价格上升 元钱，
所导致的需求量的变化

∆
∆

商品 价格上升 元钱
的替代效应

（ ）

∆
∆

,

商品 价格上升 元钱
的收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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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定价
消费者消费两种商品：电
力和其他商品。其他商品
的价格始终为1

在非高峰用电时期，电
价便宜，为 。消费者对
电的消费量被确定为基
准用电量，设为
̅ , ̅ 。

在用电高峰，电价提高至
。但是，电力公司返还

一部分电费，返还额为
̅

初始决策环境为 , 1,

画出预算线，表明消费者的选择

画出电价上涨后的预算线

用电高峰时期，消费者的预算线为

̅

̅ ̅
整理得到：

可理解为在实际用电量超过定额
时，定额内部分 ̅ 依然享受本来
的电价 ，超额部分 ̅ 则适
用高电价 。

在这一方案下，消费者依然买得起初始
优点 。

所以，消费者福利（效用）上升。

注意：前后两个 优选择之间的变化，
是替代效应。因为从图上看，购买力不
变，但是相对价格改变。

加税和退税

初始环境为 , 1, ，消费者选择
, ，它位于预算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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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征税和退税后消费者选择 , 。
消费者面对的汽油价格为 ，
汽油上的支出为 ，
得到税收返还 。

, 位于征税和退税后的预算线上

得到：

就是说， , 位于征税和退税前的预算
线上

比较 , 和 , ：
在初始环境中，消费者买得起
, 和 , 	，但选择 , 。

根据显示性偏好的定义，
, 优于 ,

现在，在征税和退税后，消费者
选择 , ，因此，消费者福利
下降。

中级微观经济学
买且卖；劳动力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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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静态分析 探讨参数值的变化对 优解或均衡解的影响

、 和 是效用 大化问题中的参数

商品1的需求函数 , , 是 优解

时，需求量为 , , ；
时，需求量为 , , 。

, , , , 的符号是？

在需求函数可微时，偏导数
, ,

的符号是？

当收入 来自禀赋时，

设只有两种商品：商品1与商品2。

设消费者拥有 数量的商品1和 数量的商品2—— , 为禀赋向量。

设商品1和2的为 和 。

设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 。

消费者在商品束 , 上发生的支出为

消费者在市场上出售 , ，获得货币收入

预算线为

预算线为： ，

斜率为 ，穿过禀赋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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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选择

max
,

, . .

设 优解为 ∗, ∗ 。它满足一阶条件：

∗, ∗ ，

∗ ∗ 。

需求函数为：
∗ , , ，
∗ , , 。

商品1上的净需求量为 ∗

商品2上的净需求量为 ∗

∗ 0，商品1上的净买

∗ 0，商品1上的净卖

∗, ∗ 满足预算线：
∗ ∗

∗ ∗

比较静态分析：禀赋变化

禀赋变化导致收入变化：收入增加、减少或不变

收入由 变为 ′ ′

设禀赋改变，由 , 变为 ′ , ′

设 ′ ′ ，

• 收入增加，初始预算线向外平移。

• 预算集扩大，消费者的福利上升。

• 在商品1和2都是正常商品时，两种商品的需求量将上升。

• 在商品1为低档品时，商品1的需求量下降，商品2的需求量上升。

• 在商品2是低档品时，商品1的需求量上升，商品2的需求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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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静态分析：商品1价格下降

比较静态分析：商品1价格下降

如果他在价格下降后，
由净买改为净卖，他
的选择将位于“价格下
降后的预算线”上禀赋
点右下方区域。

相对于初始选择，他的
福利增加还是下降？

比较静态分析：价格变化的Slutsky分解

初始状态为
, ; ,

禀赋的价值（货币收入）为
≡

消费者的选择为
, , ,

消费者的选择满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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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状态为
, ; ,

商品1的价格由 上升到 ，价格变化为
∆ ≡

禀赋的价值（货币收入）为
≡

消费者的选择为
, , ,

比较静态分析：价格变化的Slutsky分解

总效应

由商品1价格变化导致的商品1需求量的变化为

∆ ≡ , ,

比较静态分析：价格变化的Slutsky分解

Slutsky预算线

价格改变但购买力不变，决策环境为
, ; , , ,

消费者的收入为
≡ ,

消费者的选择为
, , ,

比较静态分析：价格变化的Slutsky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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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效应
∆ ≡ , ,

