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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归基础

三个简单的词——往往仅需三个简单的词就能使

人心潮澎湃。“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词构成了

法国大革命的灵魂。“我爱你”这三个字巩固了一段

又一段成功的爱情。“生命、自由、幸福”这三个词

是《美国独立宣言》的核心。而对于许多经济学家而

言，那三个神奇的词就是“供给、需求、价格”。

在买卖双方的任何一笔市场交易中，货物或服务

的价格都是由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状况决定的，而供需

状况又取决于人们交易时的技术与具体情况。一种极

端的情形是，市场上的买方与卖方数目众多，但几乎

不存在差异性（如圆珠笔市场）。另一种极端的情形

是，可能只存在一个卖方和一个买方（比如我想拿我

的桌子来与你的被子进行实物交易）。

完全竞争

经济学家建立了各种模型用以说明不同类型的市

场。最基本的模型就是完全竞争模型，在这种情形

下，同种商品存在大量具有同质性的供给者与需求

者，买卖双方无需支付任何成本即可找到对方，新的

厂商进入市场也没有任何壁垒。在完全竞争的市场

中，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影响价格。供求双方都将市场

价格视为既定价格，而市场出清价格就是在既不存在

超额供给也不存在超额需求的情形下的价格。只要供

方能够以高于其边际成本（即增加一单位产量所增加

的成本）的价格出售产品，其就会持续生产。只要买

方通过消费获得的满足感大于其支付的价格（消费的

边际效应），其就将持续购买。如果价格上涨，就会

吸引新的厂商进入市场。供给将会增长至再一次达到

市场出清价格为止。如果价格下跌，无法收回成本的

厂商则会退出市场。

通常，经济学家将所有厂商愿意在各个价格上生

产的数量加以合并，从而得到一个称为供给曲线的方

程。价格越高，就有越多的厂商愿意生产。相反，价

格越低，买方就越有可能购买该产品。用以描述消费

者愿意在各个不同的价格上购买的数量的方程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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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曲线。

供给与需求曲线可以通过曲线图表现出来，纵轴

为价格，横轴为数量。通常认为供给曲线为正斜率：

价格上升，厂商就愿意提高产量。而需求曲线则通常

被认为是负斜率：价格越高，消费者的购买量就越

少。两条曲线的交点代表市场出清价格，即供给量与

需求量相等时的价格。

价格会因多种原因（如技术、消费者偏好、天气

情况）而改变。某种产品（或服务）的供需状况与价

格变化之间的关系称为弹性。缺乏弹性的产品对价格

变化相对不敏感，而具有弹性的产品对价格的反应则

非常灵敏。能源是很典型的缺乏价格弹性的产品，至

少在短期内是这样的。消费者上下班需要能源，家里

取暖也需要能源。在短期内，消费者很难或根本无法

购买到更节能的汽车或房屋。另一方面，许多产品的

需求对价格的反应非常敏感。牛排就是一个例子。如

果牛排的价格上涨，消费者可能会马上购买其他部位

的、价格较低的牛肉或转而购买另一种肉类。牛排就

是富有价格弹性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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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大部分市场都是不完全竞争的：买方与卖

方的数量并非无限也并不存在同质的产品以及完全

的市场信息。与完全竞争相反的情形是垄断。在垄断

下，一种产品只有一个供给者，同时此种产品并没有

相近的替代品。供方并不把市场价格视为既定价格。

相反，垄断者能够设定价格（与垄断相似的情形为买

方垄断，后者是指只有一名买方，这个买方通常是政

府，但可能存在多个供方）。

竞争壁垒

在垄断情形下，潜在竞争者往往面临一种壁垒，

这种壁垒可能是固有的或是法定的。例如，公用事业

通常是垄断性的，由两家自来水公司管理集水区、协

商使用权并为居民铺设管道的做法效率并不高。但对

于消费者而言，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从垄断者处购

买，而有些消费者甚至购买不起。因此，政府通常对

这种垄断进行监管，以保证这些垄断者不致滥用市场

权力设定过高的价格。若一家公司被获准作为唯一供

方，则可能需要接受一些条件，如必须向每位消费者

至少提供若干服务，或者收取的费用不得超过上限价

格。通常这些限制条件并不影响公司收回固定成本。

垄断者不能忽视需求，在完全竞争的情形下，需

求随价格而改变。区别在于，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

一个生产商只能提供总需求的一部分，而垄断者却可

以通过掌控整个市场的供求曲线而获利。因此，在没

有监管的情况下，垄断者可以自行决定产量以实现利

润最大化，与完全竞争市场相比，通常其产品价格会

提高而数量会减少。

在完全竞争下，成本较低的公司可以通过薄利多

销来抵消降价对销售收入造成的损失。假定一家公司

在一个总容量为10万件的市场中售出1000件产品，每

件赚取5美分，总计获利50美元。如果该公司把价格降

低1美分并增加1000件的销量，则其销售量达2000件，

利润可达80美元。

只有一个卖方

但垄断者控制了所有的销售——在这种情形下，

10万件产品每件获利5美分，总利润即达5000美元。降

价可能会增加总销售量，却可能不足以抵消降价对当

前销售收入造成的损失。假定垄断者将价格降低1美分

（每件产品的销售利润也随之减少1美分），由此带动

需求增加了1000件。此举会增加40美元销售收入，但

垄断者也会在售出的10万件产品上每件损失1美分的利

润，即1000美元。

“垄断导致的主要后果是，价格和利

润都高于完全竞争的情形但供给则往

往较低。”

垄断导致的主要后果是，价格和利润都高于完全

竞争的情形，但供给则往往较低。在其他类型的市场

中，买方和卖方的市场能力均强于完全竞争下的水平

但弱于垄断下的水平。在这些情形下，价格高于完全

竞争但产量则较低。

供给和需求也可能受到产品本身的影响。在完

全竞争下，所有生产者和购买者寻找的是同样的产

品——或相似的替代品。在垄断情况下，购买者不易

找到替代品。但是产品多样化使不同类型产品的相互

替代成为可能。例如，在番茄市场中，并非只存在一

种撮合买卖双方的理想化的番茄。消费者可能想获得

不同品种的产品，而生产者也能做出回应。市场的新

进者可以通过应用相同的生产技术与现有生产者进行

面对面的竞争，但他们也可能引进新品种（樱桃番

茄、牛排番茄、纯天然番茄）以迎合不同的口味。因

此，当市场处于竞争状态而产品出现差异化时，生产

者设定价格的市场能力受到限制。同时，产品的多样

化使相互替代（即使是不完全的）成为可能，这样价

格就不会像垄断性市场中那样居于高位。

临时性垄断

如果一件产品区别于另一件的主要特征是创造成

本很高但仿制成本很低（如书籍、药品、电脑软件

等），情形就变得复杂了。撰写一本书可能很困难，

但印刷一本复制品的边际成本则很低。消费者可能会

购买很多书，如果哪一本书畅销，竞争者就会受到利

益驱动与出版商进行削价竞争，并出售他们自己的复

制版本。为了让著作者和出版商能收回固定成本，政

府通常允许著作者和出版商对图书进行临时性垄断

（称为著作权）。这样价格就可以超出生产的边际成

本，而著作权可以激励著作者继续写作，同时激励出

版商继续制作和推广书籍，于是未来的图书供给就得

到了保障。

本文探讨的市场结构是供给和需求因环境而异的

几种方式。生产技术、消费者偏好以及买卖双方供需

匹配的困难等因素都会对市场产生影响，并共同决定

市场出清价格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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