收入效应
∆ ≡ , ,

总效应 替代效应 收入效应
∆ ∆ ∆

比较静态分析：价格变化的Slutsky分解

从Slutsky预算线到 终预算线，收入变化为
∆
≡ ∆ ,

得到
∆
∆

,

比较静态分析：价格变化的Slutsky分解

∆
∆
∆
∆

∆
∆

∆
∆

∆
∆

∆
∆

∆
∆

,
∆
∆

∆ ∆ ∆

比较静态分析：价格变化的Slutsky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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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净买:

净卖:	

∆
∆

正常商品:	

低档品:	

劳动力供给决策

劳动力供给决策

• 消费者有非劳动收入 ，
• 有固定的时间禀赋 。
• 设小时工资率（即劳动力的价格）外生给定，为 。
• 只有一种商品，称之为消费品，价格为 。
• 效用函数为 ,
• 是消费品数量， 是消费者享受的闲暇（小时数），都是正常商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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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线
支出不能超过收入： ，

整理得到			 ，

整理，得到						 ，

定义新的商品“闲暇”，用 表示闲暇的数量：
≡ 全部时间 劳动时间

定义

̅ ≡

是家庭的实际非劳动收入——用消费品数量表示的家
庭非劳动收入

预算线为
̅ ，0

, ̅ 为家庭拥有的闲暇与
消费品禀赋，价格为 , 。

消费者的问题为
max
,

, , 				s. t. 				 ̅

设 优解为 , 。它满足一阶条件：
,
,

̅

优解是对消费品的需求函数和对闲暇的需求函数：

, ; , ̅

, ; , ̅

劳动力供给函数为

, ; , ̅ , ; , ̅

,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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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劳动力供给（闲暇需求）的比较静态分析

∆
∆

∆
∆

∆
∆

当替代效应很大时 替代效应 收入效应 时，
工资上升（闲暇变贵），闲暇减少，

∆
∆w

0

劳动力供给增加，
∆
∆w

0

∆
∆

∆
∆

∆
∆

当收入效应很大时 替代效应 收入效应 时，
工资上升，劳动收入上升，消费更多闲暇，

∆
∆w

0

劳动力供给减少，
∆
∆w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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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供给决策
max
,

, , 				s. t. 				

L,

L

,
0

,
0

max ,

∗, ∗ ∗, ∗ 0

∗, ∗

∗, ∗

中级微观经济学
两时期消费和储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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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今天的价格水平为 ，明年的今天的价格水平为 。

价格的增长，称为通货膨胀。
价格的增长率，称为通货膨胀率。

价格增长多少（元钱）？

通货膨胀率是多少？

≡ 1

商品在今天的价格为 。

在明年的今天的价格预期为 。

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为 。[借贷关系中使用的利率，称为名义利率]

今天节省一件商品：节省 元钱。

一年后的今天，得到本金和利息 1

存入银行。

在明天的今天，能多消费 件商品

今天节省下的一件商品产生的净回报为

≡
1

1
1
1

1
1

实际利率 , ≡
1

将实际利率ρ , 围绕 0, 0 进行泰勒一阶展开：

ρ , ρ ,
,

ρ ,

,

ρ ,

,

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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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时期模型

设消费者只生存两个时期。

只有一种消费品

跨时期效用函数为 , ， , 是时期1和2的消费量。

, 是时期1和2中的价格

, 是消费者在两个时期中拥有的消费品禀赋

设存、贷款利率为 。

设消费者在第一个时期之初，就已知道这些参数的值。

消费者能通过借和贷在两个时期中转移收入

设消费者选择的 ,

时期1的支出为 ；

时期1的收入为禀赋收入 ；

储蓄为时期1的收入中未用于消费的部分：

时期2的收入包括：
• 禀赋收入 ；
• 储蓄产生的收入 1

时期2的全部收入为 1 ；

时期2的支出为 。

时期2的支出不能超过时期2的收入（non-ponzi条件）

1 1

预算线

1

1 1

等号两边同除以 ，得到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预算线：
• 斜率为 1
• 穿过禀赋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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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消费者的问题

max
,

, . . 1 1

设 优点为 , 。它满足一阶条件：

消费者借款 消费者贷款

∆
∆

∆
∆

？

∆
∆

Slutsky分解：

把实际利率视为时期1的价格变化

实际利率变化对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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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实际利率上升（思考：什么原因导致？）

∆
∆

∆
∆

∆
∆

消费者是借款人，即 0

时期1的消费下降，储蓄上升

实际利率上升，家庭增加资本供给

设实际利率上升

∆
∆

∆
∆

∆
∆

消费者是贷款人，即 0

时期1的消费的变化不确定：

替代效应蕴含时期1的消费下降（增加储蓄）
收入效应蕴含时期1的消费上升（减少储蓄）

名义利率上升?

通货膨胀率上升?

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